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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南市融媒体中心出版

本报记者 尚敏贤 张 埥 李 北
见习记者 安昊森

处暑时节，阳光依旧热烈。
走进徽县城关镇石佛村，眼前绿

树成萌，耳畔蝉鸣声声，脚下流水潺
潺，居民言笑晏晏。

“以前村子可不是这样的。”石
佛村党支部书记马龙笑着说，“由于
种粮户减少，村里的集体晾晒场日渐
荒废，部分村民将杂物堆积于此，甚
至有农户搭建起简易厕所，严重影响
村容村貌。”

鉴于此，民事直说委员会提出了
利用石佛村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项
目，将集体晾晒场进行高标准升级改
造的建议。

“这个大场修得好，不仅保留了
村子原来的样子，还是个乘凉休息的
好去处。”在民事直说评议会上，村
民马正海非常高兴。

而在此之前，村里叫他去开会，
他一向拒绝得很干脆：“村上开会都
是搞形式，我提了几个问题都不解

决。”如今，一到固定说事日，马正
海便早早来到现场：“基本上每次提
出的问题都会很快得到解决……”

不止是落实村民诉求，通过民事
直说形式，石佛村还修订完善了村规
民约，制定了环境卫生评比和红黑榜
公示制度，同时，在村容村貌建设上
突出石佛记忆和农耕文化元素，就地
取材打造小节点，提升居民幸福感。

截至目前，石佛村有效解决“村
里事”10件，“邻里事”“家里事”
36件，开展集中整治40余次，拆除乱
搭乱建及旧房屋34户75间，创建美丽
庭院19户。

“幸福食堂、啤酒广场、娱乐设
施这些都是通过民事直说的形式大家
一起商议建成的。”马龙说道，“现
在不仅环境好了，前来游玩的人也多
了，村民有了切切实实的收益，参与
民事直说的积极性也更高了。”

近年来，城关镇坚持把群众是否
满意作为检验改革成效标准，持续释
放改革红利，为百姓幸福“加码”。

城关镇北街社区的老住户张晓玲

自幼患病导致残疾，但她一直以来对
生活的热爱，就像手中编织的一朵朵
向日葵，热烈明媚。

“其实之前也有过迷茫和艰辛，
但在社区的帮助下，生活越来越好
了。”张晓玲说。

张晓玲所说的帮助，是徽县城关
镇依托陇南民事直说“1234”工作
法，创新“网格问单+居民点单+社区
派单+多方接单+组织考单”为内容的
“点单式”服务新模式。

通过群众“点单”，政府“派
单”，工作人员“抢单”，不仅居民
的“微心愿”“心里事”“大难题”
得以高效快捷解决，也增强了居民
“有事找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知道社区推行‘点单服务’
后，我给网格员提出了残疾人想学技
术的想法，没想到几天后，社区就联
系城关镇第三产业培训基地开设了培
训班，让我和很多残疾朋友一起参加
免费的技能培训。”张晓玲一边编织
手里的向日葵花束一边说，“社区和
基地还专门给我们派单，你们看，我

手里正在编制的花束就是这一批次的
订单。”

有制度，有行动，有落实。“点
单式”服务推行以来，北街社区累计
办理群众事项1080余件，帮办实事720
余件，开展志愿服务活动3000余场
次，受益群众2.3万余人次。

居住在城关镇，可知可感的幸福
有很多。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是城
关镇探索基层社会治理“幸福密码”
的用心与精心。

“下一步，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城乡融合
发展’的要求，积极探索基层治理新
模式、新方法，推广‘枫桥经验’、
巩固提升‘山水石佛、红色东关、善
治金徽、奋进北街、七彩桥西’等特
色党建示范点，通过‘以点带面、点
面结合、整体跃升’，构建‘4+X’城
市基层党建新格局，夯实基础、做优
‘红色网格’、培育‘红色管家’、
打造‘红色物业’，实现全镇党建工
作提质增效。”城关镇党委书记冯
亮说。

徽县城关镇：多元汇聚 幸福“满格”

新华社记者 丁文娴 林德韧
孔祥鑫

红旗飘扬，热泪畅流，体育构筑
成这个夏天难以磨灭的全民记忆。

不久前的巴黎奥运会上，当郑钦
文双拳紧握躺倒在罗兰·加洛斯的红
土地，当潘展乐如飞鱼入水穿梭于一
池碧波，当国乒女团拿下五连冠、为
中国代表团摘得夏季奥运会参赛史第
300金……一次又一次，塞纳河畔奏

响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那些关
于胜利、拼搏、团结与友谊的故事激
荡着人们的心怀。

“中国体育代表团的优异成绩，
既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进步的集中体
现，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的一
个缩影，充分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第33届夏季奥林
匹克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全体成员
时说，“我们要继续大力发展以人民
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

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
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

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站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
略全局，为中国的体育强国建设事业
构建了思想深邃、站位高远、视野宏
阔的理论体系。

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27日向全球
发布《迈向体育强国之路——— 习近平
关于体育重要论述的时代价值与世界
启示》，（下转第三版）

新时代体育强国路，中国这样走
——— 智库报告解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

本报通讯员 闫有声

成县位于甘肃省东南部秦岭
山脉西南端丘陵河谷地带，属长
江流域嘉陵江水系。这里山清水
秀、四季分明，是国家商品粮基
地县之一，素有“陇右粮仓”
“陇上小江南”之称。湿润的气
候环境、适宜的光照条件，孕育
出了坚果个大、外形美观、口感
香甜、营养丰富的优质核桃，是
国家首批命名的“中国核桃之
乡”、也是“中国优质核桃基地
重点县”。近年来，成县核桃走
出国门，走俏国外市场，成为群
众的“致富果”。

擦亮品牌
助力核桃产业提质增效

成县紧紧围绕“规模化发
展、品种化栽培、园艺化管理、
产业化经营”的“四化”发展目

标，通过扩基地、强管理、抓改
良、重示范、树品牌、拓市场，
全县栽种核桃面积达51万亩1100
多万株，实现了适宜区栽种全覆
盖，核桃产业已成为全县种植面
积最大、受益人口最多的特色产
业。同时，成县核桃先后获得了
“中国核桃之乡”“国家级核桃
标准化示范基地”“国家核桃良
种基地”“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
品”“中国优质核桃基地重点
县”“国家地理标志保护商标”
和“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七张
国家级名片。现有“三品一标”
认证产品42个、“甘味”品牌农
产品6个，形成了以核桃为主，
其他特色优势产业相补充的“1+
3+X”多元化现代农业产业体
系，并通过举办核桃宣传推荐及
产品展销等活动，使成县核桃的
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为开
拓海外市场奠定了坚实基础。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王康）8月27日，市
委书记张柯兵在文县和武都区调研景
区灾后恢复、大景区建设和生态修复
治理工作。

在文县天池景区，张柯兵实地察
看强降雨导致景区道路、旅游设施受
灾及灾后恢复、运营情况。他强调，
要全力加快景区道路、旅游设施修复
进度，做好隐患点位除险加固，及时
消除安全隐患，为广大游客营造安全
舒心的旅游环境。要抢抓旅游黄金旺

季，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进一步优化
服务品质、强化要素供给，激活文旅
消费活力，确保景区游客数量、旅游
收入持续提升。要充分发挥旅游带动
作用，为景区周边群众创造更多就业
创业机会，释放旅游“一业兴、百业
旺”的倍增效应，带动群众持续稳定
增收。要全力加快景区在建项目建设
进度，完善提升硬件基础和公共服务
设施，丰富景区旅游业态，持续提升
旅游供给能力和服务水平。

在武都区万象大景区，张柯兵实
地察看景区建设进展情况。他强调，
要科学高效组织施工，紧盯时间节
点、任务要求，倒排工期、压茬推
进，确保景区如期建成。要提前谋划运
营方式，进一步健全完善运营方案，统
筹做好基础设施完善、宣传推介推广、
服务能力提升等各项工作。要深入挖掘
独特山水资源、厚重文化底蕴，运用现
代科技谋划推出一批沉浸式、互动式、
体验式文旅融合产品，打造多元特色消

费场景，切实提升景区吸引力。
在文县尖山乡，张柯兵实地调研

生态修复治理情况。他强调，要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树立
正确生态观、发展观、政绩观，抓好
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工作。要树牢底
线思维、系统思维，按照宜林则林、
宜草则草、林草结合原则，科学有序
推进生态修复治理，依法依规强化林
草资源保护，不断厚植生态底色。

李祥参加。

张柯兵调研大景区建设和生态修复治理工作

成县核桃畅销海外

8月25日，西和县稍峪镇史山村
半夏种植基地的村民忙着采挖、挑
拣、过筛半夏。据了解，西和半夏产
业覆盖全县20个乡镇217个行政村，
种植面积达2万亩，产量约8000吨，
带动县域6亿元中药材产业集群发
展，9.6万名群众从中获益。

本报通讯员 梁云霞 摄

  本报讯（记者许成儿）近
日，康县气象局收到中国气象局
颁发的“中国天然氧吧”的授牌
和证书。据了解，康县于2022年
年底组织申报“中国天然氧
吧”，2023年年底创建完毕。今
年，中国气象局发布了《中国气
象局关于2023年气候生态品牌创
建示范活动评审结果的公告》，
全国66个地区被正式授予“中国
天然氧吧”称号，我市康县名列
其中。

“中国天然氧吧”是中国气
象局国家气候标志首批品牌之
一，获评地区具有负氧离子含量
高、空气质量好、气候环境优越、
设施配套完善、适宜旅游休闲养
生等特点。近年来，“中国天然
氧吧”品牌效益持续升温，已成
为一张极具影响力的生态名片。

康县，地处我市中南部的甘

陕川三省交界区域，气候温煦，
四季温和，海拔660～2484米，
年平均气温为11.3℃，无霜期210
天，气候舒适期时长达9个月。
雨量充沛，环境湿润，年降水量
770.5mm，相对湿度77%。植被
茂盛，空气清新，林草覆盖率
81.28%，全域年平均负氧离子浓
度高达3355个/cm3，景区负氧离
子最高峰值达到6.2万个/cm3，
2 0 2 2 年 城市空气优良率为
99 .7%，被誉为“陇上江南”
“陇上西双版纳”。曾先后获得
“中国最美县域”“中国最美绿
色生态旅游名县”“中国最佳生
态宜居旅游目的地”“国家全域
旅游示范县”“国家级生态建设
示范区”“中国最美康养文旅度
假县”“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
游示范县”等荣誉，是名副其实
的康养胜地、呼吸氧吧。

康县获“中国天然氧吧”称号

武都讯（通讯员黄骊
珠）初秋时节，走进武都
区马营镇中药材种植基
地，当归、党参、大黄等
中药材长势喜人，散发出
勃勃生机与活力。

马营镇土地资源丰
富，生态环境良好，是中
药材产出大镇。近年来，
马营镇按照“保品牌、调
结构、强服务、促增收”
的思路，打造了万亩特色
产业示范基地，狠抓标准
化种植基地建设，推进中
药材流通体系标准化、现
代化发展，形成从中药材
种植到初加工、包装、仓
储和运输一体化的现代物
流体系，全力推动中药材
产业提质增效。

据了解，武都区现有
各类中药材1200多种，包
括红芪、黄芪、纹党参、当
归、大黄等，有“米仓红芪”
“武都黄连”“武都大黄”
“武都当归”等多种“甘味”
名品，已成为武都对外的
“金字招牌”。如今，全
区中药材的发展已从最初
的零星种植转变成连片规
模种植，已在马营、池
坝、鱼龙、隆兴、安化、
磨坝等乡镇建成多个万亩
中药材基地和中药材加
工场。

为进一步提升中药材销量，打开市场，
武都区利用电商迅猛发展的优势，通过线
上、线下销售相结合的方式，不断拓宽销售渠
道，促进特色产业从线下传统市场到线上网络
市场销售模式的转变。截至目前，全区中药材
种植面积达22.9万亩，预计产量5.8万吨，一产
产值7亿元，全产业链产值20.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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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杨德）8月27
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刘永革在
成县、徽县走访调研企业生产经
营和项目建设等情况。

在成县祁连山水泥厂，刘永
革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
改造、市场形势、安全管理情
况，现场协调解决困难问题。他
强调，要精准把握市场需求，提
高生产效率和市场竞争力，进一
步拓展业务领域、扩大市场份
额。要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加
大科技投入，推动数字化、智能
化、绿色化发展。要持续做好节能
降耗、安全生产、生态保护等工
作，营造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

在徽县九条沟金矿1600T/d

采选、20万吨生物有机肥加工生
产线、金徽新科石灰岩采选、宝
徽集团锌资源综合利用及环境治
理项目现场，刘永革实地察看项
目推进情况。他强调，各级各部
门要树牢“发展为要、项目为
王”的理念，增强服务意识，强
化要素保障，主动靠前为企业解
决难题、提供服务，积极为项目
建设保驾护航。企业要扛牢项目
建设的主体责任，在严格落实各
项安全措施的基础上，抢抓当前
建设黄金期，全力以赴推动项目
加快建设，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
劲动力。

王凡及赵亚军参加，王文全
参加成县调研。

刘永革走访企业

并调研项目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