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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蒋明慧

眼下，正是辣椒成熟的季节，走
进徽县各村的田间地头，绿意盎然的
辣椒苗映入眼帘，青红交错的辣椒挂
满枝头，村民正忙着采摘辣椒，一幅
“丰收图”在绿水青山间铺展开。

今年以来，徽县通过“政府牵
头，合作社主导、农户参与”的产业
发展模式，整合资源要素，大力发展
辣椒种植产业，推进农产业发展向规
模化、规范化、品牌化迈进，把“单
打独斗”变为“联合发展”，破解了
辣椒产业发展“小、散、弱、卷”难
题，形成产业联建、资源共享发展新

格局，村民们通过辣椒产业过上了
“火红日子”。

“种植辣椒周期短、见效快，我
们已经种植有好几年了，再加上镇上
农技站工作人员给我们培训指导，种
植起来还是比较轻松的。”在永宁镇
高山村辣椒种植基地，村民苟得社
说，“今年我们家种了5亩辣椒，目
前长势非常好，按照往年市场价，应
该会有好的收成。”

据了解，今年永宁镇共种植辣椒
1000余亩，按照目前市场价格，每亩
预计可实现收益5000元左右。

“我们这里平均海拔700多米，
光照充足，特别适宜种植辣椒。”高

山村党支部副书记罗宝宁说，“我们
栽的辣椒苗有专门的合作社提供，辣
椒成熟后，他们统一收购，这样也就
解决了种植户的后顾之忧。”

徽县在发展辣椒种植过程中，农
业技术人员、“土专家”也经常深入田
间地头开展辣椒栽培技术培训，在辣
椒栽种、除草、管护各环节提供技术指
导，做好科技要素支撑。

“来这里摘辣椒，能挣工钱，还跟
技术人员学到种植技术。”在水阳镇滩
店村辣椒种植基地采摘辣椒的梁平有
他自己的“小算盘”，他打算学到种植
技术后，盘活自家土地种植辣椒。

今年以来，水阳镇立足资源优势，

在徽谈路沿线牟坝、刘沟、石滩、水莲、
两铺垭等村新建大棚500座，发展订单
辣椒1000余亩，并发展瓜果蔬菜3000
余亩，辐射周边群众就业500余人，村
集体经济收入增加10万元以上。

如今，徽县辣椒产业的不断发展
壮大，既丰富了群众的“菜篮子”，又鼓
起了群众的“钱袋子”，形成村集体和
村民双双受益的良好局面，为乡村振
兴注入新动能。

徽县：火红辣椒喜丰收 奏响致富“椒”响曲

徽县虞关乡许坝村村民在晾晒中药材。近年来，虞关乡依托
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林下淫羊藿、猪苓、天麻等中药材种植，小山村焕
发出产业蓬勃发展新生机。 本报记者 何 方 摄

我局于2024年8月13日在陇南
日报、国资局公众号发布了《武都区
城关镇北山东路111号贡院中心小
学一层14间临街门面房公开招租公

告》（2024-01号），因招租事项变
更，现决定对本次招租门面房中止
出租。

特此公告

陇南市武都区国有资产管理局
2024年8月15日

本报记者 董治昇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是我们党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刻召开
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作为市民政
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我深刻认识到，
全会精神是指导我们当前和今后一
段时期工作的行动纲领，为推动民政
事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提
供了强大动力。民政工作关乎民生、
连着民心，是社会建设的兜底性、基
础性工作。我们全市民政系统将以高
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深入
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始终坚持在发展
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结合陇南实
际，不断创新工作思路和方法，以
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有力的措
施，全面推动民政事业高质量发
展。重点抓好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强化社会救助保障，织密
织牢民生安全网。我们将持续完善
社会救助体系，加强城乡低保、特
困人员供养、临时救助等政策的贯
彻落实，确保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得
到有效保障。同时，加大对孤寡老
人、困境儿童、残疾人等特殊困难
群体的关爱力度，为他们提供更加

精准、有效的服务。
二是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提升

养老服务质量。面对人口老龄化的
严峻挑战，我们将积极推进养老服
务体系建设，加快养老服务设施建
设和改造升级，提升养老服务机构
的服务能力和水平。同时，鼓励和
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推动
养老服务向多元化、专业化、品质
化方向发展。

三是补齐设施建设短板，提升管
理服务水平。我们将加快殡葬基础服
务设施建设，“十四五”期间实现殡仪
馆或殡仪服务中心县区全覆盖，保障
好人民群众“逝有所安”的服务需求。
同时，持续推进婚姻登记场所规范化
建设，常态化开展集体颁证和婚姻家
庭辅导服务，有力维护婚姻家庭的
和谐稳定。

四是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升
为民服务能力。我们将坚持党管干
部原则，加强干部教育培训和实践
锻炼，提升干部队伍的综合素质和
服务能力。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营
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以忠
诚、干净、担当的民政干部队伍，
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陇南新篇
章贡献力量。

《陇南市武都区工业集中区发展
规划（2023-2035年）》环境影响评
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形成。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
要求，该项目应当通过当地网络平
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的方式公开
征求与规划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信息，公开主要内容见如下说明。

1.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链接及
查阅

（1）《陇南市武都区工业集中区
发展规划（2023-2035年）》环境影
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
1exguWqlae-CTCu9JsBBUfA？
pwd=3eip 

提取码：3eip
（2）公众可直接联系规划单位

或评价单位项目联系人去单位查阅
《陇南市武都区工业集中区发展规划
（2023-2035年）》环境影响评价报
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报告书。

规划单位：陇南市武都区发展和
改革局

地址：陇南市武都区钟楼街道办
事处旧城路6号

联系人：李先生
电话：0939-8212965

评价单位：甘肃立新绿融科技咨
询有限公司

地址：兰州市城关区中国兰州留
学生创业园17楼A01

邮箱：2722370196@qq.com
联系人：高工
电话：0931-8554133
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次公众参与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全文征求意见的范围主要环境影响评
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3.公众意见表通过生态环境部
《关于发布<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配套文件的公告》(生态环境部
公告2018年第48号)获得，网络链接

为：http：//www.mee .gov .cn/
xxgk2018/xxgk/xxgk01/201810/
t20181024_665329.html。

4.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

邮件或者提供的其他方式，在规定时
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规划
单位，反映与规划项目环境影响有关
的意见和建议。公众提交意见时，应
当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同时采用实
名方式提交意见并提供常住地址。

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次公众参与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全文征求意见的起止时间为自网站公
示起10个工作日。

《陇南市武都区工业集中区发展规划（2023-2035年）》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公开征求与规划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信息

中止公告

本报通讯员 刘建军

时下，走进成县滨河公园，孩子欢乐嬉戏，滨河步道
上人来人往，有的坐在椅子上休息，有的在体育健身器材
上锻炼，一派祥和的景象。

美丽的滨河公园得益于青泥河综合治理，面对突如
其来的强降雨，展现了青泥河综合治理防洪能力，有效防
止了洪水灾害，保障了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最近我们这里接连大雨，青泥河水暴涨，但对我们
的生活影响不大，因为河道治理好了，洪水沿着河道走
了。”市民张小兰说，她们早上沿河步道跑跑步、跳跳舞，
呼吸新鲜的空气，感觉非常好。

暴雨过后，沿着青泥河而上，河岸旁栽植的绿植依然
郁郁葱葱，环卫工人正在打捞雨水冲刷漂浮在河面上的
树枝杂草。“这次洪水河道安然无恙，特别是城区没有出
现内涝，出行很方便。”66岁的王天义说。

事实上，河道的清淤不仅关系到周边群众的生活品
质，也是防洪排涝的重要保障。2023年以来，成县集中力
量，实施了东南河清淤疏浚及生态修复综合治理项目，完
成河道清淤15万平方米，实施绿化9万平方米，安装绿化
给水管2300米，深水井2口，摆放驳岸石4900米。完成南
河河道清淤约40.24万平方米，清运淤泥约10万立方米，
增加水域60万平方米，治理河道长10公里，有效提升了河
道的防洪能力。

城市河道不仅是水资源的基本载体，还是改善水环
境的基础，对防洪、水资源调度和生态环境治理等都有重
要意义。成县在推进青泥河治理、提升防洪减灾能力的
同时，还对河道两岸进行岸坡修复，修建沿河景观道路、
种植绿色植被、升级改造音乐喷泉、建设滨河健身步道
等，进一步增加堤岸亲水性、生态性、美观性，成为群众休
闲娱乐的好去处。

“成县本着好城市人民建，建好城市为人民的理念，
全面升级治河护河‘矩阵’，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
的目标，不断提升了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成县住建局
党组成员、副局长赵小林说，全县采用生态的方式，对青
泥河流域进行有效治理，既挡住了洪水对堤岸的侵蚀，保
护了沿途河岸的安全，也提升了城市品质，擦亮了城市名
片，打造了城市亮丽风景，提高了群众对我们工作的满
意度。

如今，成县整治后的河道不仅在重大洪灾面前展现
出强大的保护能力，而且实现了生态修复功能改善，不断
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良生态环境需要，将山更
绿、水更清、人民更加幸福的生态发展蓝图变成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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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好四方面

推动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
——— 访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冉富强（上接第一版）

具有引领性的项目如同一块磁
铁，可以“链”起一个个产业集群。
我市项目支撑引领作用开始显现，优
势产业夯实基本盘、“专精特新”抢
占制高点，产业发展更有底气，在兼
顾“量”与“质”中实现升级。

（二）

今年2月22日，农历新年伊始，
全市招商引资暨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召
开，做推介、谈合作、签协议、受表
彰；7月4日，2024年川甘经贸合作发
展交流对接会暨兰洽会陇南投资洽谈
活动在陇南顺利启幕……

招商引资是地域经济发展的源头
活水，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力
引擎。

立足于陇南的好资源、好生态、
好环境、好政策，我市坚定不移大抓
招商，打造“投资创业洼地”，汇聚
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美丽陇南处处洋
溢着枝繁巢暖大抓招商的浓厚氛围。

从“走出去”合作到“引进来”
发展，从“单向发力”到“双向奔赴”，从
单个领域到全面开花，我市以大招商
促进大发展，坚持把招商引资作为“一
把手”工程，着力打造投资“洼地”、兴
业“福地”、服务“高地”。

一项项重大工程接连开工，一个
个活力四射的企业扎根陇南。数据显
示，2022年、2023年招商引资签约
资金885 . 06亿元、省外到位资金
632.06亿元，连续两年高位增长。

源头活水，澎湃动能。我市加力
实施“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坚持

招大引强、招新引优，制定落实招商
引资优惠政策，举办浙商、鲁企、川
渝企业陇南行等重大招商活动。

与此同时，在香港、广东、山
东、上海、四川等地举行专场推介
会，成功举办“民企陇南行”、网络
招商推介会等系列招商活动，组团参
加兰洽会等省内外招商活动，营造大
抓招商的浓厚氛围。

以招商落实项目，以投资带动发
展。今年以来，我市新签约招商引资
项目268个、签约资金498.88亿元、
同比增长40.79%，实现省外到位资金
352.26亿元、增长108.79%，签约礼
县光伏组件制造、金徽矿业江洛矿区
选矿、甘肃瑞能选矿厂改扩建等10亿
元以上项目11个。

一个个重大招商活动，一位位重
量级客商、一批批优质项目，激活招
商引资的“新动能”，奏响高质量发
展“奋进曲”，在全市构建起大招商
招大商、大引资引大资的全新格局。

今年1-6月签约的招商引资项目
已全部落地建设，为投资增长注入了
强劲动能。招商引资目标任务增量及
增速、近两年招商引资到位资金占签
约金额的比重两项指标分别排全省第
三、第五。

当下的陇南，满目皆新，正以最优
环境、最好政策、最高礼遇，诚邀大家走
进陇南、选择陇南、结缘陇南、融入陇
南，感受强劲的发展脉搏，共享难得的
发展机遇，共创合作共赢的美好前景。

（三）

“选择在陇南经济开发区投资兴

业，比资源更具有吸引力的是优质的
服务和良好的营商环境。”甘肃青芒
果服饰有限公司负责人吴培灿如
是说。

好的营商环境就像阳光、水和空
气，对区域经济发展而言不可或缺。

立足资源优势，我市扎实开展优
化营商环境攻坚突破年、提质增效年
行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惠商利企政
策措施，深化改革打通堵点，协同发
力补齐短板，创新载体提升服务，致
力于让市场主体“活”起来，让市场
需求“热”起来，让市场环境“优”
起来。

从红川酒业年产1.2万吨纯粮原浆
白酒项目到金徽百亿生态智慧产业园
四期技改项目建设现场，从华福科技
陇南分公司生产车间再到青芒果服饰
产品销售点……无论是大项目，还是
小企业，都能感受到这片热土的热情
开放。

2023年，市外企业参与陇南项目
招投标比率达到98%。陇南城市信用
状况监测评价指数也进入全国261个
地级市前100名。

找准服务“切口”，我市着力营
造办事更高效的政务环境、市场更满
意的政策环境、支撑更有力的要素环
境、预期更稳定的法治环境、亲清更
统一的政商环境，聚力打造陇南营商
环境“升级版”。

措施由表及里，改变由内而外。
市财政每年筹措不少于5000万元

资金，兑现落实招商引资各项优惠政
策。仅2023年，各县区及陇南经济开
发区落实招商引资优惠政策41项。在
全省率先出台“个转企”优惠政策，

实现企业开办“零费用”。拓展招投
标项目核准备案由线下转为线上，项
目交易前端审批时限压缩至1天，审
批备案要件缩减为3个……

“健全的营商环境让我们可以更
方便地经营、更有扩大生产的积极
性。”河南华福包装科技有限公司陇
南分公司负责人刘海洋这样说。

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
一次次“全过程”做好服务，一轮轮
“全要素”强化保障，一遍遍“全方
位”优化环境，让陇南以贴心周到便
捷的服务赢得客商、赢得未来。

优环境、聚商机，共发展、赢未
来。2023年，全市新登记经营主体
25415户，同比增长25.56%，增速居
全省第二，创十年来新高；新增“个
转企”1400户，同比增长83%，居全
省第一。

大潮奔流千帆竞，陇南奋楫正
当时。

历史的鼓音总是在时代转进的关
键节点擂响。近日，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召开，构筑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的全景图。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8月16日，市
委五届九次全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及
省委十四届五次全会精神，审议通过
了《中共陇南市委关于贯彻落实<中共
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实施意见》，
绘制了全市改革“施工图”。

回首，为了阔步前行；观一域，
为更好擘画全局。回答好“加快高质
量发展”这个重大问题，陇南答卷仍
在挥毫续写！

本报讯（记者王乐）自我市进
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以来，
成县早部署、早落实，通过“人居
环境大整治、乱占耕地大清理、农
村公路大养护”三大行动，全力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自三大行动开展以来，成县先后
投入资金3.9亿多元完成18条城区主
干路及地下管网的改造提升，投入1.1
亿多元实施“一江三河”及重点山洪
沟道治理工程，新建、维修堤防38千
米，累计清淤60多万立方米，治理河
道36千米，增加水域面积70万平方
米，全力保障汛期排水设施畅通，减

轻了汛期排水压力。同时，集中开展
耕地“非农化”“非粮化”图斑专项整
治行动、农村乱占耕地建房专项整治
等行动，持续健全完善工作机制，推
动卫片图斑和督察发现问题整改，有
效遏制耕地流出势头。此外，大力开
展农村公路大养护行动，采用机械和
人工相结合的方式，投入人员1650余
人次，挖机、铲车、三轮车等125台次，
及时整修路肩370公里，疏通边沟310
公里，疏通涵洞76道，清理塌方（滑
坡）10800立方米，处理水毁隐患路段
36处，切实提高了农村公路安全通行
能力。

成县：开展“三大行动”保障汛期安全

本报记者 李俊兴
通讯员 石 晨

“没想到房前屋后这么大点
地方每年种蔬菜、瓜果、盆景也
能有不少的收入。”在收拾庭院
杂草的武都区甘泉镇村民说。

走进甘泉镇，映入眼帘的是
家家户户房前屋后的小菜园和
小果园，曾经房前屋后的“闲置
地”、道路两侧的“零散地”、空心
房整治后的“拆后地”，通过村民
们的自行管护，已成了生态宜居
美丽“小田园”。

“我们采用套种等方式，种

土豆、玉米、蒜苗、花椒，还培植
盆景，既能吃上放心的蔬菜，还
能带来经济收入，今年，我们种
植了玫瑰花，现已发芽，长势很
好，待玫瑰产业发展起来后，会
给群众带来大‘钱景’。”甘泉镇
玉沟村村支书魏玉文说。

近年来，武都区各乡镇将发
展庭院经济与乡村振兴相结合，
打造“庭院经济+产业发展”新
模式，将“小庭院”打造成“大产
业”，让“闲置田”变为“增收田”，
描绘出“绿了庭院、美了乡村、活
了资源、富了口袋、红了生活”的
庭院经济发展新画卷。

武都区：庭院经济富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