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版编辑 马鹏洲 校审 赵晋文 ●●●●

02综合
2024年8月26日

星期一新闻热线： 0939-8211211

（上接第一版）

一项项措施、一组组数据犹如一笔一画，书
写陇南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寓环境保护与生态
建设于经济社会发展之中的痕迹，力透纸背。

（二）

不畏山高路远的跋涉者，山川回馈以最奇
绝的景色。

山林郁郁葱葱，湖泊碧绿如玉，田园农家客
栈散落其中……走进宕昌县城关镇立界村，虽
已入秋，清凉惬意的美丽乡村却处处透着一份
“火热”。

坐落于山水间的“三叠湖”客栈，迎来送往，
好不热闹。“现在正值暑假，是旅游旺季，我们客
栈的房间一直是爆满状态，很多游客都是提前
预订房间。”客栈负责人杨昊忙得不亦乐乎。

“现在村里三分之一的村民都在从事旅游
产业。”杨昊说，村里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旅游资
源优势，为村民带来了致富新机遇。

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又是社
会财富、经济财富。

近年来，陇南以改革之力，探索实现发展和
保护协同共生的新路径，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
银山的转化通道，让好生态、好山水成为“有价
之宝”。

加快推动有色冶金、新型建材、白酒酿造、
农产品加工等传统优势工业实现“三化”改造，
积极培育发展合金新材料、生物医药、风电、光

伏等高新技术产业，高质量推进工业绿色低碳
循环发展。

走进金徽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只见整个厂
区坐落在青山环抱之中。看不见尘土飞扬，也听
不到机器轰鸣，让这里不似矿山，更像公园。

“我们是绿色矿山的建设者，更是绿色
矿山建设的受益者。”金徽矿业党委副书记
吴锋说，2022年金徽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从申
报到成功上市，仅用时186天，创下了同行业
记录。截至2023年底，公司年综合生产能力
达178万吨，实现营业收入12.83亿元。

推动“两山”转化，二产、三产大有可
为，一产也“当仁不让”。

依托优良生态资源禀赋，陇南选择与生态
保护紧密结合、市场相对稳定的特色产业，大
力发展花椒、核桃、油橄榄等特色主导产业，积
极培育发展苹果、茶叶、苗木等区域优势产业，
建设了一批绿色标准化种植养殖基地和示
范点。

数据显示，目前全市特色产业面积稳定在
1000万亩以上，农业优势特色产业年创综合产
值超300亿元。

“两山”转化，需要量化生态价值，探索建立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为此，陇南加快编制碳排放达峰行动方

案，发挥陇南水电、森林碳汇等碳减排资源优
势，研究推进国家储备林建设，积极参与碳排
放交易市场建设，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

同时，发挥“南北过渡带”的独特气候优势，
积极创建中国天然氧吧、避暑旅游目的地、中国
气候宜居城市、气候好产品等气候生态品牌，让
陇南成为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的
典范。

绿色映初心，山水见精神。陇南正生动地演
绎着“绿能生金”的故事，良好的生态资源，有了
别样的价值。

（三）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
普惠的民生福祉。

对于环境意识日益增强的老百姓来说，节
能减排、环境考评的数据达标是硬杠杠，而看得
到蓝天碧水，才是最直观、最真切的感受。

近年来，陇南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
态为民，重点解决危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

题，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
需要。

早上到滨江湿地公园锻炼，是赵丽萍来到
武都后每天生活的开始。

走进滨江湿地公园，山、水、林、园、人、景，
天人合一，蓝天白云与绿树红花交相辉映，它早
已是城区的“氧生堂”、自然的“八音盒”、市民的
“健康房”。

生态文明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
同享有的事业，要把书写生态答卷转化为全体
人民自觉行动。

在武都区干了多年环卫工作的孙社会，这
几年来多了一些特殊的“同事”，每到周五，城区
各单位各部门的干部职工拿着打扫工具到公共
区域打扫卫生。

其实，在陇南这种场景越来越普遍。近年
来，陇南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解决生态环
境问题的治本之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
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

——— 引导大众树立节能环保意识，组织开
展节约型机关、绿色家庭、绿色学校、绿色社区
等创建活动，广泛宣传简约适度的生活理念。

——— 倡导绿色生活方式，推行城市生活垃

圾分类和减量化处理、资源化利用，发展低碳交
通，鼓励绿色出行。

——— 建立绿色激励机制，坚持线上线下融
合，通过补贴、积分奖励、促销活动等方式促进
绿色消费，让绿色低碳逐渐成为人们的生活
习惯。

从呼唤绿水青山到维护绿水青山，陇南人
不仅形成保护共识，绿色行动也更加自觉。

人与青山两不负，不断增厚的“绿色家底”，
还给予陇南更多“财富”———

陇南油橄榄荣获“气候好产品”称号，康县
成功创建“中国天然氧吧”；

陇南入选2023年度生态环境领域激励表
扬城市名单，生态环境保护典型经验做法在全
国予以表扬和推广；

……
回顾是为了更好地前行，能看到多远的过

去，就能抵达多远的未来。
多年来，陇南的生态之变，让越来越多的人

惊喜不已、刮目相看。
接续奋斗，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陇南坚持高水平保护助力高质量发展，持续
强化生态资源保护，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不断厚
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推动生态陇南绿色
崛起。

与绿色同行，与自然共赢。放眼今日之陇
南，生态文明理念徜徉在如画山水间、奔腾在绿
色产业里，一个蓬勃发展、绿意葱茏、生态优美
的陇南，正自信地展示多彩新面貌。

面向未来的“陇南取向”

本报记者 杨建芳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新时代新征程上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总动员、总部署，是改革
开放史上又一个新的里程碑。武都区将深刻领
会、准确把握、全面贯彻全会精神，找准切入点
和突破口，积极谋划贯彻落实的思路和举措，切
实把全会精神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
效，加快建设“三城五地”，聚力打造多功能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区域中心，奋力谱写中国式现
代化武都实践新篇章。

一是聚焦经济高质量发展抓改革。突出问
题导向，着力解决制约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
堵点问题、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问
题，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不断为经济社会发
展增动力、添活力。特别是今年我们将紧盯“地
区生产总值突破200亿元”这一目标，大力实施
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行动，坚定不移抓项目、
兴产业、促招商、扩投资、建园区、优环境，不断
壮大县域经济综合实力，着力提升武都对全市、
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

二是聚焦城乡融合发展抓改革。坚持把推
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起来，
做好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文章，破除城乡二
元结构，促进各类要素双向流动。大力推动以
城区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快两水
组团、汉王组团、橄榄新城及安化、桔柑、洛塘等
中心镇建设，加强城镇精细管理，着力提升城镇
承载能力。学习运用浙江“千万工程”经验，创
新实施“百千万全”工程，高质量建设和美乡村，
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三是聚焦社会民生保障抓改革。以解决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作为改革的发力点，进一步
完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
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大力发展文体事业，让广
大群众在家门口“就好业、上好学、看好病、健好
身”。积极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
设，扎实开展“主动创稳”“主动创安”行动，全域
推进陇南民事直说“1234”工作法，完善落实应
急抢险救援机制，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
武都。

四是聚焦优化营商环境抓改革。持续深化
“放管服”改革，深入开展“优化营商环境提质增
效年”活动、“三问三评三比”活动，以更加有力
的举措创建高效便捷的政务环境、健康有序的
市场环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开放包容的创
新环境、保障有力的政策环境，着力打造近悦远
来的投资创业洼地。

五是聚焦深化区域协作抓改革。发挥“甘川陕文旅环线战略联盟”优
势，持续扩大对外开放，加强与广元、汉中、天水等城市交流合作，加快融入
西部陆海贸易新通道、成渝双城经济圈、长江经济带，力争在基础设施、产业
协作、区域发展等领域取得新突破，努力把武都打造成联结甘陕川三省、贯
通西南西北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和甘肃向南开放的桥头堡。

坚持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
证。我们将以实施“凝心铸魂、选贤任能、人才赋能、强基固本、先锋引领”五
大工程为重要抓手，不断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斗争，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任务落实，广泛凝聚精诚团结干事创业
的强大合力，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武都实践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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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乐）8月22
日，甘肃桃源饮品股份有限公司与
陇南市核桃产业链企业战略合作协
议签约仪式在康县举行，市县林草
部门，康县政府、政协负责同志及
广州王老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等11
家企业代表参加。

据了解，此次签约核桃收购供
应的企业和合作社都是我市有规
模，有生产加工经验、有品牌、有
市场的核桃经营主体。签约后，桃
源饮品将通过优先收购本地核桃
仁，与核桃种植户建立长期合作关

系等手段，进一步吸纳本地劳动力
就业，提升核桃产品附加值，带动
农民增收致富。同时，签约双方还
将在产品研发和市场开拓方面展开
深度合作，持续推动核桃产业升
级，加强产业链协同，拓宽经销渠
道，提高市场占有率，为我市核桃
产业发展作出贡献。

会上，核桃产业链企业代表作
了交流发言，并签订了战略合作协
议。会后，企业代表参观甘肃桃源
饮品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线及康县展
销中心。

本报讯（记者蒋明慧）今年以来，成县畜牧兽医站
坚持以“种养结合、草畜配套”的发展思路，利用闲置
土地在抛沙、红川、王磨等地开展饲草种植试验，着力
打造全县优质饲草种植试验基地，助力畜牧产业进一步
发展壮大。

“今年县上种植优质饲草试验田35亩，试验种植高
丹草、甜象草、巨菌草、大卡、墨西哥玉米、铁研53等
20个饲草品种。目前已进入饲草收割时期，我们正抢抓
时机，对不同品种饲草的株高、茎粗、叶长和叶宽等农

艺性状和鲜草亩产量、干草亩产量进行科学测定。后期
还要制作干草和青贮，测定营养成分，最终筛选出适宜
全县种植的饲草品种，进行大面积推广。”县畜牧兽医
站产业办技术员郝子云介绍。

据了解，成县畜牧兽医站将充分发挥试验成果作用，
积极引导广大畜禽养殖场（户）、饲草饲料合作社及秸秆青
贮企业种植优质饲草，提高饲料生产能力，降低养殖成本，
着力促进农牧产业增效，努力走出一条生态循环、优质安
全、绿色高效的现代畜牧业发展新路子。

成县：推广饲草种植 助力畜牧产业发展

甘肃桃源饮品股份有限公司与陇南市核桃

产业链企业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举行

近日，两当县泰山乡香林村中蜂养殖基地的蜂农在查看产蜜情况。近年来，随着全县“八有”山地农业发展
模式的不断推广，泰山乡采取“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等带动模式，逐步形成特色资源蜂场、农民养蜂、合作社技
术指导、电商销售的中蜂养殖产业链，闯出一条壮大村集体经济和增加群众收入的新路子。

本报通讯员 刘 磊 摄

西和讯（通讯员刘
万奇 赵靖）近日，位
于西和县何坝镇马寨村
的现代农业示范园玻璃
温室项目已建成，附属
工程正在建设。项目建
成后，将与西和县现代
农业示范园育种研发中
心建设项目形成互联互
通，育种研发中心将成
为现代农业技术培训的
理论课堂，玻璃温室将
成为现代农业技术培训
的实操课堂，共同为西
和县新型农民的培养和
现代农业技术的传播贡
献力量。

玻璃温室又被誉为
现代农业中的“黑科
技”，它的设施智能、
高效、环保，使用寿命
长，满足各种作物对不
同生长环境的需求，可
在多种地区和各种气候
条件下使用。

“西和县现代农业
示范园玻璃温室建设
项 目 建 设 建 筑 面 积
7200平方米，总投资
1600万元，主要利用东
西协作资金，该项目是
西和县现代农业教学
的主要设施之一，具有
现代农业生产、展示、
农业技术实训、新型农
业研学等功能，项目
正常运行后，将集合新
型农业培训、青少年农
业实践、现代农业科
研、农业旅游观光等业
务，引导社会资金投入
现代农业产业发展，促
进西和县现代农业高
质量发展。”西和县
现代产业园服务中心
主任成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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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巩 凡

连日来，西和县马元镇创新宣传
形式，拓宽宣传阵地，延伸宣传触
角，以“群众走到哪，宣讲触角就伸
到哪”为宣传理念，变“上学”为
“送学”，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持续推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深
入人心、落地生根。

接地气的“板凳会”，既是党员
同志的“微党课”，又是周边群众的
“小课堂”。几个小板凳，几张新报
纸，几本宣讲小册子……傍晚时分，
沙水村联村干部刘玉玺拿着提前准备
好的宣讲材料，用亲切的方言宣讲起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现场群众
围成一圈，聚精会神地听着，生动鲜
活的语言引起了群众的广泛共鸣。

“听了宣讲，我对党的政策有了

更清楚的认识，这些年，我们沙水村
的变化大家有目共睹，环境越来越
好，生活也越来越便利。相信在党的
领导下，以后的日子会更美好！”村
民刘进社有感而发。

在金泉村，由联村干部、驻村干
部组成的宣讲小分队深入群众家中、
田间地头宣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
神，为行动不便的老党员“送学上门”，
与群众一起议热点、谈体会、话发展，用
“家乡话”传递全会“好声音”，生动有趣
的宣讲深受群众好评。

“以前只在电视上看新闻报道，
现在领导干部上门来，用通俗易懂的
语言给我们讲解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精神，让我们对全会精神有了更进一
步的认识和理解。”金泉村一位老党
员说。

“按照镇上安排，我们组建了以

驻村干部、村‘两委’干部、老党员
为主的理论宣讲小分队，深入到村社
一线，以面对面、接地气、唠家常的
形式，将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村民听
得懂、能领会的故事，进行生动解读。同
时，我们还将宣讲活动和陇南民事直说
‘1234’工作法相结合，从群众最关心
的问题入手，结合群众诉求、民生热点，
解答大家的疑惑，引导大家深入了解党
的政策和国家大局，让党的好声音、好
理论、好政策在群众心里落地生根。”
金泉村联村干部周璐说。

群众在哪里，宣讲舞台就搬到哪
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

马元镇持续扩大理论宣讲队伍规模，
依托“党群连心讲堂”“网格课堂”
“板凳会”“院落会”等宣讲平台，
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深入宣讲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用“百姓
话”讲“百姓事”，用“小变化”展示“大
发展”，用“小互动”拓展“真知识”，让村
民听得懂、坐得住、传得开。

目前，马元镇已开展“网格课堂宣
讲”“小板凳宣讲”“说事议事会”等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特色宣讲活动50
余场次，用“乡音”传“党音”，打通传播
“最后一公里”，确保了全会精神“村村
到”“户户通”，真正“声入人心”。

西和县马元镇：

“花式宣讲”让全会精神“声入人心”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