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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刘建军 陈争强

仲夏时节，沿着成县纸坊镇蜿蜒
的乡村公路穿行，一片生机勃勃的中
药材种植基地便展现在眼前：层层叠
叠梯田依山而上，仿佛绿色绸带缠绕
在青山间，绘就了夏日独有的田园
风光。

地处成县西部的纸坊镇，有着4.2
万余亩耕地，具有发展特色产业的土
地资源优势。近年来，该镇在保障粮
食作物种植面积的基础上，结合撂荒
地整治，把中药材种植作为调整产业
结构、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
的新型产业来培育，通过合作社示范
带动、引进企业联户种植、发展订单
销售等措施，积极引导群众种植桔
梗、连翘、半夏、党参等中药材9300
余亩，不仅激活了乡村经济的“一池
春水”，更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
动力。

突出特色强产业

走进纸坊镇庙下村中药材种植基
地，贯叶连翘绿意盎然，金黄色的花
朵已陆续开放，散发着幽幽的药香，
种植大户王明明看在眼里，乐在
心里。

一次偶然的机遇，王明明从外地
亲戚处看到贯叶连翘种植可观的效
益，萌生了引进种植的想法。今年2
月，他租用大棚引进种子育出药苗，
流转了150亩土地全部栽上了贯叶连

翘，在他精心的管护之下，即将迎来
收获。

“今年栽植的只能收割一次，预
计每亩能收获干货300公斤左右，每亩
收益能达到3000元。明后两年只需要
除草管护，每年可收两次，效益会更
高。”王明明说。

贯叶连翘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
对土地要求低，种植技术要求简单，地
上部分可全部入药，种植一次可以连续
收割3年。它的引进试种成功，不仅让王
明明有了可观的收入，还带动周边群众
务工增收。

绿意盎然、生机勃勃的贯叶连翘
不仅让群众收入有了保证，村容村貌
也换了新颜。纸坊镇刘山村党支部书
记魏旭说：“这一片过去都是闲置的
荒山，杂草丛生。我们去年结合撂荒
地整治，把这些荒坡重新开垦了出
来。今年流转给种植大户种植中药
材，不仅让荒坡披上绿装，而且村集
体经济也增加了收入。”

核桃树郁郁葱葱，中药材香气四
溢，花椒林硕果累累，畜牧养殖生有
声有色，食用菌撑起致富“伞”……
今年以来，纸坊镇按照“一村一品”
规划，立足村情实际，突出产业发展
特色，一幅幅产业兴旺的画卷正徐徐
展开。

人才引领兴产业

“这里的土地条件不错，水、
电、路产业发展基础好，给我们种植

半夏提供了便利条件。”半夏种植大
户卢小平说。

卢小平是一位有着10多年半夏种
植经验的乡村产业发展领头人，他在
纸坊镇代塄村流转土地种植半夏已是
第4个年头，在他的带动下，代塄村半
夏种植规模不断壮大，现已稳定在每
年100多亩的种植规模。

“我们每年发放土地流转金10万
多元，支付劳务报酬40万元左右，产
业发展让群众有了稳定的收入。”卢
小平说。

该镇把产业致富带头人培育作为
特色产业发展的首要任务，通过向外
引、龙头带、政策扶等方式，在各村
形成了一批产业发展的乡土人才队
伍，带领群众在推动乡村特色产业振
兴的道路上阔步前行。

“我们立足资源和政策优势，充
分发挥特色种植基地、合作社和家庭
农场的集群效应和带动效应，持续打
造和完善中药材种植基地，扩大中药
材种植规模，念活药字‘经’，书写
出了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生动
实践。”纸坊镇镇长腊小奇说。

延伸链条稳增收

今年以来，纸坊镇紧跟时代步
伐，坚定“调旧育新”的发展思路，
深耕细作特色产业，构建起“1237”
产业发展新蓝图，中药材成为群众增
收致富的支柱产业。

“要真正实现乡村振兴，必须延

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让群众
收益达到最大化，才能调动起群众发展
产业的积极性。”腊小奇说。

纸坊镇把中药材加工作为中药材
产业链条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
招商引资、政策扶持等多种方式，中
药材加工厂、艾绒加工厂等加工企业
应运而生，不仅解决了当地农产品的
销售问题，更通过精深加工提升了产
品品质和市场竞争力。同时，通过集
体股份经济合作社的带动，农民不仅
获得了土地流转的租金收入，还分享
了加工和销售的利润分红，形成了社
会增效、集体增资、群众增收的良好
局面。

“原来药材收回来要拉到县城、
小川等销售点去卖，价格也不稳定。
现在加工厂就建在门口，我们可以实
现鲜货直接销售，减少了中药材收购
的中间环节，并且是明码标价，不但
省时省力，而且每亩能多收入300到
500元。”纸坊镇梁河村村民王长
彦说。

纸坊镇以其独特的产业布局和坚
定的发展步伐，全方位推动中药材种
植、采收、加工、销售各环节发展，
全力打造中药材产业强镇，将农业
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发展蓝图变为
生动的实践。

成县纸坊镇：“药”香飘满振兴路

入夏以来，西和县晚霞湖景区持续清理湖面杂草等固体杂物，推进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本报通讯员 谢 伟 摄

本报讯（记者王坤 王康）
消防通道就是“生命通道”，一
旦被占，如发生火灾等突发状
况，消防车辆无法正常进出，将
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
极大安全隐患。为切实解决消防
通道被占用、堵塞等突出问题，
连日来，西和消防救援大队“以
车探路”，积极开展畅通消防
“生命通道”集中治理行动。

据了解，此次行动旨在实地
核查消防车通道是否具备通行条
件，确保在紧急情况下，消防车
辆能够迅速、有效地到达火灾现
场，为灭火救援任务的顺利开展
提供坚实保障。行动中，西和消
防救援大队组织消防车辆深入辖
区各个区域，特别是人员密集、
火灾风险较高的住宅小区和商业
区，按照预定路线，重点对消防
车通道的宽度、高度、路面状况
以及门禁系统在紧急情况下是否
可以正常开启等情况进行了专项
测试和检查。除此之外，消防人
员还对登高扑救场地进行了细致

的勘查。
在实地核查过程中，消防人

员针对占用消防通道、标识标线
模糊不清等问题，立即与相关负
责人进行了沟通，并要求能立即
整改的问题立即整改，不能立即
整改的责令其限期整改完毕，并
加强日常巡查和管理，确保消防
通道始终保持畅通。

通过开展此次行动，进一步
提高了群众对确保消防车通道畅
通重要性的认识，也对心存侥幸
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的车辆驾
驶员起到警示作用。下一步，西
和消防救援大队将持续开展畅通
消防“生命通道”专项行动，进
一步加强消防通道管理，坚决遏
制乱停乱放、私搭乱建等占用、
堵塞、封闭消防通道等违法行
为，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西和消防救援大队：

“以车探路”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徽县讯（通讯员杨婷）近年
来，徽县紧扣高品质与精细化管
理要求，全面提升园林环卫管理
规范化、一体化水平，以亮丽底
色打造宜居城市。

近日，笔者在西河风情园看
到园林工人正在对道路两旁的月
季花进行修剪、除草，并对所有
绿植全方位灌溉，最大限度减轻
高温天气对绿化苗木造成的不良
影响，确保城市的绿化生态环境
得到有效保护。

徽县园林局工作人员介绍：
“我们主要在生产作业精细化、
管理手段精细化上狠下功夫，推
行环卫精细化管理。着重构建辖
区全覆盖、全天候保洁、全过程
监督的闭环管理网络，科学划分
作业区域，不断深入推进层级管
理，实行定人、定岗、定责，做
到了管理到块、作业到点、责任
到人。” 除此之外，徽县园林
局还加大了广场公园的园路、
S219线环城路、城市驿站、公厕
环境卫生的不间断清理整治，对

公园景区内雕塑、果皮箱、护栏
等设施进行清洁维护，从细节上
确保了广场公园环境卫生、绿化
景观的持续优化。干净整洁、舒
适宜人的公园环境也潜移默化地
影响了市民的文明理念。

近年来，徽县以“一街一景
观、一园一特色”为目标，通过
“增量、提质”的方式，突出城
市主要街景的绿化，提升城市颜
值。全县绿地总面积451.6公顷，
城区绿化覆盖率达到了42.73%。
高低错落、色彩缤纷、自然和谐
的优美景观，给市民出行带来美
的享受。

“下一步，我们将对照创城
创卫工作标准，继续加强对城区
管护范围内绿地和公园的环境卫
生管理，做到环境卫生达标、绿
植管护及时，大力开展环境卫生
整治，用园林人的实际行动擦亮
创城创卫‘金招牌’，为广大市
民提供更加宜居宜业宜游的城市
环境。”徽县园林局负责人
表示。

徽县：

加大园林管护 扮靓城市文明底色

1.招标单位：四川九洲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2 .项目名称：陇南·天辅星院三期
（5、6、7、9、10#楼）、四期（8#楼）

3.项目编号：JZJG-TFXY(3)-ZBCG
-2024-04

4.招标事项：水泥采购
5.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6.建设规模：建筑面积约97732.27㎡
7.工程地址：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吉

石坝武都政务中心旁
8 .最高限价：本项目最高不含税限

价：2890140.00（大写：贰佰捌拾玖万
零壹佰肆拾元整）

9.投标人的资格要求

①在中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承担
法律责任的法人资格或其他组织；

②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或其他
许可证明文件；

③具有有效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身份证复印件；

④有效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授
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 法 定 代 表 人 亲 自 参 与 的 则 不 提
供）；

⑤具备一般纳税人资格或小规模纳
税人资格（投标文件中应明确具体的开
票税率）；

⑥具有银行基本账户（开户许可
证）；

⑦投标人认为有必要提供的其他证
明文件。

10.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否
11.评审方式：最低评标价法（不含

税总价）
12.报名方式及截止时间：

①报名方式：电话咨询
②报名截止时间（资格预审资料提

交截止时间）：2024年07月16日17时
00分

13.参与投标活动的投标人数量

采用随机抽取的方法邀请8家供应商
参加投标。如通过资格预审供应商数量
少于拟邀请供应商数量，但不少于三家
则邀请全部通过资格预审供应商参加

投标。
14.招标文件获取方式

获取方式：资质预审通过后系统自
动发送或现场领取。

15.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及地点

①递交截止时间（递交截止时间即
响应时间）：2024年07月25日14时00分

②地点：四川九洲建筑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阳光采购系统线上开标（http：//
ygcg.jiuzhoujiangong.com）

16.公示期

2024年07月11日—2024年07月16日

联系人：李雪娇
联系电话：0816-6920887

陇南·天辅星院三期（5、6、7、9、10#楼）、四期（8#楼）项目水泥采购事项招标公告

（上接第一版）同时，采取“党支部引领、村集
体经合组织牵头、合作社投资运营、农户参与”
的“四级联动”机制，发展现代设施农业，建立
起良好的利益联结机制。引进金伯利农场，发展
网纹甜瓜、吊蔓西瓜、蓝莓等高端水果产品，占
地面积709亩，已建成产品一体化处理中心一
栋、水果种植大棚316栋、育苗大棚10栋、连栋
大棚22栋。引进索迈农业科技公司建成智能玻璃
温室1栋，种植花卉；建成联栋大棚2栋，种植樱
桃、蓝莓；建成日光温室20栋，占地面积200亩种
植蔬菜。采取资产入股的方式由索迈科技有限发
展公司运营保底分红。引进礼县农安农机种植养

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建成西瓜种植拱棚600栋，占
地面积320亩的基础上，支持鼓励当地蔬菜种植
大户发展420亩的露天蔬菜种植区，支持农户发
展了380亩的高标准粮油种植示范区。

石桥镇还以壮大集体经济实力、促进农民共
同富裕为目标，坚持在发展产业项目、建强集体
经济堡垒上做好文章，实现将产业效益发挥到最
大化，实现村集体经济和群众“双增收”。

时下，现代产业园区一栋栋温室巍然屹立，
场面很是壮观，大棚内油绿的菜苗生机勃勃，蔬
菜、瓜果将持续跃然“上市”，带来了石桥镇产
业振兴的“好福音”。

（上接第一版）在武都区钟楼街
道钟楼社区，进城务工人员随迁
未成年子女占比较大，留守儿童
数量逐年增加，绝大多数是单亲
监护或隔代监护。为了能给钟楼
社区的未成年人提供物质上、精
神上的帮助，使他们健康成长，
武都区青年志愿者协会参与“伙
伴计划”项目，帮助解决学习、
生活及心理上的问题，助其顺利
完成学业。

“我竟然不了解自己的孩子
‘韧性’这么好，活动中还会照
顾年龄比他小的孩子。”王远的
母亲陪伴孩子参与社区“伙伴计
划”服务后感慨道。原来，王远
的父母平时工作忙，很少带孩子
参加体育锻炼活动，在社工的建

议下，王远和妈妈从跳绳、打球
到团建，每一场社区“伙伴计
划”活动都没落下。王远的妈妈
说：“运动让我们眼里有光，体
能有力，远离手机，亲子温
馨。”

通过“伙伴计划”示范项目
实施，不仅促进了社区青少年的
全面发展，也提升了青年社会组
织的凝聚力和服务力。下一步，
团市委将继续总结经验，加强项
目管理和创新，探索更加多元
化、个性化的服务方式，推动项
目在更广范围内发挥作用。同
时，加强对青年社会组织的培训
和支持力度，提升他们的服务能
力和水平，为社区青少年的成长
和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

我市实施“伙伴计划”

用 爱 陪 伴 护 航 成 长

本报记者 刘玉玺

巴巴沟村，是文县玉垒乡的一个
传统村落。它静卧于白水江南面的葱
郁大山深处，距国道212线7公里。
村子四周，山峦层叠，密林幽深，峡
谷蜿蜒，古树高耸入云。它背靠范坝
镇的让水河流域，与国家级白水江自
然保护区紧密相连，海拔约1200
米。四周群山如怀抱般将其环绕，绿
树成荫，溪水潺潺，风景旖旎，四季
变幻，美不胜收。

这里，石板房依山就势而建，错
落有致，一砖一瓦都镌刻着岁月痕
迹，承载着丰富的文化遗产与深厚的
历史底蕴。然而，面对时间的侵蚀与
现代文化的冲击，这份珍贵的记忆正
悄然褪色。为守护不可复制的村落文
化，文县创新性地推出“统战+传统
村落保护”模式，为巴巴沟古村落的
传承与保护开辟了一条新道路。

修复古韵·焕发新生

文县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启动了玉垒乡巴巴沟石板房古建筑保
护维修项目。项目严格遵循“修旧如
旧”的原则，对受损的古建筑进行精
心修复，加固结构，改善通风排水，
让古村落重焕生机。同时，深入挖掘
乡村的多元价值，将文化遗产保护与
乡村旅游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共同
绘制出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
振兴新图景。

创新模式·激活乡愁

文县以“乡愁”为魂，以特色民
居等村庄文化为基，精心制定旅游规
划，旨在将巴巴沟古村落打造成为集
文化传承、产业支撑、村委引领、全

民参与于一体的新兴旅游特色村落。通过组织大学生进
行户外写生等实践活动，以及广泛的宣传推广，巴巴沟
古村落正逐步走出“深闺”，成为更多人向往的“世外
桃源”。

多维保护·传承不息

在保护方面，文县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除了加
强对古建筑的修缮与保护外，还制定了严格的环保标
准，推动生态旅游发展。同时，将村落内的文物古迹、
历史建筑、乡土建筑及古巷道、古桥、古井、老树等历
史环境要素均纳入保护范畴，实现全面覆盖、精准施
策。此外，注重活态文化传承，收集整理家风家训、古
诗谚语、民间故事等本土历史文化资料，加强传统文化
品牌的宣传打造，让古村落的文化之魂得以延续。

统战聚力·共绘蓝图

接下来，文县统战部门将继续发挥统一战线优势，
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参与巴巴沟古村落的保护与利
用。通过搭建平台、整合资源、创新机制等方式，为巴
巴沟古村落的传承与保护提供有力支持。相信，在不久
的将来，玉垒乡巴巴沟将以其独特的文化魅力、良好的
生态环境和蓬勃的文旅发展态势，成为远近闻名的靓丽
文化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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