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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礼宴中心办红白喜事、参加集
体婚礼、宣传倡导“零彩礼、低彩
礼”……近年来，一股移风易俗的文
明新风悄然吹遍这片土地。

“去年儿子结婚的时候，我们响
应社区移风易俗号召，特意退掉酒店
40桌酒席订单，改在社区礼宴中心举
办婚礼。”武都区城关镇居民冯树平
眉眼间绽放着笑容，“形式简单，还
不浪费，省钱又热闹。”

过去婚丧嫁娶“撑面子”“讲排
场”的陋习，让群众不堪重负。为改
变这一现状，2019年起，武都区城关
镇整合资源、筹集资金，先后在黑
坝、王家庄、殿沟等社区建成了一批
礼宴中心，制定了“男婚女嫁”操作
规程和宴席标准。

城关镇黑坝社区党支部书记冯寇

林算了笔账：在礼宴中心办婚礼，仪
式全免费，只要缴纳百余元水电费就
可以，再加上根据标准办的宴席，满
打满算，一场婚礼下来花费不超过4
万元，相比较在酒店里办，至少省下
一半费用。

“现在不少居民的思想观念发生
了转变，在礼宴中心办红白喜事的人
越来越多了。”冯寇林说，“家有红
白喜事，就上礼宴中心”在社区蔚然
成风。

近年来，武都区统筹推进移风易
俗和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以礼宴中
心等载体为依托，引导广大群众自觉
摒弃陈规陋习，崇尚节俭新观念，倡
导文明新风。截至目前，全区建成乡
村礼宴中心16个，城关镇各社区礼宴
中心已经举办酒席近80场。

除了办宴席，城关镇为充分发挥
礼宴中心的教育引导功能，通过举办
社区春节联欢晚会、开展文明之星评

选等活动，使移风易俗、文明乡风深
入人心。

黑坝社区已经连续在礼宴中心举
办了三届“春晚”，居民自发组织编
演的节目让整个社区“热气腾腾”。

参演2024年“春晚”的大学生冯
堃很有感触：“以前过年期间，好多
人都在喝酒打牌，现在不一样了，礼
宴中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男女
老少齐参与，大家都在抓紧时间排
练，文化生活非常丰富。”

“礼宴中心是文明建设的一个窗
口，通过礼宴中心来传播新时代文明
新风，既可以引导群众树立文明节俭
的良好美德，也能起到更好的传播效
果。”冯寇林说。

不止于此，今年5月20日，武都
区举办了第二届“倡导文明新风 情
定橄榄之城”集体婚礼，26对新人、
2对金婚、2对银婚伉俪以浪漫而又简
约时尚的方式步入婚姻殿堂。“参加

集体婚礼，既有纪念意义，又节省了
婚礼开支。”一位新人笑着说。

移风易俗不是小事情，不仅关系
着老百姓的“钱袋子”，更事关乡村
振兴的成色。

基于此，武都区广泛宣传移风易
俗领域各种先进典型，倡导“零彩
礼、低彩礼”、婚事新办等新风，引
导群众转变观念。

同时，制定深入开展移风易俗工
作实施意见，印制移风易俗婚事新办
手册，推广“红白理事会+村规民
约”工作模式，修订完善村规民约
672个。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丰富活动
形式，拓宽宣传渠道，弘扬移风易
俗、婚事新办的社会新风，倡导文明
节俭、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自觉抵
制陈规陋习，逐步形成文明和谐、积
极向上的良好新风尚。”武都区相关
负责人说。

武 都 区 ：文明新风“吹”万家

本报通讯员 何 方

金色的阳光洒在田间地头，一望无际的麦
田被金色笼罩。微风拂过，麦浪翻滚，奏响了
夏收的歌谣。在麦田一角，一台台联合收割机
轰鸣着穿梭在金色的麦浪中，将一颗颗饱满的
麦粒收入囊中。不远处，农机合作社的工作人
员正忙着操作粮食烘干设备，确保新收获的小
麦能够及时得到烘干处理。

“今年我县夏收将投入联合收割机500余
台，重点推广高效低损收获技术和粮食烘干技
术。”徽县农机局局长柳忠俊介绍道，今年夏
收期间，徽县农机部门积极指导农机合作社和
农机大户引进购置绿色高效履带式联合收割机
和粮食烘干设备，为夏收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技
术支撑。

“以前收麦子最怕阴雨天，麦子收回来晒
不干，容易发霉变质。”一位正在操作粮食烘
干设备的农民说，“如今，有了粮食烘干设
备，再也不用担心阴雨天影响小麦的晾晒
了。”

据了解，粮食烘干设备是通过控制温度和
湿度，将小麦中的多余水分蒸发掉，使其达
到适宜的含水率。经过烘干处理后的小麦不
仅易于储存和运输，还能保持较好的品质和
口感。这对于农民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
福音。除了粮食烘干技术外，高效低损收获
技术也是今年夏收的一大亮点。通过优化收
割机的作业参数和操作方法，农机部门成功
将小麦机收的损失降低到了1%以内。这不仅
提高了小麦的产量和质量，也减少了资源浪
费和环境污染。

徽县：新设备妙解小麦晾晒“老难题”

连日来，甘肃省森林消防总队陇南支队结合驻地汛期实际，在宕昌县官鹅沟景区开展水域救
援实战化训练，充分做好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应急准备。甘肃省森林消防总队陇南支队对历
次各个抗洪抢险任务进行经验复盘，设置了舟艇操作、翻船自救、U型遥控救生圈等关键技术，
模拟被困人员落水进行现场救援训练等科目，通过实地、实装、实操，全面检验队伍在水域救援
领域的训练成效。 （来源：甘肃森林消防）

本报通讯员 陈 佳

康县通过党建引领，整合重塑农
业社会化服务，延长小麦产业链条，
走出了一条“支部有作为、土地提效
益、群众得实惠、集体增收入”的村
集体经济发展新路子，让群众实现了
“机忙人闲收益大”的“盈利”
模式。

走进康县大堡镇东岳山片区的麦
田里，农机手驾驶着收割机滚滚向
前，快速“吞进”麦穗，金色麦粒从
仓门倾泻而下，现场一派丰收图景。
“我今年种了十几亩小麦，往年收割
不仅需要大量人力，而且还耗时，今
年请了村上的农机服务队，不仅省时
省力，还不耽误夏种。”大堡镇街道
村村民袁备强说。

袁备强口中的农机服务队是大堡
镇开展“三个共同”促振兴机制和陇
南民事直说“1234”工作法推行以
来，由村党支部牵头成立的一支服务
当地耕作的“钢铁队伍”，向村民提
供耕、种、收等社会化服务，而“支
部+合作社+农机服务队”的运营模
式，也真正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在了
合作社上。

“我们成立的农机服务队，承包
到人、服务为主，由专业农机手为缺
劳力的农户代耕代种代管代收，在为
群众减轻负担的同时也能为村集体经
济创收。”街道村党支部书记、农机
服务队队长侯三影说。

在平洛镇团庄村小麦加工厂门
口，麦香阵阵扑鼻而来，仓库里堆着
金黄饱满的麦粒，近10万斤小麦喜获
丰收，正在陆续进仓。

成熟的小麦颗粒饱满、粒粒金
黄，团庄村党支部书记龙义平喜上眉
梢。“今年我们村预计收获160亩小
麦，稳产增收。”龙义平说，“收获

的小麦还将通过村上合作社加工成面粉和挂面。”
以党建引领筑牢粮食安全之基，康县平洛镇积极

搭平台、探路径，以“粮”为媒，组建由村“两委”
控股、吸收农户参股的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社，完善
“支部+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同时，利用闲置
场地，建成磨面坊和手工挂面加工厂，打造了团庄潘
林面粉及团庄手工挂面等特色品牌，形成了“从田间
到餐桌”的小麦全产业链，不断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今年预计能为村集体经济增加8.5万元收入，为农
户户均增加1800元收入。”龙义平笑着说，“我们有信心
把团庄手工挂面和面粉打造成强村富民的支柱产业、乡
村振兴的特色产业，相信未来会是一片好‘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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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油橄榄原产于地中海地区，是世界著名的
优质木本油料兼果用树种，有6000多年的栽
培历史。

我国规模引种油橄榄始于上世纪60年代。
1964年2月18日，一艘名为法罗娜号的轮船抵
达广东省湛江港，船上载着来自阿尔巴尼亚的
礼物——— 1万棵油橄榄树苗。

李聚桢编著的《中国引种发展油橄榄回顾
与展望》一书记述，阿方赠送的1万株油橄榄
树苗被分配至8省（区）12个试验点，由著名
林木育种学家徐纬英负责开展全国油橄榄大面
积引种研究。此后，我国陆续从地中海国家引
进超过150个品种。

1975年，武都区试种油橄榄并取得成功。
武都区之所以能成为我国油橄榄引种栽培的
“黄金地带”，是因为地处北纬33度，境内有
多个干热河谷地区，气候土壤条件与地中海沿
岸相似。

历经近50年的发展，武都区油橄榄产业实
现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优到强的嬗变。从
全国来看，武都区油橄榄种植面积、鲜果产
量、综合产值均位居第一。

令当地人骄傲的是，武都区被认定为“国

家油橄榄示范基地”，还被授予“中国油橄榄
之乡”称号。

如今，油橄榄已成为武都区产业发展的一
张亮丽名片。当地提供的一份文字资料显示：
武都油橄榄还被列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先后荣获国际国
内80多个奖项。

拓展产业链，推进油橄榄产业提质增效

2007年进入油橄榄相关产业，甘肃时光
油橄榄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超见证了武都油
橄榄近十几年的发展。

随着人们越来越注重饮食健康，橄榄油市
场不断增大，橄榄鲜果收购价格逐年攀升，
“每公斤价格从3元到5元，去年已涨到7
元”。

针对种植户的收益，李超对10年以上的油
橄榄基地做过简单估算：种植在山地的油橄
榄，每亩产量至少为500公斤，收入在2500元
左右；对比来看，该地区种植小麦每亩收益仅
几百元。

李超所在的橄榄时光成立于2019年，公司
将营销中心设在上海，以社区电商为主要销售

渠道，“橄榄油市场需求越来越大”。
目前来看，我国橄榄油消费仍处于较低水

平。有数据显示，在希腊、西班牙等国，人均
年消费橄榄油均超过11公斤，而我国人均橄榄
油消费量为0.03公斤，仅为世界平均消费量
0.46公斤的6.5%。

在健康理念深入人心的当下，被誉为“液
体黄金”的橄榄油越来越受到国人的青睐。

按橄榄油消费占食用植物油3%的国际比
例测算，我国橄榄油年消费总量应在60万吨左
右，而目前我国橄榄油年消费总量刚超过5万
吨，其中国产橄榄油年生产量不足1万吨。

从这个角度看，国产橄榄油市场前景广
阔。为提升油橄榄产业发展质效，武都区持续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扩大栽植规模，延长产业
链条，拓展销售渠道。

截至目前，武都区有陇南祥宇油橄榄公
司（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等加
工企业16家，拥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初榨油生
产线25条，占全国生产线总数的53%，日加
工能力1400吨，每个榨季可处理油橄榄鲜果
9万吨。

为延伸产业链，武都区成立了全国第一家
油橄榄研究所，组建了3个油橄榄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研发出初榨橄榄油、餐用橄榄果、橄
榄保健品、橄榄护肤品、橄榄木艺品、橄榄饮
品、橄榄休闲食品等10大类80多种产品。

谈及未来发展规划，张涛表示，武都区以
基地建设、科技研发、品牌培育和市场营销为
突破口，不断提升油橄榄产业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进而推进油橄榄产业提质增效。

荒山变青山，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

在武都区汉王镇的佛堂沟，油橄榄树漫山
遍野，如同一条条绿色的丝带缠绕山间。

通过陇南祥宇油橄榄公司展厅的一张张老
图片，记者看到，昔日的佛堂沟光山秃岭，沟
壑相连，泥石流灾害频发，当地群众因常年遭
受地质灾害而生活极端贫困。

1994年，刘元勇、李慧夫妇毅然放弃公
职，怀着让乡亲们脱离贫穷、走出大山的质朴
心愿，在佛堂沟开发荒山荒坡种植橄榄树，创
办了富民农场，传授种植技术，带动周边
3000余农户进园务工。

经过30年的不懈努力，昔日荒凉的佛堂沟
变成绿树成荫、硕果累累的国家级“万亩有机
油橄榄种植示范基地”。

如今，油橄榄已成为群众稳定增收的“铁
杆庄稼”，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

按照因地制宜、适地适树的原则，武都区
在白龙江、北峪河等流域大面积栽植油橄榄，
使荒山荒坡披上绿装，有效减少水土流失和地
表径流，为构建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起到了
积极作用。

漫步在武都城区，路灯、标牌、雕塑、主
题公园等载体均融入了“橄榄元素”。为突出
地域文化特色，当地还建成滨江油橄榄生态景
观长廊，既完善了城市功能，又提升了城市
品位。

西部地区是我国发展重要回旋余地和提升
全国发展水平的巨大潜力所在，也是实现中国
式现代化的重点和难点。

在黄宝荣看来，立足资源和能源优势，
增强服务和融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责任感
使命感，才能贯彻落实好西部大开发等战略
举措。

“今年，武都油橄榄产业的近期和中远期
发展规划制定并实施。”张涛认为，随着油橄
榄产业规模日益壮大，产业链条不断延长，油
橄榄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将得以
充分释放。

本报讯（记者王乐）创响新时
代，共圆中国梦。6月13日，由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城乡就
业服务管理局主办的第六届“中国
创翼”创业创新大赛暨第四届马兰
花全国创业培训讲师大赛陇南市选
拔赛在武都举办。副市长何红梅
致辞。

何红梅在致辞中说，“中国创
翼”创业创新大赛的举办，是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业工作重
要讲话精神的具体实践，也是打造
“创新开放新陇南”的一项重要举
措。我市人社部门要秉持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精心做好大赛组

织保障工作，搭好平台、建好舞
台、摆好擂台，通过以赛促创，努
力发掘出更多具有市场潜力、能够
引领行业发展的优秀创业项目，为
我市发展注入新动力。同时，寄语
各位参赛选手，要以百折不挠的笃
定信念拥抱创业创新、以脚踏实地
的实干精神践行创业创新，在创业
创新中实现人生价值。

创业创新大赛设一等奖1名，
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优秀奖6
名，创业培训讲师大赛设优秀奖3
名，并颁发奖金、奖杯和证书。优
秀获奖项目和个人将推荐参加省级
选拔赛。

第六届“中国创翼”创业创新大赛

暨第四届马兰花全国创业培训

讲师大赛陇南市选拔赛举办

本报讯 为深入推进电动自
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行动。
6月12日，陇南市消防救援支队
各级联合辖区工信、市场监管、
公安等部门组成10个检查组，深
入辖区电动自行车经营网店开展
检查，强化电动自行车源头
管理。

检查组重点核查经营网点是
否销售不符合法规标准的电动自
行车产品，是否存在销售的电动
自行车合格证明、强制性产品认
证等信息与实际不一致等问题；

检查维修店铺是否擅自改装原厂
电气配件、拆改限速、外设蓄电
池托架、改造蓄电池槽盒、更换
大容量蓄电池等违法违规行为。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求经
营管理负责人立即整改，从源头
上保障了消费者购买到安全合规
的产品。

据悉，当天共检查电动自行
车和蓄电池经营网点34家，维修
店铺14家，未发现违规改装、销
售线索。

（袁海艳）

我市多部门联合开展检查

强化电动自行车源头管理

本报讯 今年6月是第23个
全国“安全生产月”，连日来，
全市交通运输系统紧紧围绕“人
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畅通
生命通道”活动主题，精心策划
部署，创新工作举措，着力营造
全社会关注安全、全民参与安全
的良好氛围。

市交通运输局制定印发了
《关于开展2024年交通运输“安
全生产月”活动的通知》，明确
了活动主题和要求，从5个方面
12项重点任务入手，全面部署开
展“安全生产月”活动。

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
联合武都区各乡（镇）政府、交
警、公路段、高速路政等部门，
分三个片区在人流密集和重点路
段设立宣传咨询台，通过发放宣
传资料、张贴宣传海报、互动咨
询等方式，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
传教育工作，向群众普及了交通
运输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方
针政策、安全知识、应急技能
等，并就群众关心的道路运输生
产安全、交通安全等问题为群众
进行了答疑解惑。

康县交通运输局联合交通运

输综合行政执法队、县运管局、
县公安交警大队，深入辖区内运
输企业，通过现场交流、查阅台
账等方式，对企业安全管理制
度、驾驶员资质、车辆维护、安
全设施配备等方面进行了详细检
查，并制作了“安全生产月”专
题宣传展板，进一步营造了“人
人讲安全”的浓厚氛围。

礼县交通运输局为扎实有效
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召开
了交通运输领域安全生产风险隐
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推进会，集
中学习了相关法律法规，传达了
有关文件精神。同时，礼县交通
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不断强化隐
患排查整治，加大执法检查力
度，严厉打击非法营运、超限超
载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有效保
障礼县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形势持
续稳定。

成县交通运输局联合交通运
输综合行政执法队，积极组织辖
区内企业开展“安全生产月”相
关活动，并深入一线，通过发放
宣传资料、悬挂横幅等方式，提
高交通参与者的安全意识和应急
处置技能。 （韩 蕊）

全市交通运输系统组织开展

2024年“安全生产月”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