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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当讯（通讯员张添）自陇
南民事直说“1234”工作法开展
以来，两当县西坡镇坚持把
“说”作为手段，把“办”作为
关键，依托“线上+线下”民事直
说渠道，不断创新工作方法、优
化工作举措，用心解决基层的困
难事、群众的烦心事，进一步为
乡村治理注入“新动能”。

为了让群众说事更方便、高
效，在发挥好每月10日“固定说事
日”的基础上，灵活运用群众院坝、
田间地头等场所，解决了大多群众
“在会议室里就说不出来”的窘迫
现状，更加全面收集群众意见。

“河坝路段没有便民桥，群众
出行非常不便。”在说事日上，竹林
村群众提出修建一座桥。

为尽快解决这件群众的愁心
事，竹林村“两委”自觉领办，
积极商讨谋划，得知镇区街道正

在施工修路，竹林村党支部书记胡
宁联系到施工的负责人，该负责人
得知情况后，愿意提供材料上的帮
助。有了修桥材料，村“两委”
积极组织党员、群众开始修桥。

“修这个桥，关系到我们日
常出行和群众收种庄稼的问题，
我们非常赞成，同时我们还会无
偿出工参与修桥。”竹林村中滩
组的村民说。

民事直说，就是让群众的话
有处说，让群众的事有人办。近
年来，西坡镇把改善基础设施与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相结合，凝心
聚力、各尽其责，用心、用情、
用力解决群众反映最强烈、最突
出的“急难愁盼”问题，增进了
民生福祉，提升了幸福指数，进
一步密切了党群关系，以实实在
在的工作成效提升了群众的满意
度和幸福感。

两当县西坡镇：

架起便民桥 连起“党群心”

本报讯（记者尚敏贤 李
北）8月28日，全市工业企业统计
业务培训暨三季度工业经济分析
会召开，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李荣出席并讲话。

李荣强调，当前正处在“五
个新陇南”加快建设的关键时
期，要正视问题挑战，坚定发展
信心，把握政策机遇，研究务实
举措，扎实开展工作，确保三季
度及全年工业经济稳定增长。要
坚持抓主抓重，在目标任务上盯
紧靠实、企业生产上加压奋进、
工业项目上持续加力、企业培育
上鼓足干劲、协调服务上精准施
策、县区调度上抓实抓细，切实
巩固和增强工业经济平稳发展的

态势。要着力修炼内功，把握学
习机会，增强责任担当，提升业
务能力，提高数据质量，抓好政
策落实，努力完成各项目标任
务。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
要求，全面彻底排查治理各类安
全隐患，坚决预防重特大事故发
生，确保企业安全生产。

会上，传达学习了全省工业
经济运行调度会议精神，通报了1
至7月全市工业经济运行情况。会
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县区。

全市工业企业统计业务培训

暨三季度工业经济分析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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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和县双丰半夏有限公司遗
失财务专用章一枚，现声明
作废。

杨致远遗失文县妇幼保健院
出生医学证明，出生证明编号：
X620107614，现声明作废。

齐吉凯遗失驾驶证，证号：
211321199512214715，现声明
作废。

本报讯（通讯员伊廷峰 罗思
佳）8月28日，我市打击拒执犯罪暨
“雷霆出击·2024”集中执行行动启
动仪式在康县市政广场举行。

启动仪式上，安排部署了
“雷霆出击·2024”集中执行行
动及打击拒执犯罪行动，宣读了
我市《关于开展打击拒执犯罪暨
“雷霆出击·2024”集中执行行
动实施方案》。

“雷霆出击·2024”集中执
行行动是一次对全市法院执行干
警执行能力的大检验，也是推动
全市法院执行工作提质增效的大
机遇，更是兑现当事人胜诉权
益、积极回应社会关切的大行
动。打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行

为专项法律监督活动将聚焦对有
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
违法行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
犯罪行为，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
规范性和合法性进行监督，协同
推进执源治理，不断提高执行工
作质效，努力提升司法公信力。

据了解，该行动将坚决打击
抗拒执行、逃避执行、规避执
行、妨碍执行等违法犯罪行为，
聚力攻坚涉金融、涉企、涉民生
等执行案件，有效保障当事人胜
诉权益，努力营造良好的法治环
境和诚实守信的社会风尚，推动
主动创安主动创稳提质增效，为
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
加坚强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我 市 开 展 打 击 拒 执 犯 罪 暨
“雷霆出击·2024”集中执行行动

挂 失

（上接第一版）

“一定要把这里的美景宣传好，
让更多的游客来体验。”工人日报社
融媒体中心副主任车辉与当地民族舞
者一起，伴随《娥嫚》歌声，跳起了
当地的舞蹈，大家纷纷参与其中，场
面热烈欢腾。

在文县铁楼乡的白马山寨，这里
的人们头戴“沙嘎帽”，身着鲜艳花

纹民族服饰，女子胸前还佩戴着“鱼
骨”饰物，在寨门口迎接来客，他们
弹起三弦，以最普通的板凳、碟子、
锅盖等器物敲打出了热情的欢迎曲，
震耳欲聋的两声铳响，是山寨最高的
欢迎礼仪。

随后大家来到白马博物馆，深入
了解了生活在白马山寨的少数民族的
历史，以及他们的服饰、配饰，“池

哥昼”面具的寓意和文化起源。
“这次来文县，感受了白马山寨

中美好、祥和的生活，他们背靠碧水
蓝天，和大自然融为一体，这种生
活是很多人所向往的、所追寻的。
生活在白马山寨的少数民族独特的
文化符号，也给了我很深刻的印
象，希望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能传承
好、发扬好自己的民俗特色，我们也

会尽力宣传好文县，让更多人来体
验、来感受独具魅力的白马文化。”
北京大学公共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中
心主任师曾志说。

“白马山寨欢迎你（拉嘎勒，舍
盖勒），池哥火圈舞跳起来（拉嘎
勒，舍盖勒）……”夜幕降临，大家
围着篝火唱起白马山寨传统歌曲，手
拉手跳起火圈舞。

两天的活动丰富而充实，大家亲
身体会文县以及陇南的独特魅力，纷
纷表示将带着采访拍摄素材，以真情
实感讲述所见所闻，展现幸福美好新
陇南的独特风貌。

近日，西和县政协机关组
织党员干部在洛峪镇古塘村
开展“助农采摘万寿菊”主题
党日活动。活动的开展，不仅
帮助农户解决生产中的实际
困难，还密切了党群干群关
系。
本报通讯员 鱼 勇 摄

以 媒 体 风 采 展 万 水 之 情

本报讯（记者赵珂苧）今年
以来，徽县通过政府引导、龙头
带动、市场运作、农户参与，依
靠产业科技创新，走出了一条独
具特色的食用菌产业发展之路。

在扶持引导方面，徽县成立了
食用菌产业工作领导小组，建立“5
个1”工作机制。同时出台了《徽县
2024年农业特色产业奖补办法》，
通过种植奖补政策，明确鲜菇和干
菌主产区，发展加工企业，实现良
种繁育、技术指导等一体化发展。

与此同时，不断强化政策保
障，制定《徽县食用菌产业发展
规划》《徽县食用菌产业链建设
方案（2022-2025年）》《徽县
香菇产业推进实施方案》等规划
性文件。建成以城关镇、银杏
镇、水阳镇等9个乡镇为主体的鲜
菇主产区，以榆树乡、高桥镇、
麻沿河镇等6个乡镇为主体的黑木

耳、天麻、茯苓等干菌和药用菌
主产区，发展食用菌加工企业2
家，实现了食用菌良种繁育、技
术指导、产品研发、品牌创建、
龙头培育带动一体化发展。

在产业布局层面，徽县依托
自身气候环境优势，坚持培优育
强，不断完善产业链条，引进新
设备和新技术，建成了多个规模
化种植基地和产业园。截至目
前，徽县已累计建成食用菌规模
化种植基地21个、标准化种植产
业园3个、食用菌种植大棚1500多
座，集中栽培特色羊肚菌200亩。
并采用“公司+基地+农户”的发
展模式，通过以6家龙头企业为主
体的珍稀菌类生产示范区，带动
62家生产企业和专业大户从事专
业化食用菌生产，目前食用菌产
业覆盖15个乡镇，带动183户群众
增收，户年均增收1.5万元。

徽县：多措并举发展菌类种植

本报通讯员 张盼盼 李 婷
刘涛涛

夏末秋初的康县，绿意苍翠，河溪
两岸，繁花未退，万物竞秀，处处呈现着
追“新”逐“质”、全速向前的火热激情。
在这片富饶之地，特色产业遍地开花，
农业产业园布设整齐，一座座农产品加
工企业拔地而起，一个个产业“新秀”活
力迸发……

走在康县三河坝镇的乡间小道，
随处可见村民在田间忙碌的身影，施
肥、除草、采摘、打包……阳光下，
人与产业，青山绿水，构成一幅幅美
丽的和美乡村画卷。

在产业园区的康县宁康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白芨育苗基地里，一座座白
色透明的育苗棚错落有致，一片片绿
油油的白芨苗郁郁葱葱。放眼望去，
村民们正忙着采收白芨苗，翻挖、去
土、装袋、称重、搬运，处处呈现出

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
康县宁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

人郭睿说：“现在挖的白芨苗准备发
到外地去。目前价格稳定，一株卖六
毛钱，我们今年在园区共育白芨苗
400多万株，到秋天的时候会全部卖
完，效益很好。同时，园区用工量也
很大，一天给务工人员100到150元的
报酬，带动了周边群众增收。”

白芨产业的发展既实现了当地群
众的增收，也是三河坝镇生态及地质
灾害避险搬迁群众实现“家门口就
业”的惠民产业。在基地务工人员中
大部分是搬迁群众，搬迁安置点紧邻
农业特色产业科技示范园，为他们在
基地务工提供了便利条件。

“在种植基地挖白芨，一天有100
多元的收入，不用出门在家门口就可
以挣钱了，平时还可以在基地里除
草、施肥，每天也有收入，还能照顾
家里的老人小孩，比在外面打工方便

多了。”正在埋头整理白芨苗的赵家
坝村村民何彩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作为一项中长期产业，白芨
种植投入时间长，技术要求高。为
了种植上优质的白芨种苗，我们在
充分了解白芨生长与环境条件的基
础上，利用智慧农业来对大棚内白
芨苗进行远程监控和精准化管理，
足不出户便能掌握温度、湿度，并
智能预警。数字技术的运用，不仅
大大提升了白芨人工种植适宜性，
同 时 提 高 了 管 理 人 员 的 工 作 效
率。”郭睿对记者介绍道。

如今的三河坝镇，产业发展成效
看得见、摸得着，特色产业已成为一把
打开致富之门的“金钥匙”。为了让农民
持续增收，三河坝镇依托独特资源优
势，在做大做强天麻、中药材等传统特
色产业的同时，围绕食用菌、中蜂、冷水
鱼等开展全产业链开发，走上了一条绿
色、高效、持续的致富路，不仅群众实现

了增收，还壮大了村集体经济。
近年来，三河坝镇紧紧围绕县委

“123335”总体工作要求，进一步深化
“三个共同”机制创新和共建“五美康
县”的目标定位，立足镇情实际，充分发
挥群众的主体作用，依托资源优势大力
发展优势特色产业，不断优化产业发
展布局，先后建成1个综合性农业科技
示范园，招商引资2家外地企业落地
投产，扶持4家本地企业转型升级，帮
助5 6家合作社规模化运营，培育
486名乡土人才深耕产业，带动全镇
1700余户群众发展特色产业，实现农
业产业综合收入1.5亿元，村集体经济
收入达300余万元。

康县三河坝镇：特色产业“生金” 增收致富“有道”

本报记者 尚敏贤 张 埥 李 北
见习记者 安昊森

干净整洁的村道、错落有致的农
家小院……时下，走进徽县伏家镇伏
镇村，一路花香、酒香沁人心脾，墙
面彩绘相映成趣，亭台阁榭遍布，在
还未被秋日浸染的绿意里，宛若一幅
古朴的江南画卷，处处彰显出和美乡
村的新变化。

“我们村这几年变化很大，水泥
路修到了家门口、村容村貌干净整
洁、邻里之间互帮互助、家庭收入年
年增加，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了。”
村民纪爱军说。

近年来，伏家镇以人居环境大整
治作为“和美之基”，全面启动环境
卫生大整治工作，先后召开环境卫生

整治会议，印发方案，安排部署相关
工作。同时，对全镇沿线环境卫生实
地查看，发现问题，现场交办。各村
积极响应，组织公益性岗位人员、党
员群众迅速行动，对村社路沿线、河
道沟渠、村庄内外的各类生活垃圾、
杂物杂草、塌方体进行清理。

“我们紧紧围绕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关于‘城乡融合发展’‘在发展
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等与农业农村息
息相关的改革目标任务，以伏家镇
‘1461’年度工作思路为切入点，聚
焦重点，多点开花，目前已经打造完
成了山庄村、前进村、竹林村党建示
范点，创建了江南商旅小镇、前进村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点。”伏家镇党委
书记张志东说。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伏家镇建
成卫生厕所277座，硬化入户路5.7万
平方米，硬化晾晒场2.1万平方米，
“最美庭院”创建工作有效开展。

城镇品质提升了，乡村环境优化
了，村民生活更加怡然自得。

安居和乐业密不可分。乡村不仅
要实现宜居，也要实现宜业。“如何
让村里人留下来？如何让离开村子的
人返乡？”伏家镇用行动回答了这一
问题——— 实现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让农民在家门口增收。

伏家镇山庄农业产业园，位于伏
家镇西部，占地1200余亩，总投资
8280万元。为做好大园区建设这篇文
章，伏家镇以山庄村为核心，吸纳西
片6个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村成立了农
业产业党建联盟，探索出了一条党建
引领现代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新
路径。

“我镇持续聚焦‘坚持农业农村优
先发展，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发展目
标，立足工作实际，以伏家镇‘一园三区
五基地’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为抓手，
辐射带动蔬菜种植、良种繁育、畜牧养
殖三大产业提质增效。”伏家镇宣传委
员、副镇长杨洋说。

眼下，山庄农业产业园中，一排
排整齐的日光大棚在阳光下熠熠生

辉，辣椒种子已经完成采收，瓜苗还
在茁壮成长，静待成熟，工人们穿梭
在田埂，有的在清理杂草，有的在管
护新苗，一派热闹繁忙的景象。

“产业园建在了家门口，我既能
照顾家里，还能挣钱补贴家用，挺好
的。”黄红梅说。

43岁的黄红梅是伏家镇街上人，
她告诉记者，镇上和她一样在产业园
务工的有100多人，主要负责育苗、摘
菜、管护等工作。

山庄产业园的建立，不仅解决了
村集体经济增收问题，更解决了群众
务工难题。截至目前，产业园已带动
周边群众季节性务工1.5万人次，发放
工资165万元，让群众富在产业链上。

如今，这片热土正不断焕发着新
活力，园区产值达2.86亿元，实现联
农带农效益160余万元。辣椒、架豆
等蔬菜种植面积稳定在1万亩，良种
繁育推广到1000亩，大牲畜存栏量
达4 . 5万头，全镇农业总产值达到
5.38亿元。

徽县伏家镇：和美乡村“面子靓”产业兴旺“里子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