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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许成儿）为促进产业结构
加速优化，提高实体经济发展水平，夯实第
三产业发展基础。近日，我市印发《陇南市
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奖励办法（试行）》
（简称《办法》）通知，明确了奖补对象、
奖励标准等，确保进一步提高我市服务业企
业发展水平。

《办法》明确奖励对象为首次纳入国家
统计名录库的新增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被
奖励企业需满足以下条件：企业在我市登记
注册；信用良好；未发生重大安全生产及突
发环境事故；负责人遵纪守法，无犯罪记
录，未受到国家法律法规处罚。

奖励标准为首次纳入统计部门联网直报
且年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服务业企
业，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
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
公共设施管理业，卫生行业，市级财政给予
每户10万元一次性奖励。首次纳入统计部门
联网直报且年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的服
务业企业，包括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
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以及物业管理、房
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
产业，市级财政给予每户8万元一次性奖
励。首次纳入统计部门联网直报且年营业收
入500万元及以上的服务业企业，包括居民
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
乐业，社会工作，市级财政给予每户5万元
一次性奖励。给予入库企业政策倾斜，优先
为在库企业对接项目资金、政府采购、展会
促销、奖励补贴、税收激励、企业融资等扶
持政策，多渠道帮助在库企业解决难题。上
述企业可同时享受县区奖励政策。

我市122.29万亩冬小麦由南向北陆续开镰

6月3日，康县白杨镇“三夏”党员干部志愿服务队在帮助农户收割小麦。“三夏”农忙时节，白杨
镇党员干部急群众所急、针对高山区小麦机械抢收难和农户缺少劳动力的实际，及时组建党员干部
“三夏”志愿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抢收、抢晒小麦等志愿服务，充分发挥党建引领和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确保群众夏粮颗粒归仓。 本报记者 李旭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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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从省医保局获
悉，截至今年3月底，我省基本
医疗保险参保人数2443 .33万
人，其中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
人数398.74万人，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参保人数2044 .58万
人，参保率达99.12%。根据国家
医保局今年4月下发的全国基本
医保参保情况通报，我省基本医
保参保率在全国排名第五位，工
作成效明显。

省医保局提前谋划，成立工
作专班，主动对接税务、民政等
部门，建立协调联动机制，于
2023年9月10日起开启全省医保
信息平台与税务社保费征缴系统
参保缴费业务通道，确保全省参
保缴费业务办理顺畅。为进一步
扩大参保覆盖面，我省将城乡居
民参保缴费期由2023年12月底延
长至2024年3月底，为切实增强
参保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各
医保统筹区取消待遇享受等待
期，参保群众缴费后即可享受报
销待遇，进一步提升了群众参保
的积极性。

今年4月1日起，全省实现用
人单位和参保个人自行向税务部
门申报缴纳医疗保险费，极大提
高了医保费征管效能。为进一步
提高职工个人账户使用率，减轻
居民缴费经济负担，我省在手机

端上线了职工医保家庭共济账户
代缴城乡居民基本医保费用业
务，截至目前，共有5.38万人通
过职工医保家庭共济账户成功代
缴参保费。为方便居民就近缴
费，在原有支付宝、微信和银联
云闪付等线上渠道基础上，省医
保局协调税务部门增加农商银
行、农业银行、兰州银行、邮储
银行、建设银行等多家代征银行
的线下柜台和手机APP等线下缴
费渠道，不断提升群众缴费便利
度。同时，省医保局积极对接民
政、农业农村等部门，持续优化
业务协同和数据共享机制，上线
低收入人口“先资助后参保”差
额资助业务，帮助减轻困难群众
垫缴压力，确保困难群众及时动
态纳入参保范围。

此外，省医保局以“高效办
成一件事”为抓手，主动对接省
大数据中心、省卫生健康委和省
公安厅等部门，优化医保参保业
务线上办理流程，实现参保业务
“一网通办”，参保群众可通过
甘肃省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各渠道
申请办理参保相关业务，并查看
办理进度。2023年1月至今，通
过医保信息平台公共服务子系统
线上渠道累计成功办理新参保登
记业务76.60万人次。

（据《甘肃日报》）

甘肃基本医保参保率达99.12%

新甘肃·甘肃经济日报记者 白 杨

近年来，西和县抢抓中组部选派科
技特派团帮扶契机，通过健全完善制
度，强化理念引领，优化工作措施，加强
人才帮带，充分激发科技特派团人才、
技术、资源优势，为全面推动乡村振兴
提供坚实科技支撑和人才保障。

高位谋划建强联动体系。近年
来，西和县成立了干部人才“组团
式”帮扶工作领导小组，建立由3名县
级领导具体负责科技特派团对接协
调，县委组织部、县科技局、县农业
农村局等相关部门全力配合工作机
制，先后多次召开座谈会、对接会、
推进会，动态掌握情况、分析研判形
势、协调解决问题。围绕半夏等中药
材、苹果八盘梨、鸡养殖三大帮扶产
业和西和实际，协助制定可量化、可
操作、可评价的《西和县科技“组团

式 ” 帮 扶 工 作 方 案 （ 2 0 2 3 —
2025）》，明确目标任务，细化帮扶
措施，凝聚工作合力，全力推动科技
帮扶工作走深走实。

做优服务激活创业热情。近年
来，西和县把保障支持科技特派团纳
入党委人才工作协调机制，由县级分
管领导和相关部门负责人对7名帮扶专
家进行“一对一”联系服务，不定期开展
走访慰问和交流座谈活动，帮助协调解
决各类困难和问题。2023年以来累计发
放慰问金1.4万元，全力营造爱才留才良
好环境。组织帮扶专家赴宕昌县开展实
地研修活动，感受陇南地理风光和发展
成就，增强帮扶工作的认同感、融入感
和归属感。抽调农业农村局、县畜牧兽
医站专业技术人员130余人配合科技特
派团开展工作，安排县经作站、国伟
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和民旺马铃薯专业
合作社专人负责科技项目实施，全方

位保障服务质效。
导师帮带蓄足人才活水。近年

来，西和县坚持专题讲座、实地指
导、技术培训、线上解答、送技下
乡、带动参与等多种方式协同推进，
推动实现“输血”与“造血”有机统
一。充分发挥科技特派团传帮带作
用，认真做好“三联双带”工作，择
优选配县科技局、农业农村局等21名本
土专业技术人员和科技特派团专家对
接学习。健全“1名科技特派员+N名本土
人才”的“一对多”培养模式，先后举办
培训班30余场次，培养科技明白人5000
余人。持续开展“送科技强产业强县域”
系列活动，为广大农户、专业合作社、家
庭农场等市场主体发放宣传资料15000
余份，开展科技咨询2500多人次，聚力
为乡村产业振兴储智蓄能。

靶向攻关点燃发展引擎。近年
来，西和县将科技特派团专业优势与

西和产业链深度融合，先后争取3个农
业科技项目落地，投资165.26万元。中
药材产业组举办全国性半夏产业研讨
会2次，开展省科技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1项，破解养分、宁盾生物菌剂、温度
等对半夏种球生长的影响等多项难
题，引进半夏新品种“荆特一号”，
2023年种植面积达3000余亩。苹果组
引进“瑞雪、晋18、伊美、华硕（TC
-1）”等四个新品种360株特级分枝大
苗，建立新品种展示园4亩。肉鸡组开
展总经费268万元的科技部2022年度重
点研发课题1项，引进黑乌鸡和佳红红
鸡等2个肉鸡新品种3000只，科技赋能
特色产业发展驶入快车道。

西和：科技特派团派上大用场

眼下，正是水稻插秧的关键时期，武都区角弓镇群众抢抓当前雨水充足、气温适宜的有
利时机，在稻田里起秧、插秧。同时，为全力做好今年的水稻插秧农技服务工作，区农技中
心工作人员走进田间地头，为农户们指导水稻插秧技术，确保水稻插秧顺利进行。

本报通讯员 蒋小花 摄

本报讯（记者朱家骅 田江飞）又到一年麦收季。眼
下我市122.29万亩冬小麦由南向北陆续开镰，田里麦浪滚
滚，一片金黄，联合收割机穿梭往返、机声隆隆，一派丰
收的喜人景象。

在康县迷坝乡，陇南市2024年“三夏”小麦机收开镰仪
式暨机收减损现场会拉开帷幕。现场5台小麦联合收割机
在麦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麦秆还田等工序一气呵成，
向群众展现了农业机械化的高效。

迷坝乡腰镡村民镡金富曾经是位靠一把锄头、一把镰
刀的“老把式”，如今，在现代化耕作方式推广下，他有了不
一样的体验。

“我今年种了4亩小麦，往年的时候四五个人要收割
四五天，今年农机服务队来给我们收割，差不多二十几分
钟全部就收完了，特别快！我还用小型收割机收割体验了
一下，非常实用，我们这山地比较多，明年我准备自己买
上一台。”镡金富说。

针对小麦产区地形特点，各县区因地制宜，调配适合
山地作业的中小型收割机及时进场。

康县农机中心副主任左义国说：“针对丘陵山地特点，
我们科学调配个头小、灵活度高的中小型履带式收割机180
余台，机械化收割比例达95%以上。”

“三夏”生产工作开展以来，我市农机部门立足“早”字，
着眼“抢”字，夯实农机力量、技术力量等要素向“三夏”集
中。截至目前，全市122.29万亩冬小麦已完成小麦机收面
积3.51万亩，小麦机收损失率控制在1%以下。夏收期间，全
市预计投入联合收割机3200台，“三夏”生产投入各类农机
具30000台。

本报通讯员 张 敏

近日，走进成县二郎乡板
蓝根种植基地，一行行排列整
齐的板蓝根新叶正在徐徐冒
头，长势喜人。

“村里4月开始种植板蓝
根，今年我把自家的9.67亩土
地流转出去，每亩一年500元。
又可以来基地干活挣工资。”店
子村村民陈卫东乐呵呵地说。

在推动产业发展上，二郎
乡通过土地流转、基地务工等
形式，建立利益联结机制，积
极调动合作社、群众积极性，
将零星种植中药材的田地串点
成线、连块成片，逐步形成规
模化种植示范基地，让板蓝根
中药材种植产业成为乡村振兴
的“主力军”。

据成县合义诚供销种植农
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介绍，板
蓝根是传统的中药材，周期

短、见效快、资金投入少、资
金占用时间短，今年合作社种
植板蓝根400余亩，经过精心
管护，长势良好。

板蓝根种植只是二郎乡发
展中药材种植产业的一个缩
影。二郎乡地处成县西北部，
生态良好，土地资源广阔，适
宜中药材种植，发展板蓝根、
淫羊藿、黄芩、桔梗等中药材
4800多亩，带动全乡450余人
就地务工增收，直接劳务收入
148万元，人均增收3300元，
带动了群众增收。

“我们依托地域资源优势，
精心布局乡村特色产业项目，
通过建设示范基地并发挥其辐
射带动作用，为百姓开辟了增
收致富的新途径，提升了村集
体的自我发展能力，为乡村描
绘出了一幅生态优美、产业兴
旺、群众富裕的崭新画卷。”二
郎乡党委书记李厚岑说。

成县二郎乡：

板蓝根种植点“绿”成金

宕昌讯（记者刘国庆）6月4
日，首例牛黄种植培育项目在兴
化乡示范种植成功，标志着畜牧
业招商引资增长点在宕昌县兴化
乡开花结果。

宕昌县兴化乡把发展黄牛产
业作为增加群众收入的突破口，
持续推进养殖产业向科学化、规
模化、标准化、效益化方向发
展，不断提高养殖效益，助力群
众增收致富。

近日，记者走进兴化乡柴家
庄村人工牛黄种植培训现场，技
术人员正在向黄牛养殖户讲解牛
黄培植的手术全过程，种植采
收、菌种种植对牛的体质影响、
促农增收等相关技术要领，耐心
解答群众疑问，并根据不同养殖
情况，提出合理种植建议，与群
众一同就牛黄种植培植项目发展

现状、市场前景及服务保障等进
行交流探讨，签订协议。

今年年初，宕昌县组织考察
组前往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越
西县北京中科华韵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牛黄培育基地，考察引进牛
黄种植培育项目。

据兴化乡党委书记韩立宏介
绍，牛黄种植培育项目符合兴化
畜牧产业现状，畜牧养殖“钱
景”广阔，拓宽了山区群众增收
致富渠道。6月4日，看着首例牛
黄种植培育项目喜获成功，当地
农民心里乐开了花。全乡42户群
众养殖的8 0 0头牛“身怀黄
金”，年稳定增收256万元。

宕昌县兴化乡：

种植“软黄金”养牛有“钱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