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版编辑 唐 莉 校审 赵晋文 ●●●●

02综合
2024年7月18日

星期四新闻热线： 0939-8211211

徽县讯(记者高琼 通讯员燕
宏瑞)进入汛期以来，徽县层层压
实责任，不断提高应急反应能
力，多措并举应对汛期各项应急
防范工作，切实有力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

连日来，徽县根据气象、水
文预报情况，有针对性地落实防
汛抗洪各项防御措施。建立县、
乡、村三级防汛应急队伍，严格
落实汛期领导带班和24小时值班
制度。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抽调成
员单位精干力量组成督查组，对
各乡镇水旱灾害防御责任制落实
情况，水库、水电站安、险工险
段及责任人落实等情况进行大检
查。构建多途径传输预警信息体
系，及时向群众发布重要天气和
重大水情、雨情信息，加强对居
民聚集区、工程施工场所、河流

沿线、旅游风景区等人口聚集区
等重要场所的预测预报，提升监
测预警能力。

同时，通过电视、电子屏幕及
微信、网站等平台，积极宣传防汛
救灾基本常识。县抗旱防汛指挥部
指导各乡镇积极开展防汛应急演
练，极大地提高了群众防灾减灾的
意识，提高了各乡镇应对洪涝灾害
的应急能力和处置能力。县消防救
援大队和武警中队不断强化日常
管理和备勤备战，确保一旦有突发
事件或紧急情况，能够做到及时、
准确、有效救援处置。修订完善应
急预案，加强物资储备，进一步强
化责任意识，完善调运预案，落实
调运车辆、装卸人员，确保防御物
资能够在第一时间调得动、运得
出、用得上，为防汛工作提供坚强
的物资保障。

本报记者 刘玉玺
通讯员 朱 翠

杨杜沟村，是文县丹堡镇的16个
行政村之一，全村辖3个村民小组205
户489人，其中党员38名。产业以种
植蔬菜瓜果为主，以养殖生猪、家禽
为辅。2022年被列为全县“乡村振兴
示范村。”

提“颜”换新貌，环境整治美家园

乡村要振兴，环境是底色。杨杜
沟村摒弃完全依赖资金的旧模式，村
“两委”干部积极组织党员和村民，
以点带面扩大整治范围，得到了全体
村民的理解与积极参与。按照“一路
一景、一户一画”的美化理念，见缝
插绿、植绿种花，对乡村进行全景式
塑造。无论是屋内屋外、庭内院外，
还是村内村外，党员干部群众主动参
与，用心为家乡“梳妆打扮”，让村
庄变得靓丽动人。

杨杜沟村紧紧抓住乡村振兴的机
遇，努力破解难题，推动基础设施不
断提档升级。新建排水渠、污水管
网、仿古护栏，硬化村内道路与产业
路，新建文化广场，修葺沟道、便民
桥与灌溉机房。同时，全面拆除危旧
房与残垣断壁，打造精致小节点，改
造民房与公厕，改造大量卫生户厕。

如今的杨杜沟村，依偎在凤凰山
的怀抱中，聆听着丹堡河的吟唱，空
气清新，景色宜人，曾经的“脏乱
差”已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整洁
有序、文明和谐的新景象。傍晚时
分，文化广场上老人乘凉拉家常，孩
童奔跑嬉戏，一幅温馨祥和的乡村
画卷。

增“质”树新风，文明建设促发展

乡村建设不仅要有外在的美，更
要有内在的品质。杨杜沟村充分发挥
村级党组织的核心引领作用和党员干
部的“头雁效应”，将陇南民事直说
“1234”工作法作为解决问题、办实
事的重要载体，扎实推进强党建促乡
村振兴工程。积极探索“共建共享”
管理服务模式，广泛开展移风易俗活
动，修订完善村规民约，设立红白理
事会、村民议事会等。

与此同时，杨杜沟村充分发挥
“巾帼佳美积分超市”“农家书屋”
等的作用，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传播新
思想，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同步开展
“文明家庭”“五星级文明户”“好
婆婆”“好媳妇”等评选活动，进一
步推动移风易俗，树立文明新风。通
过将人居环境整治与基层党建活动相
结合，让村民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
者、监督者和受益者。

如今，杨杜沟村百姓生活富裕，
环境整洁，业余生活丰富多彩。每到
傍晚，村民们或散步，或在广场锻
炼、跳广场舞，乡村的“颜值”与
“气质”得到了极大提升，为美丽乡
村增添了幸福底色。

守“乡”留记忆，特色打造展韵味

走进杨杜沟村，映入眼帘的是村
民自发捐资修葺的“凤凰台”，“修
旧如旧”的具有百年历史的“田家大
院”、风貌文化墙、说事长廊、党群
服务中心、文化广场、小景点等依次
呈现。夏天的杨土沟村，灰瓦白墙，
错落有致，村后凤凰山雄伟挺拔，周
边田园风光四季常绿。随着乡村振兴
的推进和“农文旅”的深度融合，乡
村旅游氛围日益浓厚，吸引着众多游
客前来打卡。

夏日的田园里富饶葱茏、生机盎
然。这里不仅有“绿水青山”造就的
美景，更有“金山银山”带来的硕
果。村民们用汗水换来成熟的夏果夏
菜，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美味。

兴“产”助富裕，产业融合创繁荣

产业发展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
撑。杨杜沟村积极探索适合本村的产
业发展之路，大力发展特色农业，种

植优质水果、蔬菜等，通过农业产业
化带动农民增收。同时，积极发展乡
村旅游，利用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人文
景观，打造乡村旅游品牌，吸引更多
游客前来观光旅游，带动相关产业发
展。此外，还加强与企业的合作，引
进项目和资金，推动产业升级，为乡
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

聚“力”共前行，多方协作谱新章

乡村之美，美在山水，美在田
园，美在淳朴。近年来，丹堡镇始终
坚持把美丽乡村建设作为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重要抓手，通过乡村示范创
建，持续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丽乡村建
设。一个个有“颜值”更有“气质”
的美丽乡村不断涌现，让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不断提升。

杨杜沟村的乡村振兴之路，宛如
一幅璀璨绚烂的画卷徐徐展开。在这
里，时光仿佛被诗意晕染，每一处角
落都洋溢着蓬勃的生机。我们期待更
多充满诗意与梦想的乡村，书写更多
乡村振兴的美丽诗篇。

文县杨杜沟村：内外兼修 乡村蝶变绽芳华

近日，甘肃省民委、陇南市民宗委、临
夏州积石山县统战部和陇南光明公益联合会
联合组织临夏州积石山县青少年，来我市开
展“各族青少年中华文化夏令营”活动。

同学们先后来到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
馆、武都区革命历史纪念馆、祥宇油橄榄生
态园、两当兵变纪念馆、礼县大堡子山、秦
文化博物馆等，开展参观学习、体验重走红
军长征路等一系列研学活动，重温革命先辈
的革命事迹，体验中华民族深厚的历史文化
内涵。其间，还进行了“民族团结沐书香”
主题读书会。

本报记者 李旭春 摄影报道

临临夏夏州州积积石石山山县县青青少少年年在在我我市市开开展展夏夏令令营营活活动动

徽 县 多 措 并 举

筑 牢 汛 期 安 全 防 线

本报记者 董治昇

走进宕昌县兴化乡蔬菜种植园，一排排整齐
划一的蔬菜大棚映入眼帘。大棚里黄瓜、辣椒、
西红柿等蔬菜长势旺盛，郁郁葱葱，工人们穿梭
在田间，忙着采摘和装箱，呈现出一派繁忙而有
序的景象。

蔬菜种植园负责人杨力强说：“蔬菜种植园
采取‘农畜内循环无公害’蔬菜种植技术，精细
化管理、科学化种植，蔬菜品质优良。”

今年以来，宕昌县兴化乡立足乡情，抓产业转
型，着力推动农畜业融合。以强基础、调结构、兴产
业、惠民生为目标，有效盘活村集体“三资”，紧抓联
合社80座大棚转型契机，因地制宜发展露天西葫
芦、大棚辣椒、番茄、黄瓜、西蓝花、韭菜、紫甘

蓝等区域特色蔬菜产业，全力打造兴化乡农畜内
循环无公害蔬菜种植园。

“我们主动对接周边乡镇蔬菜收购商，与城
区超市、饭店、乡直各单位等达成订购协议。7月
以来，辣椒、西葫芦、黄瓜，西红柿、包包菜已
先后上市。”杨力强说。

兴化乡以党支部引领产业发展，积极推进农
业产业化，推广纯天然无公害种植技术，组织外
出学习考察、聘请技术员进行指导、联络销售渠
道，蔬菜种植效益不断提高，进一步激活了乡村
产业内生动力，不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推动田
园综合体建设，为乡村振兴增添强劲动能。

当下，走进兴化乡，智能设施农业、科学种
植模式助力大棚经济“棚”勃发展，产业兴、乡
村美、百姓富的振兴画卷已然绘就。

宕昌县兴化乡：发展大棚经济 绘就振兴画卷

本报记者 赵珂苧 董治昇

康县碾坝镇安家坝村位于县城
以西，有着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
每天安家坝村党支部书记崔武玉都
穿梭在村子里，和村民说环境卫
生、谈致富产业、解大事小情……

2003年12月，怀揣扎根乡土、
带富乡亲的赤诚之心，崔武玉退伍
回到家乡，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
乡亲过上好日子。2016年，崔武玉
当选为安家坝村党支部书记。

上任后，崔武玉与村“两委”
不断探索乡村治理新模式，融入康
养旅游，规划打造安家坝村“一轴
六区”“三产融合”产业带，将现
代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特色优势产
业引向深入，在乡村治理中探索出
了新路子，积累了新经验。

在全村大力推行“1+10+N”
党建工作法，即1名支委联系指导
10名党员，1名党员联系帮带5至10
户农户，以党建引领激活产业发展
新动力。率先成立了景盛种植农民
专业合作社，带领村民大力发展特
色种植业。在他的带动下，村里先后
种植了中药材、苗木，建成了蔬菜大
棚，种植了草莓、食用菌和果蔬，带
动群众户均年增收5000元以上。

为了拓宽村民的增收渠道，依
托区位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结合“百村千桌万床”工程，高标
准改造了农家客栈及农家乐，提档
升级了玄麻湾田园综合体，让村民
在家门口就能有事干、有钱赚，人
均年收入超过了2万元。

“近几年，周末寒暑假到这边
过来游玩吃农家饭的游客越来越
多，以前从来没有想过，我们能实
现在家门口挣钱的梦想。”玄麻湾
农家乐负责人对记者说道。

作为村党支部书记，崔武玉不
仅带领村民致富，还努力提升村民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他将
“三抓三促”行动与陇南民事直说
“1234”工作法紧密结合，定期走
访、帮扶困难群众，及时解决大家
的操心事、烦心事。积极践行新时
代“枫桥经验”，及时排查、调
处、化解各类纠纷矛盾，坚持做到
小事不出社、大事不出村。为了引
导村民树立文明新风，他还组织开
展了“星级文明户、五好家庭、好
媳妇好公婆”评选活动，引导村民
移风易俗，培养健康、科学、文明
的生活方式。同时，修订完善《村
规民约》，修建了乡村舞台、文化
广场，购置安装健身器材，并开展
广场舞和篮球比赛等活动，丰富村
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村里的环境
变化真的大”这是返乡村民最大的
感受，规整的菜地、精致的庭院、
整齐的路灯，每个角落都显得错落
有致。

在崔武玉的带领下，如今的安
家坝村面貌焕然一新，村民生活质
量显著提高，处处都是“村庄美、
村民富、乡风好”的和美乡村新
图景。

崔武玉创办的康县景盛种植农
民专业合作社在全国退役军人创业
创新成果展交会双创活动中，获得
“优秀企业”荣誉。2024年初，崔
武玉被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退
役军人事务厅授予2023年度“陇原
最美退役军人”荣誉称号。

崔武玉说：“一个人富不算
富，我会和父老乡亲一起发展，资
源共享，合作共赢，更好地发挥
‘领头人’的作用，为助推乡村振
兴，产业兴旺，群众富裕尽自己的
绵薄之力！”

脚踏实地 敢为人先
——— 记“陇原最美退役军人”、康县碾坝镇

安家坝村党支部书记崔武玉

本报记者 李鹏杰

盛夏时节，走进武都区裕河镇
和五马镇，风格各异、鳞次栉比的
乡村民宿点缀山间，如同一幅美丽
的乡村风情画，让人流连忘返。古
朴雅致的“陡沟民宿”、童趣十足的
“童话小院”、宁静闲适的“藏心居”，
成为游客心中的“诗和远方”。

到了夜晚，乡村电影、品茶、
篝火晚会等“夜宿”主题活动人气
十足。“这里既能欣赏田园风光、体
验农耕乐趣，还能带孩子感受茶艺
等传统文化，回归自然，释放身心。”
从成都来旅游的巩先生带着家人在
五马镇石家坝村木马别院民宿打卡
后称赞道。

木马别院的负责人陈雅丽告诉
记者：“酒店共有15间各类客
房，已经连续5天客满，可容纳200
多人同时就餐，最高一天营业额达
到3600元，来的客人对武都的美
食、服务和环境称赞有加。随着景区
知名度不断提升，游客也日益增多，
首先拉动了民宿服务业，我们计划
下半年扩大经营规模。”

近年来，武都区加快构建“大
景区+全域游”发展格局，依托当
地得天独厚的生态旅游资源，大力
发展“品茶、茶园采摘、民俗”为主题
的乡村旅游以及民宿产业，在全区
打造了藏心居、周家大院、木马别
院、栖迟民宿等一批体验感强，具有
鲜明特色的民宿示范户，备受游客
青睐。

目前，武都区民宿产业迅速崛
起，民宿集群持续出彩、出圈，已
成为武都区乡村旅游新的亮点。坐
落在风景中的一栋栋民宿，催生了
“美丽经济”，也助推了乡村
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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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从有关部门获
悉，7月16日上午7时康县气象台
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暴雨
红色预警信号，阳坝、铜钱等乡
镇出现暴雨，中午时段强降水持
续，引发中小河流洪水。截至16
日早8时，康县累计紧急避险转移
人口16户53人。其中阳坝镇15户
51人，望关镇1户2人。

其间，康县立即启动应急响
应机制，乡镇主要负责同志靠前

指挥，全体干部职工、村社干部
迅速响应，积极投入到防汛抢险
和群众转移工作，全面清理清运
路面碎石、淤泥，抢修道路、疏
通沟渠、放置警示牌等，及时核
查雨后受灾具体情况进行上报，
并对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拉网式
排查，最大程度降低强降雨对群
众带来的不利影响，确保群众正
常生产生活秩序。

（来源：新甘肃客户端）

康 县 争 分 夺 秒 投 入

防汛抢险和群众转移工作

（上接第一版）

怀为民之情，办利民之事。
——— 按照集聚提升、城郊融

合、特色保护、搬迁撤并4种类
型，充分吸纳群众意见，对区域
范围内的6 4 3个村庄进行分类
规划。

——— 在实施“农村九改”工程
中充分采取农户意愿进行施工，完
成10466户改厕工作。

——— 推广运用“甘肃一键报
贫”系统，畅通“农户自主申报、

干部走访排查、部门筛查预警、社
会监督发现、系统数据分析”五条
动态监测渠道，做到早发现、早干
预、早帮扶，今年新识别纳入监测
对象345户1409人。

……
一桩桩实事解民忧，一件件小

事聚民心。2024年一季度，武都区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10.8
元，同比增加225.1元，增幅7.5%，
全区687个农村（社区）集体资产
总计141446.048万元。

近日，在成县店村镇的成县蔬菜产业园里，颜色各异的圣女果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采摘尝鲜，
产业园俨然成为“采摘乐园”。 本报通讯员 刘建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