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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南市融媒体中心出版

本报记者 张 埥

社会和谐稳定是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基石，而人民幸福安康则是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建设宜居宜业
的社会环境，维护安全稳定的社会秩
序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更事关发
展大局。

“加快构建党建引领、多元共
建、干群同心、良性互动的城乡治理
格局，健全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
调、权益保障机制，提高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水平……”近日，省委书
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升第六次
来到陇南调研时，立足社会生活的方
方面面，提出“打造幸福和谐新陇
南”的新要求，为推进陇南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安居乐业的良
好环境注入新的“活力素”。

时光向前、发展向上，民生向
暖、社会向荣。陇南坚定目标，满载
信心，始终坚定不移增进民生福祉，
常抓不懈强化社会治理，把目光放在
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上，集中力量解决
群众迫切需求，以创造人民群众幸福
美好新生活作为奋斗目标，为民谋
利，替民解忧。

凝心聚力，永葆安稳“本色”

陇南位于秦巴山区、靑藏高原、
黄土高原三大地形交汇区域，地形类
型多样、地质构造复杂，既是长江上
游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功能区和水源涵
养区，也是地质灾害和水土流失防治
的重点区。生态环境良好，是我们最具
发展优势的“底牌”，但自然灾害多发频
发，又是急需破解的发展难题。

面对危机与挑战并存的环境，陇
南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安危放在心上，
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心和见叶知秋
的敏锐性，全面落实防灾减灾领域主
动创稳措施。

全面排查治理，重点观测监控各
类高风险区、高脆弱区、地质灾害隐
患点情况，努力把致灾因素消除在萌
芽之时、成灾之前。建立高质高效的
预警预报体系，健全工作相应机制，
持续完善应急预案，加大物资储备力
度，加强救援体系建设，加快实施防
汛防洪、灾害治理、生态修复、避险
搬迁等工程。

与此同时，陇南未雨绸缪，常抓
不懈，在安全生产工作上下大力气，

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
动，健全完善“五大体系”，夯实安
全生产基础，紧抓重点领域风险隐患
排查整治，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着力统筹发展和安全，夯实平安
稳定基石，主动作为、定向发力，加
快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全力建设
平安陇南，有力维护了全市政治社会
持续稳定，交出了一份护航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的满意答卷。

202 3年重复信访数同比下降
15%、刑事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22%、
破案率同比提升11.3%、未成年人犯罪
立案数同比下降30.4%。

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水平安
全。陇南抓实推进防灾减灾，持续强
化安全生产，纵深推进主动创安、主
动创稳，一道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和财
产安全的“钢铁防线”牢牢筑起。

“要持续维护安全稳定，加快营
造良好环境。”如果说安全是营造良
好社会环境的“压舱石”，那么稳定
就是良好社会环境的“定盘星”。

陇南以稳求进、以进固稳，将全
面加强基层治理为抓手，精细治理、
精准赋能，稳住社会环境“大盘”。

依托乡村大数据平台，陇南用数

字化手段赋能基层治理，立足实际、
守正创新，积极探索出社会治理新路
径——— 陇南民事直说“12 3 4”工
作法。

“组建一个机构、运用两种方
式、瞄准三类问题、采取四种办
法。”从基层工作中总结而来，再运用
到基层工作中去。在陇南各县区、各村
庄，民事直说“1234”工作法已融入老百
姓的生活，化作基层干部的行动指南，
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法宝”。

今年3月，陇南民事直说“1234”
工作法入选全国典型案例。而过去三
年，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总结推
广民事直说“1234”工作法，累计办
结群众各类意见建议16.4万件。

高水平安全、高标准治理、高质
量发展循环作用、良性互动，让陇南
安稳“本色”历久弥坚，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下转第二版）

踵事增华，打造幸福和谐新陇南
——— 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新陇南系列述评⑤

本报讯（通讯员张茜）6月3
日，东海航空DZ6307航班落地陇
南机场，标志着珠海-合肥-陇南
航线的正式开通。

据了解，该航班由波音737-
800机型执飞，每周1、3、5执行
3班，12：45从珠海起飞，14：
50落地合肥，经停50分钟后起
飞，于17：40抵达陇南。

目前陇南机场执飞6条航线，
通达11座城市，新航线的开通让
锦绣陇南再次华丽出圈，珠海-合
肥-陇南航线，串联了东部与西部
不同文化、经济发展，与旅游资
源的新路线让更多的外地朋友，
了解陇南的风土人情与自然景
观，也让更多的本地人走出去了
解珠三角。

珠海-合肥-陇南航线开通

打特色牌 走创新路
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新陇南

近日，走进徽县永宁镇泰伯村王山社的陈添果有机家庭农场，一颗颗红艳饱满的车厘子缀满枝头，飘来
阵阵诱人的果香，游客穿梭果园享受采摘的乐趣。该家庭农场引进种植了车厘子、黄桃、凤凰李、蜂糖李等
有机水果10余种20多亩，通过近3年的精心管护，各类水果逐年丰产，有效带动周边群众增收致富。

本报记者 高 琼 摄

新甘肃·甘肃经济日报记者 王 耀

初夏时节，走进陇南礼县远亮果蔬有限责任公
司生产车间，果香弥漫，工人们正在紧张有序地进
行出口鲜苹果的拣选、套袋、装箱。

礼县远亮果蔬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赵亮高兴
地说：“这些是即将发往孟加拉国的鲜苹果，今年我
们接到的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订单翻番，礼县鲜苹
果已经成为畅销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金果
果’。”

陇南市位于秦巴山区、黄土高原、青藏高原的
交汇地带，东接陕西，南通四川，扼陕甘川三省要
冲，素称“秦陇锁钥，巴蜀咽喉”。近年来，兰州海关
所属天水海关支持陇南市抢抓高质量共建“一带一
路”机遇，立足区位优势和特色产业资源禀赋，以打
造陆海新通道南向重要出口为抓手，加快特色农产
品产业链培育发展，助推特色农食产品出口扩点增
量、多点开花。

兰州海关所属天水海关魏珊珊说，不止鲜苹果
这一“王牌产品”，如今，陇南蜂蜜皇菊茶、核桃产
品、盐渍菜等陇南特色深加工农食产品也搭上了共
建“一带一路”的快车。

花开时节，位于两当县的秦南有机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中华蜂养殖基地里，蜜蜂飞舞，出口的蜂蜜
皇菊茶的蜂蜜原料就出自这里。

陇南市蜜源植物达600多种，两当县更是素有
“狼牙蜜之乡”的美誉，产出的蜂蜜滋味醇厚、芳香
馥郁，深受消费者欢迎。

“海关不断优化监管模式，为我们生产的蜂蜜
产品提供全天候预约通关和查检绿色通道等便利
化措施，助力我们稳住传统市场的同时抢抓共建
‘一带一路’发展机遇，持续开拓蜂蜜产品出口新市
场。”两当秦南有机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外贸负责人
图娜说。

随着陇南市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往来
日益频繁，占据贸易产品互补优势的陇南特色产品
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口总值持续增长，越来越
多的产品搭乘“一带一路”列车驶入贸易快车道。

天水海关立足辖区产业特点，主动作为助力企
业抢抓共建“一带一路”机遇，深入开展“关长送政
策上门”，强化出口特色产品溯源管理，指导企业完
善质量安全管理体系，规范出口产品种养殖基地药
品使用管理，从源头把好出口安全关。

同时，天水海关持续畅通关企协调机制，优化
为企服务流程，提供定制化全流程便捷通关服务，
助推陇南特色农食产品开辟跨境电商B2B、出口海
外仓新通道，支持西部陆海新通道“中国陇南—韩
国平泽、菲律宾马尼拉”国际货运班列顺利开运，为
核桃、果汁、鲜苹果、蜂蜜等特色产品顺利出口共建
“一带一路”拓宽路径。

兰州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4月，陇南市对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总值达1.25亿元，同比
增长65.3%，贸易国家和地区达2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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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刘建军

初夏的成县，宽敞的村道干净平
坦，房前屋后绿植与花卉相互映衬，农
家小院里各色鲜花竞相绽放、芬芳四
溢……描绘出一幅幅令人心驰神往的
乡村新画卷。

近年来，成县坚持把人居环境整治
作为乡村振兴的有效抓手，立足打造点
上出彩、线上成景、面上美丽的全域和
美乡村，以创建国家卫生县和省级文明
县城为着力点，深入学习推广浙江“千
万工程”经验，推动村庄净化、亮化、美
化，实现乡村“颜值”“气质”双提升。

建章立制 推进和美乡村建设

行走在镡河乡镡河村犀牛江岸，河
岸护栏崭新笔挺，屋前屋后焕然一新，
小花园的围栏美观别致，各种花草生机
勃发……

“自人居环境集中整治行动开展以
来，我们村里大变样。现在村道干净
了、水渠清澈了，茶余饭后老人孩子们
也有了活动场所。”谈起村里的变化，
镡河村村民谭佐民满是自豪。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千头万绪，整治
工作从哪里下手？

经过充分调研，成县启动实施了
“乡村建设年行动”，在制定出台了一系
列工作方案和政策文件后，县委、县政
府第一时间建立“县级包抓、乡镇负责、
村社推进、专班督导”的联动机制，形成
全县17个乡镇网格、258个村级网格和
1539个小组网格上下贯通、左右衔接的
工作体系。

在此基础上，当地持续健全“县级
主导、乡镇主抓、村社主干和县级划域
包抓+乡镇划片包干+村社划区包段”的
网格化推进机制，将责任、问题、整改等
关键环节纳入精细化管理范畴，精心编
制“三张清单”，确保环境责任到人、问

题清晰、整改有力。

全域整治 扮靓和美乡村风貌

“以前大家对人居环境治理的意识
不强，垃圾杂物随便乱放，镇村干部隔
三差五来帮忙收拾。”成县沙坝镇杨坝
村村民王凡红说。

为推进乡村人居环境整治，成县启
动实施农村环境大整治、乱占耕地大清
理、农村公路大养护“三大行动”；开展
了及时清理村巷道及生产工具、建筑材
料，清除房前屋后和巷道杂草杂物、积
存垃圾，清除沟渠池塘溪河淤泥、漂浮
物和障碍物的“三清”活动；依法依规拆
除危房、废弃猪牛栏及露天厕所，拆除
乱搭乱建、违章建筑，拆除违规商业广
告、招牌等的“三拆”活动；大力整治垃
圾乱扔乱放，整治污水乱排乱倒，整治
电力线、电视线、通信线乱搭乱接的“三
整”活动。实现了从乡镇到村、从村到
组、从组到户、从里到外、从头到脚全覆
盖无死角整治。 （下转第二版）

乡村换新颜 美景惠民生

——— 成县和美乡村人居环境治理工作扫描

本报讯 6月3日记者从省教
育考试院获悉，2024年我省普通高
考招生录取8类考生可以享受政策
性照顾加分。

享受政策性照顾加分考生为：
烈士子女在全国高校的投档使用
范围可以加20分；报考汉语言授课
的普通高等学校的少数民族聚居
地区（甘南藏族自治州、临夏回族
自治州以及天祝藏族自治县、张家
川回族自治县、肃南裕固族自治
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阿克塞哈
萨克族自治县）的聚居少数民族考
生与长居汉考生在全国高校的投
档使用范围可以加20分；归侨、华
侨子女、归侨子女和台湾省籍考生
在全国高校的投档使用范围可以
加5分；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在全
国高校的投档使用范围可以加10
分；在服役期间荣立二等功（含）以
上或被大军区（含）以上单位授予
荣誉称号的退役军人在全国高校
的投档使用范围可以加20分；非

“两州五县”民族乡（镇）的少数民
族考生，报考省属院校专业，在我
省省属高校的投档使用范围可以
加10分；长期居住在非“两州五
县”民族乡（镇）的汉族考生，
报考省属院校专业，在我省省属
高校的投档适用范围可以加5分；
2016年1月1日（不含）之前出生
的甘肃省农村户籍独生子女户或
二女结扎户考生，报考省属院校
专业，在我省省属高校的投档适用
范围可以加5分。

各类考生享受政策性照顾加
分在录取时不累计，考生只能根据
本人实际情况选定一项进行申报。
预科生、定向生、中职生、高水平运
动队、高校专项不分省计划等招生
项目录取时不享受照顾加分；艺体
类考生报考艺体类专业，投档录取
时文化课不享受政策性照顾加分；
不安排分省招生计划的招生项目
不享受政策性照顾加分。

（据《甘肃经济日报》）

我省8类考生

可享受政策性照顾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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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王宇峰

夏日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穿透
温室的薄膜，照在孕育希望的土
地上，也照亮了村民们满怀期待
的脸庞。两当县杨店镇豆家坪村
村民们轻巧地穿梭在豆角架间采
收豆角。

据了解，这是两当县首个智
慧温室蔬菜培育基地，采用了现
代化的农业技术，不仅极大地提
高了作物的生长效率，还确保了
蔬菜品质的稳定与优良。

“看到这满棚的豆角，心里别
提多高兴了！”豆家坪村皓强瓜果
蔬菜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建强难
掩激动之情，“今年的收成比往年
都要好，多亏了这些高科技的温
室，让我们种菜更省心，收入也更
高了。”据了解，智慧温室要较其
他大棚蔬菜早上市一个月左右，
首轮采摘豆角的价格也达到了4
元/斤，这在豆家坪村20多年的豆
角种植历史上都是少有的高价。

近年来，通过科技创新引领
蔬菜产业提质增效，有效带动农
业增产、农民增收，切实解决为
农服务“最后一公里”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