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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刘建军 田兴文

近日，在成县镡河乡将利村的百
亩河滩地里，村民们挽起袖子，忙着
栽植薄荷。

今年以来，镡河乡把“产业富
民”作为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立足村集体实际，发挥地理生态优
势，开出“致富良方”，创新产业发
展模式，以产业促增收，以产业助
振兴。

薄荷是一种草本植物，不仅能入
药，还是制作饮料、保健品的原材
料，种植成本低、耗水少、收益高，
市场前景较为广阔。

“薄荷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一年
种、多年收，像割韭菜一样，每年采

割三四茬，而且投入少、风险低、见
效快，相比于传统农作物，具有明显
优势。”甘肃磐礡农业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负责人王剑说。

兴一个产业，富一方百姓。看到
薄荷广阔的市场前景，王剑流转了
120亩土地，从安徽亳州引进优质薄
荷种苗500万株，开始在村里种植薄
荷，让50多名村民能在家门口就近、
就地务工。同时，王剑还尝试发展二
三产业，除了薄荷种植之外，还将开
展品种选育，建设薄荷茶加工厂和薄
荷饮片加工车间，让薄荷栽植成为带
动群众致富增收、助力村集体经济壮
大的好产业。

薄荷种植不仅拓宽了群众致富渠
道，还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就近务工岗

位，村民可以在栽植、采摘、除草、
清园等工作中获得收益。

“我和妻子已经参加了两天薄荷
种苗栽植，一天80元，离家近，很不
错！”正在务工的半山村村民强社
银说。

镡河乡将利村副主任刘小荣说：
“正在我们村建设的薄荷茶加工厂和
薄荷饮片加工车间需要大量的人力，
据初步计算，临时用工每年都在3200
人次左右，能带动农户务工收入25万
元以上。”

作为新兴特色产业，刚开始，群
众对薄荷种植并不认可，将利村便通
过引进公司示范引导，对前来务工的
群众开展种植技术培训，为有意愿种
植的农户提供种苗，再由公司以订单

种植的方式保底回收，形成产业发展
新格局，带动村民增收，壮大集体经
济，为乡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我们积极引导农户调整产业结
构，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特色产业，持
续推进农业提质增效，通过‘党支部
+公司+合作社+示范基地+农户’的
发展模式，在产业链延伸上狠下功
夫，探索出了一条以特色产业助力乡
村振兴之路，为促进农民增收开出
‘良方’。”镡河乡党委书记吴学
红说。

本报讯（记者尚学英）日前，
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二十二届年会
暨唐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天水
召开。其间，参会的国内学者到我
市开展考察研学，追寻杜甫行迹，
研学杜甫诗歌。

厦门大学李智君教授、天水师
院霍志军教授，沿杜甫当年秦州至
同谷的行踪路线，经《铁堂峡》《盐
井》《法镜寺》等诗写作地一路研学。
北京大学杜晓勤教授，在成县杜甫

草堂、万丈潭、大云寺等地寻访杜甫
遗迹，研学杜诗。四川大学王兆鹏教
授、浙江大学胡可先教授、台湾大学
蔡瑜教授在礼县盐官、西和法镜寺
等地，开展诗歌现地研学，后到成县
杜甫草堂，拜谒诗圣杜甫。其间，陇
南师院蒲向明教授、温虎林教授进
行现场讲解，并开展了座谈交流。

学者们对成县杜甫草堂建筑规
模、名人牌匾、古代碑刻保护、草
堂环境均给予较高评价。

国内学者在我市研学杜甫诗歌

本报通讯员 赵 岩

近年来，两当县太阳工作站坚持
党建引领，紧紧牵住产业发展“牛鼻
子”，将党建工作与产业发展深度融
合，通过制定规划，抱团发展，培优
育强“三步走”，走出一条特色产业
“百花齐放”的新路，为乡村振兴注
入强大动力。

制定规划 找准产业发展定位

如何在产业中找到自身发展路
径，下好先手棋？太阳工作站强化党
建引领，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积极
探索产业发展的新路径、新模式。通
过召开党员大会、茶话会、能人大户
代表座谈会等形式，广泛收集产业发
展建议意见。

在充分尊重民情民意的基础上，
太阳工作站汇总产业发展规划，多次

召开专题会议研究，立足自然资源优
越、水资源充足、气候温暖适宜、交
通便利等区位优势，确立了“以点成
线、以线带面”的发展思路，通过引
进甘肃两徽香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发
展食用菌，带动全站食用菌发展40余
万袋，解决务工就业30多人，在直接
带动农户受益的同时，全面带动发展
壮大村集体经济。

抱团发展 夯实产业发展基础

“通过‘党建领航、优势互
补、组团共进’模式，打造小群体
大规模‘云屏林草鸡’品牌，村民
不仅在家门口务工，又照顾了家
庭，做到挣钱、顾家两不误。”寺
合村党支部书记蒙涛高兴地说，这
是太阳工作站开展抱团式发展产业
的一个缩影。

太阳工作站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

的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全面找
准产业共建结合点，着重挖掘各村产
业发展联合点，优势互补，抱团发
展，形成区域内产业互联、集体承
载、融合发展、共同抗风险的“形
合”“心合”“产业合”发展局面，
目前建成生态放养鸡示范点3处和食
用菌示范点2处，落实特色产业配套
设施等项目2处，以抱团共赢方式发
展生态放养鸡3万多羽，打造强农助
农示范点。同时以“党组织+合作社+
农户”的模式，发展中药材、油葵、
亳菊等特色产业，通过特色产业种
植、入股分红等方式培育发展村级集
体经济。

培优育强 打造特色产业品牌

近年来，太阳工作站坚定不移走
“重特色、提品质、强品牌”的产业
发展路子，高位聚能特色产业新发

展。依托两当县东沟中华蜂养殖农民
专业合作社、两当县红阳种养殖专业
合作社的中蜂品牌优势，全面推进太
阳工作站中蜂产业标准化、规模化发
展。探索建立“党支部+合作社+农
户”的经营发展模式，带动周边农户
发展中蜂产业。同时多次邀请县农业
农村局专家跟本地一批“土专家”开
展技术指导，推动特色产业做大做
强，为周边群众提供就业岗位20
多个。

同时，太阳工作站通过建立“线
上+线下”产品销售模式。线上构建
了“互联网+特色农业”营销模式，
众多特色产品在抖音、快手等平台直
播售卖；线下则与各大企业、批发市
场进行合作，拓宽产品销售渠道。积
极引导各特色产品参加各类产品展销
会，不断创新流通和销售模式，进而
助推太阳品牌走出去，赢得广大顾客
的青睐与认可。

两当县太阳工作站：

以“党建+”拓宽特色产业振兴路

成县：薄荷开启群众增收“新引擎”

本报通讯员 何 方

时下，正是药材生长的黄金
期，在徽县虞关乡八渡沟村的林下
药材种植基地，处处是村民劳作忙
碌的身影，开沟、覆土、浇水、拔
草……一个个勤劳的身影让寂静的
山林生动了起来，新的希望与生机
在山林中萌发滋长。

“今年以来，虞关乡依托资源
优势，确定了药材种植发展思路和
药材产业布局，通过村集体示范，
群众参与，大力发展林下淫羊藿、
天麻等药材种植。截至目前，已新
种植淫羊藿600余亩，培育猪苓6万
余窝，天麻3万余窝，建成林下淫羊
藿种植示范基地6个，并形成药材种
植环线示范带。”虞关乡党委书记
靳军平说。

在虞关乡山坪村村集体的林下
药材种植基地，群众分工明确、干
劲十足。林下中药材产业的发展壮
大，不仅为附近的村民提供了大量
务工机会，更为村集体经济发展注
入了新活力，带动了当地村民药材
种植快速发展。

正在管理淫羊藿的村民刘翠霞
说，“村上发展产业，我们留守妇
女也有了活干，一天80元，活也轻
松，大家心里都高兴得很。”

近年来，徽县紧扣中医药大健
康产业发展总要求，以“稳规模、调结
构、强龙头、促销售、创名优、增效益”
为主线，不断强弱项、补短板，持续推
进全县中药材产业健康、稳步发展。
截至2023年年底，全县中药材生产总
面积4.71万亩，采收采挖面积1.76万
亩，采收总量达5000多吨，实现产值
8900多万元。加工药材原药4500多
吨，实现加工产值4600多万元，中药
材生产总值达到1.35亿元。逐步形成
柴胡、桔梗、苦参、木瓜、艾草、
天麻、猪苓等优势道地药材生产基
地，初步构建起“一乡一品”“一
村一品”的产业发展格局。中药材
在徽县农业经济发展中的增收作用
逐步凸显，已成为广大群众增收致
富的新兴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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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徽县虞关乡三岔村群众在捕捞冷水鱼。近年来，徽县依托丰富的水资源优势，积极引导
群众人工养殖冷水鱼，有效促进群众增收致富。 本报记者 高 琼 摄

（上接第一版）

高效率狠抓招商引资。深入
实施“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
围绕全区9条重点产业链，全面推
行产业链招商、专班跟进、县级
领导包抓等工作机制，县级领导
带队外出开展招商8批次，今年以
来，共签约招商引资项目52个，
签约总额35.88亿元，省外到位资
金5 0 . 9 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62.8%、210.35%。健全完善“引
企入园”政策，积极推进项目落
地，奥利沃油橄榄萃取公司、甘
肃华夏丹谷公司等企业成功入驻
马安工业园区，与青岛琅琊台集
团、成都温格尔电热科技公司等品
牌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园区承载力
和竞争力持续提升。

高层次强化企业培育。深入实
施强工业行动，加强企业升规纳
统，扩大优质企业培育规模，建立
“专精特新”、创新型中小企业等
优质企业培育清单，实施动态管理
和分类指导，促进企业争强创优。
2023年培育规上工业企业2户，规
上工业企业达到20户，完成总产值
38.77亿元，工业经济体量持续增
加。今年一季度完成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 2 . 0 1 亿 元，同比增速
18.8%，排名全市第3。

坚持抓改革开放，打造高效便
捷、全域提升“新版本”

持续推进重点改革。持续深化
“放管服”改革，围绕涉企服务
“一码事”、政务大厅“一门
事”、改革创新“一批事”、项目
保障“一件事”和反面典型“一类
事”，深入开展政务效能“五事”
制度重塑性改革，让“办事不求
人”成为常态。积极推动“一窗通
办”“一件事一次办”“跨省通
办”“帮办代办”“有诉即办”，
企业注册登记时间压缩至0.5个工作
日，全流程企业开办时间不超过1
个工作日，全区可实现即办事项
11640项，全程网办率达到99.8%。

持续加强平台建设。同陕西凤
县签订“跨省通办”政务服务战略
合作协议，全面打造政务服务“标
准统一、代收帮办、远程办理、协
同联动”新模式。同九寨沟县、九
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分别签订友
好城市、友好合作伙伴协议，联合
开发文旅精品线路。率先发起成立
辐射3省9市38县区的甘川陕毗邻地
区文旅环线战略联盟，不断构建市
场共享、品牌共塑、客源互送、政
策互惠的区域协作发展新格局。

持续扩大对外开放。坚持“深
耕南向”不动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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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举办2023·中国
陇南武都花椒（电商）产销对接会
暨第二届美食文化旅游节、第二届
川渝火锅产业大会暨中国（武都）
花椒展示交易会等重大活动，积极
参加兰洽会、药博会、进博会等重
大节会，利用各类节会达成合作意
向项目19个，销售农特产品1.04亿
元，开放活力不断释放。

坚持抓服务优化，营造全员服
企、问题快解“新态势”

突出“全覆盖”包联。全面实
施“包抓联”“六必访”“白名
单”制度，建立完善企业问题定期
反馈、研判会商、跟踪督办机制，
大力推行县级领导和干部职工包抓
联系企业制度，制定《陇南市武都
区干部包抓联企业工作方案》，38
名县级领导和1233名区直单位干部
职工包抓1434个户企业，常态化开
展上门走访一次、送一项惠企政
策、解决一批问题的“三个一”活
动，今年来共开展走访调研5331
次，收集诉求293条，帮助企业解
决梗阻问题2 5 1条，解决率达
85.6%。

突出“全自助”服务。按照服
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的工作
要求，在政务服务大厅率先推行午
间延时办、夜间不断档，实行“全
自助服务”模式，将关系企业和群
众切身利益的高频审批事项业务纳
入政务服务自助区，积极推进现场
办与自助办相结合，网上办与不见
面办相统一，夯实线上、线下政务
服务，全力营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
务环境，以吸引更多市场主体在武
都投资兴业。今年以来，企业和群
众通过政务服务自助区办理事项达
5000余件，办事效率明显提升。

突出“全领域”督查。把纠治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摆在更加突出
位置，将常态化开展“三抓三促”
行动、“五讲五治”活动和群众身
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活
动结合起来，成立4个联合督查
组，围绕政策落实、影响高质量发
展、破坏营商环境、政绩观错位、
加重基层负担等重点领域，常态化
开展纪律作风监督检查2轮，召开
约谈会议3次、约谈单位主要负责
同志69人次，全面增强各级干部
“干”的定力、“会”的本领、
“实”的作风。

（来源：陇南政策研究）

本报记者 杨建芳

“我们牟坝社没有公共活动场
所和健身器材，孩子们没有地方玩
耍。能不能在村上建一个供大家健
身娱乐的场地？”……在徽县水阳
镇牟坝村民事直说“固定说事日”，
村民们围坐在一起，为修建便民广
场建言献策。

民事直说委员会了解到群众诉
求后，召开民事直说委员会会议，将
此问题列入“民事直说”待办事项清
单，与村上能人大户、党员群众代
表、乡贤进一步沟通协商，确定文化
广场项目修建方案，经上报镇党委
同意后，与项目实施部门进行协调，
决定在原有废弃场地基础上建设面
积达1200多平方米的便民活动广
场，并协调联系县文体局，申请体育
和健身器材。

牟坝村村委商议利用村集体经
济积累，提供水泥、沙石、机器等物

资，投资12万余元修建便民广场和
安装健身器材。

“没想到活动广场这么快就修
好了，必须要给你们竖大拇指！”牟
坝村村民对村干部的积极作为连连
称赞。

如今，走进牟坝社多功能运动
场，映入眼帘的是干净整洁的地面、
崭新的篮球架、羽毛球架、乒乓球
台……村民们在这里散步闲聊、健
身锻炼，广场上笑语连连，大家的生
活丰富起来了。

牟坝村修建健身活动广场是推
行陇南民事直说“1234”工作法的一
个缩影。便民广场的建成，将满足
群众休闲娱乐、锻炼身体、举办活动
等一系列文化生活需要，真正实现
了便民利民的目标。

徽县：

便民小广场 群众大幸福

打造投资创业洼地

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武都区：

绿水青山成老百姓的“幸福靠山”
本报通讯员 石 晨

从漫山遍野的椒红树绿到如嵌画中的美丽
乡村，从碧波清流的白龙江岸边到开窗见绿的
宜居城市……如今的武都，目之所及风光美、
气象新。

走进武都区裕河镇，仿若掉入绿色的海
洋。四面环山、碧水中流，独特的地理环境、
温润的气候条件使裕河的森林覆盖率达到90%
以上，成为了武都区的“天然氧吧”。

“这几年，来裕河旅游的人越来越多

了，到了旅游旺季，我们的宾馆和民宿都供
不应求，老百姓的腰包也越来越鼓，生活也
越来越幸福了。”裕河镇凤屏村村民李小
平说。

如今的裕河群众也早已实现了从砍树卖木
头，到坐在家门口“售卖”风景的华丽转身，
从绿色发展中获得了“真金白银”。

近年来，武都区高质量推动做实林长制，
打造特色产业、整合林地资源、强化科技支
撑，全力推进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变，让绿
水青山成为老百姓的“幸福靠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