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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田刘芳）为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
神，创新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
房公积金制度试点工作，近日，市
政府办印发《陇南市生态及地质灾
害避险搬迁安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
住房公积金制度实施方案》，将生
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安置灵活就
业人员群体纳入住房公积金制度保
障范围，助力搬迁群众圆梦安居。

全市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
共40473户157034人，搬迁工作分
两期实施。截至2024年7月，一期已
搬迁安置共11309户。生态及地质灾
害避险搬迁安置人员在落实“10+5
+N”政策后，还需自筹资金（贷款
为主）用于住房安置，普遍希望运
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解决资金筹措问
题的意愿强、需求大。因此，将避
险搬迁安置与住房公积金制度有效
衔接，能够有效解决生态及地质灾
害避险搬迁灵活就业人员筹资难题
和后顾之忧，让搬迁群众圆满住上
好房子，快步过上好日子。

《实施方案》指出，达到法定
就业年龄，以非全日制、个体经营、
新业态等方式就业的生态及地质灾
害避险搬迁安置灵活就业人员，可
自愿申请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个
人缴存、财政补贴、家庭使用，共享
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发展成果。

《实施方案》明确，生态及地
质灾害避险搬迁安置灵活就业人员
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缴存账户资
金按一年定期利率计息（目前一年
定期利率为1.5%），正常缴存者可
享受月缴存额的3%财政补贴，连
续补贴24个月。连续缴存住房公积
金12个月后，就可使用低利率的住
房公积金贷款解决住房问题，最高
贷款额度可达个人账户金额的30倍
（最高不超过60万元），还款期限
最长达30年，账户余额还可每月对
冲偿还贷款本息；已办理商业银行
贷款的，可申请“商转公”贷款减
少利息，有效减轻还贷压力。具有
“缴存方式灵活、缴存金额灵活、贷款利息低、还款周期长、还贷压
力小”等特点。

《实施方案》的出台是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创新制度
机制的具体措施，也是建立住房保障体系的有效尝试，有利于扩
大住房公积金公共服务覆盖面，保障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安
置灵活就业人员安居稳业；有利于激发房地产市场的活力和动
力，促进住房消费，加快消化开发企业去库存；有利于加快建立
租购并举的住房公积金制度，支持城乡居民多样化改善型住房需
求，完善城镇住房保障体系，提高灵活就业人员在城镇发展中的
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据悉，该政策是目前甘肃省唯一面向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安
置群众的住房公积金支持政策，为西部欠发达小城市灵活就业人员参
加住房公积金制度，探索了住房保障新机制、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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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丽君 肖 红 李 董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曾在他的
小说《慢》中这样问道：慢的乐趣怎
么失传了呢？古时候闲荡的人到哪儿
去了？他们随着乡间小道、草原、林
间空地和大自然一起消失了吗？

而在快节奏工作生活的今天，我
们不禁也会发出同样的疑问。直到来
到“国际慢城”——— 两当云屏，才发
现生活原来真的可以慢下来，让人们
对生活节奏有了重新认知。

两当县地处陕甘交界秦岭山区，
森林覆盖率76 . 3 7%，林木绿化率
87.37%。“国际慢城”所在地云屏
镇，位于两当县东南部，有“天然氧
吧”“长寿之乡”美誉，是云屏三峡
国家4A级旅游景区所在地，是镶嵌在
秦岭南麓的一颗“绿色明珠”。

凭借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近年
来，两当县顺势而为，以更高的国际
化站位和更加精致的标准，围绕人居
环境、空气质量、城市规划等72个不
同领域，全力守护生态环境，持续完
善基础设施，着力优化人居环境，纵

深推进全域旅游，通过“慢城创建”
推动城市发展、群众受益。

持之以恒，终结硕果。如今，两
当云屏成功跻身“国际慢城”行列，
并创出了独具两当特色的慢游、慢
品、慢居、慢养等“慢元素”，成为
两当递给世界的一张名片。

“国际慢城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诗意栖居’需求相吻合。”两当
县委书记郭省军说，打造国际慢城，
就是要为市民和游客提供一个感受慢
生活、享受慢运动、品味慢生态、体
验慢文化的休闲好去处，让享受高于
速度、生活回归自然，让每一个到云
屏、到两当的人都能够“尽情深呼
吸，回归慢生活”。

漫游两当
白天赏美景，夜晚看繁星

观赏慢旅程的风景，生态空间山清水秀

盛夏时节，云屏被络绎不绝的避
暑游客“踏破”了山门。

5岁的小娅妮把头贴近车窗，好奇
地张望着深山美景。一路上，茂密的

森林、清澈的河流、娇艳的花朵、清
脆的鸟鸣，让小不点不时地“一惊一
乍”。

时逢暑天，沿着彩虹公路溯流而
上，河水中的雾气氤氲，仿佛要把人
“拥”向云端，与美丽的云屏相遇。

云，是“坐看云起时”的此心
安然。

屏，是“青山相对出”的天然
屏风。

景如其名，诗意云屏。这里，青
山葱郁、碧水迢迢，风光旖旎、钟灵
毓秀，外揽山水之秀，内得人文
之胜。

借助良好的自然生态和极佳的康
养环境，两当县在国际慢城创建过
程中，把目光聚集在生态这块“金
字招牌”上，全面全域全季全时推
进“旅游+”“+旅游”，在全县上
下形成“满眼翠绿、遍地鲜花、处
处有景致、村村有特色、户户能待
客、人人能导游”的全域旅游新
格局。

不止云屏，行游整个两当，时间
开始缓速流动，每一处，都是望云卷

云舒的好地方；每一刻细心品味，都
能感受到自在与轻盈。

作为全省文旅赋能型县域经济发
展先进县、全省全域旅游示范县，近
年来，两当县以生态康养游和红色研
学游为主要旅游业态，建成了2个国家
4A级旅游景区、3个国家3A级旅游景
区和一批和美乡村。

绿色观览，荡涤心灵的自然之
旅；红色文化，传承先辈的家国
情怀。

1932年，由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领导发动的两当兵变，打
响了甘肃武装革命斗争的第一枪。如
今，已建成了以两当兵变“一线六
点”为主要内容的国家4A级旅游景
区，每一地，都是追随信仰之光的红
色热土。

两当县还是全国第六批传统村落
保护利用示范县，全县116个村农舍点
点、星罗棋布、绿树掩映、参差错
落，静静地躺在青山环抱之中，每一
处，都是恍如画中游行的“世外桃
源”。

（下转第二版）

慢游·慢品·慢居
——— 探访中国第十七个“国际慢城”两当云屏

本报讯（记者罗艳 蒋明
慧）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印发
《关于公布2024年省级现代农业
产业园的通知》，我市康县（茶
叶、食用菌）现代农业产业园被
认定为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目
前已有6个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通过省级认定，我市现代农业产
业园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

据悉，康县产业园创建工作
开展三年来，共实施基地、生
产、加工、物流、休闲、研发、
示范、服务等各类项目263个，
完成投资32.2亿元，目前建设任
务已全部完成。高标准实施了产
业基地建设，建设标准化、规模
化集中连片的茶叶和食用菌基地
13.9万亩，健全了新品种培育研
发推广科技体系，建成了茶叶、
食用菌、天麻加工全自动的生产

线，形成了良种繁育、生产、加
工、销售全产业链的发展格局。
产业园总产值19.91亿元，其中：
主导产业总产值14.96亿元，占产
业园总产值的75.14%，对群众增
收起到支撑作用。

自2021以来，省上批准我市
创建的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共9
个，市委、市政府把现代农业产
业园建设作为现代农业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载体，列入《“十四
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
划》，制定《陇南市促进现代农
业产业园高质量发展实施方
案》，明确奖补标准，为全市现
代农业产业园高质量发展树立了
积极的政策导向和扶持机遇。目
前已有武都区、宕昌县、西和
县、成县、礼县、康县6个省级
现代农业产业园通过省级认定。

本报讯（记者蒋明慧）记者从
有关部门获悉，据统计，今年夏粮小
麦良种应用率95%以上，全市小麦亩
产271.4公斤，同比增长10.6公斤，增
幅4.1%，增速分别高于全国、全省1.6
和1.7个百分点，良种对小麦增产的贡
献率达46%。统计部门和国家调查队
在夏粮丰产原因分析报告中，将小麦
良种推广应用列为第一影响要素。

近年来，我市种子部门积极与
省内外育种单位合作，本着长育短
引原则，在品种选育、新品种引
进、试验示范方面等做了大量工
作，选育、转让了一批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品种，引进筛选推广了一批
适宜我市种植的新优品种，加速扩
繁推广应用，取得了良好成效。

去年秋播，全市落实小麦良繁面
积1.93万亩，较上年增长8.43%。收获
前，国家、省、市分别组织测产组对成
县、徽县、西和县、礼县、康县小麦良
繁基地生产的各系列品种进行测产，
其中礼县兰天48号单产632.46公斤，
创省旱地冬小麦最高产纪录。小麦良
繁田不仅是种子田，还是良种良法配
套的示范田、高产创建田。全市小麦
良繁田各品种平均产量400公斤以
上，今年可生产小麦良种800多万公
斤，最少可供60万亩小麦播种。目前，
种子企业已完成种子收购、加工、包
装，将为全市秋播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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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县产业园被认定为

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新甘肃•甘肃经济日报记者 白 杨

陇南市武都区素有“巴蜀咽喉、
秦陇锁钥”之称，在大力发展油橄
榄、花椒、中药材等特色农业产业的
同时，也牵紧了旅游大开发的“牛鼻
子”。今年1—5月份，武都区旅游接
待人数达326 . 6万人次，同比增长
90.25%，创旅游综合收入21.4437亿
元，同比增长116.87%。

数据证明，武都区的这一发展思
路，抓住了攸关当地百姓福祉的关键

所在。
武都旅游资源丰富，全国“四大

名洞”之一的武都万象洞是国家4A级
风景区，姚寨沟、裕河大熊猫国家公
园、水濂洞、朝阳仙洞、五凤山、南
宋古建筑广严院、千坝草原等景区与
四川九寨沟、天水麦积山、陕西青木
川连成一条旅游热线，为发展文旅康
养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去年，武都区为全区旅游大开发
下了一剂猛药，创建祥宇橄榄生态园
为国家3A级景区、陇南金阳酒店为国

家三星级旅游饭店、裕河栖迟民宿为
国家甲级民宿。创建完成坪垭藏乡风
情区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武都诚信
酒店为国家三星级旅游饭店。同时，
打造了一批特色化、品牌化、规范化
的民宿经济新业态。围绕大景区建设
进行民宿摸底，创建了17家区级旅游
民宿，2025年争取达到50家。新增床
位1000张以上，形成了一批规划布局
合理、文化内涵丰富、地域特色鲜
明、服务设施完善、经营管理规范的
农家客栈和等级精品民宿。打造完善

了武都区姚寨沟民俗文化街区配套服
务设施，创建古今里文化旅游休闲街
区为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全面提升
旅游接待服务能力。

目前，武都区三星级以上酒店已
建立智慧营销和统计平台，并接入省
级大数据平台。万象洞景区、环境敏
感区、旅游危险区全部配置视频实时
监控，实现重点景区远程实时管控和
应急调度。同时，建立了重点景区假
日旅游门票预约机制、假日景区流量
智能监测系统，严格落实景区最大承
载量和景区游客高峰时段应对规范，
全区A级景区已接入陇南旅游产业监测
与应急指挥平台及省级大数据平台。

（下转第二版）

一部手机游陇南———

武都旅游谋划“大手笔”

近日，在西和县乞巧苑的非遗麻纸制作展示现场，工匠们熟练地操作着每一道工序。近年
来，西和县在展现麻纸制作独特魅力的同时，将指尖技艺化作指尖经济，走出了一条非遗传承
发展和群众增收的乡村振兴之路。

本报通讯员 梁云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