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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南市融媒体中心出版

本报记者 李 董 虎 峰 董祖鑫

时下，我市1万余亩水稻正陆续进入籽粒
成熟阶段，是提升产量和品质的关键期。近
日，在武都区角弓镇角弓街村，连片稻田色彩
艳丽，稻穗饱满低垂。此时，技术员正为植保
无人机做起飞准备，即将进行今年最后一次喷
洒任务。

村民李斌介绍，以前人工喷洒农药不均
匀，防治效果不佳。今年政府提供社会化免
费服务，用无人机喷洒农药，效果全面周
到，为庄稼增产增收提供保障。一台植保无
人机一天可完成600亩喷洒任务，效率比人工
高很多。

从去年起，我市全面推广“一喷多促”技
术。该技术通过一次喷施混合液，促壮苗稳
长、促灾后恢复、促灌浆成熟、促单产提升。
武都区农技中心副主任唐论成表示，“一喷多
促”增加水稻抗病性，促使后期健壮生长，提
高单产。今年预计亩产比去年增产50公斤
左右。

目前，我市秋粮“一喷多促”作业全面完
成，为秋季粮食丰收奠定坚实基础。再过十多
天，角弓镇的水稻将进入收获期。“一喷多
促”技术正助力陇南秋粮迎来丰收季。

本报记者 庞丽娟 郝雅妮

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是帮助
残疾人减轻独立生活障碍和家庭
经济、精神压力的有效手段。

陇南市武都区残疾人日间照
料服务省级示范中心作为2024年
甘肃省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6月
30日已建成启用，共为60名残疾
人开展日间照料服务，示范引领全
市残疾人日间照料服务迈向规范
化、标准化。

走进残疾人日间照料服务省
级示范中心，宽敞明亮的环境让人
眼前一亮，被照护的残疾人有的在
运动健身，有的在下象棋，现场弥
漫着温馨、和谐的气息。

宽阔干净、舒适整洁的环境，
设施齐全、功能完备的活动室，科
学专业、优质周到的服务，不仅提
高了残疾人服务对象生活自理能
力和融入社会、增强生活的信心，
而且减轻其家庭负担，让残疾人家
庭生活品质得到明显改善，也找到
了久违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以前，在家里生活很不方便，
现在到残联提供的这个平台，各种

体验设施都有，还提供餐食，日子
越来越充实，家人也很放心。”残疾
人任菊梅说。

据了解，陇南市武都区残疾人
日间照料服务省级示范中心是武
都区残疾人联合会成立的一家公
办民营非营利性托养服务机构，建
筑面积737平方米，内设康复训练
室、多功能活动室、医疗保健室、休
息室、心理疏导室、就餐配餐室、辅
助性就业工坊等。

“陇南市武都区残疾人日间照
料省级示范服务中心是今年6月底
开始运行的，今年的项目服务人员
一共有60人，主要以肢体、视类、智
力残疾人为主，我们主要开展的服
务项目有训练、康复、膳食，以及按
摩、心理辅导，还有手工制作、娱乐
活动等，既解决残疾人家庭的照料
困难，也为残疾人的日常生活提供
一些乐趣。”服务人员禄杨博说。

残疾人日间照料服务省级示
范中心是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
目，中心的建成运营将进一步改
善残疾人生活状况，让残疾人得到
科学护理和帮助，提高其平等参与
社会生活的能力。

武都区残疾人日间照料服务省级示范中心：

为服务对象托起“稳稳的幸福”

本报讯（记者马鹏洲）近日，
文县天池美丽幸福河湖顺利通过
省级评价，至此，第三批省级美丽
幸福河湖金川区金水湖、黑河张掖
市高台段、大夏河临夏州临夏市
段、陇南市文县天池等4条（段、个）
全部通过省级评价。

据悉，省级美丽幸福河湖评价
组、专家组按照《甘肃省美丽幸福
河湖评价办法》，通过现场检查、资
料审查、走访群众、座谈问询等方
式，综合评判、量化打分，一致认为
文县天池完成了美丽幸福河湖建
设任务，同意通过省级评价。

截至8月底，甘肃省共完成美
丽幸福河湖建设76条（段、个），其
中河流69条（段）、湖泊7个；省级美

丽幸福河湖12条（段、个）、市级美
丽幸福河湖64条（段、个）；城镇段
河湖41条（段、个）、乡村段河湖35
条（段、个），建设河流总长度
1006.43公里、湖泊总面积23.43平
方公里。

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工作以
来，甘肃省对标构筑国家西部生
态安全屏障战略定位，牢固树立
绿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理念，坚
持高位推动，稳步推进美丽幸福
河湖建设。今年全省正在开展美
丽幸福河湖建设3 4条（段、
个），其中河段30条（段）、总
长度546.45公里，湖泊4个、总面
积2.26平方公里，年底前将全部完
成建设任务。

初秋时节，文县天池，
如一颗璀璨的蓝宝石镶嵌
在山林中。这里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国内著名的
高山堰塞湖类型淡水湖
泊，也是中国四大天池之
一、甘肃省独一无二的高
山湖泊。

图为游客漫步在天池
景区，欣赏翠绿山峦与碧
绿湖水相互辉映、宛若仙
境的自然美景。
本报记者 刘玉玺 摄

今年以来，陇南市擦亮普法新品
牌，丰富普法新内涵，不断满足群众
日益增长的多元化法治需求，努力开
创“八五”普法新局面。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构建普法新格局。严格落实“谁执法
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全面构建“党
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协支持、政府
实 施 、 全 社 会 参 与 ” ， 市 、 县
（区）、镇（街道）、村（社区）四
级联动的“大普法”工作格局。建立
了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应知应会清单、
领导干部应知应会党内法规和法律法
规清单制度。突出新媒体法治宣传教
育实效，抢抓“互联网+法治宣传”机
遇，新媒体矩阵发挥法治宣传新能

量。开展“订单式”普法和“法治体
检”活动，送法进企业207家，开展法
治体检540次，为企业提供全方位、订
单式法律服务。

激发普法原动力，学法用法蔚然
成风。抓住领导干部“关键少数”，
深化落实党委（党组）会前学法、政
府常务会议学法、专题会议学法、重
大决策专题学法等制度。落实领导干
部任前法律知识考试和任职宪法宣誓
制度，全面开展年度述职述法工作。
深化法律进学校活动，聘请法治副校
长760名，以青少年维权岗、活动中
心、警示教育基地、模拟法庭等为依
托，面向青少年普及法律常识。利用
开学第一课开展送法进校园485场次，

发放法治宣传资料13万余份。全市
“一村一法律顾问”实现全域全覆
盖，为群众提供法律服务3568次，接
访咨询2700人次。深入开展“主动创
稳”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解专项行
动，创新推广“民事直说”“有事好
商量”“民情直访”“热心大姐”调
解室等基层社会治理经验，教育引导
广大群众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
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

深入推进法治文化建设，夯实普
法基层基础。大力实施“法治文化一
地一品工程”，全市建成“法治文化
公园”“法治文化广场”“法治文化
大院”“法治文化街”等566处。陇南
市徽县法治文化宣传教育基地、陇南

廉政教育基地入选第二批全省法治宣
传教育基地。积极开展全国、省、
市、县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四级
创建，截至目前成功创建了11个“全
国民主法治示范村”、170个省级民主法
治示范村（社区）、151市级民主法治示
范村、147个“县级民主法治示范村”，以
“头雁”带“群雁”，实现全市民主法治创
建水平整体提升。实施“学法用法示范
户”“法律明白人”双培养工程参与社会
治理，采取巡回宣讲、集中宣传、媒体解
读、座谈研讨等方式，在重要节点开展
法治宣传系列活动。多形式、多方
位、全覆盖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打好
法治宣传“组合拳”，让法治贴近群
众。 （来源：陇南政法委）

新华社记者 张 泉 温竞华

新中国成立75年来，我国科技事业
取得长足发展，成为世界上具有重要影
响力的科技大国。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国
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我国科技事业
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向
着科技强国加速迈进。

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
生历史性变革

月背着陆、智能采样、起飞返
回……在万众瞩目之下，我国嫦娥六号
任务实现了人类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
回的创举，成功带回1935.3克月球样
品。这也是中国航天史上迄今技术水
平最高的月球探测任务。

从“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到
中国航天员遨游太空；从中国空间站全
面建成，到探月、探火工程深入推进，中
国航天的高速发展折射我国科技事业
发展的伟大成就。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
强。新中国成立75年来，我国始终高度
重视科技创新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重
要作用。

（下转第三版）

向 着 科 技 强 国 加 速 迈 进
——— 新中国成立75周年科技事业发展综述

陇南：打好法治宣传“组合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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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罗 艳 王立宪

山野连绵葱郁，流泉潺潺悦耳，奇
峰飘逸秀美……走进武都区黄坪镇，不
仅能看到充满灵秀的山水，更能看到村
民脸上洋溢的笑容。

近年来，黄坪镇立足实际，真抓实
干，坚持在乡村产业上求突破、在乡村
环境上走前列、在乡村建设上显特色、
在乡村治理上做示范，加快推进农业农
村高质量发展，一幅农村美、村民富、产
业兴的乡村振兴美丽画卷正在徐徐
展开。

从脱贫攻坚的胜利到乡村振兴的
起航，从“撂荒地”到“希望田”，从旧貌

到新颜，翻天覆地的变化背后，是乡村
振兴的“黄坪模式”。

产业兴旺：让农业有奔头

初秋时节，走进黄坪镇草川坝种植
基地，一垄垄辣椒植株郁郁葱葱、长势
旺盛，一个个翠绿饱满的辣椒缀满枝
头，村民们穿行其间，采摘、分选、装箱
有序进行。

“现在正是辣椒采摘季，这些新鲜
采摘的辣椒，经过挑拣处理后，即将发
往成都、重庆等地。”草川坝种植基地
负责人李军鋮说。

记者了解到，草川坝种植了500余

亩“订单辣椒”和苏椒，从7月中旬开始
采摘，能采摘4-5茬，亩产量2吨以上，产
值达5600余元。

近年来，为确保产业提质增效、群
众持续增收，黄坪镇坚持党建引领，紧
紧围绕“3+6”农业产业体系，积极引导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优化调整产业
种植布局，紧扣市场需求，大力发展
“短、平、快”的辣椒产业，带动群众增加
经济收入，助推乡村振兴。

辣椒种植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从
育苗、栽种、管护到成熟采摘，每个环节
都需要大量劳动力，每天都有40余名群
众在此务工。

“高兴得很，自从发展芦笋产业以
来就跟上干活，紧接着栽辣椒苗到成熟
采摘，基本每天都有活干，一天80元再
加上地租收入，比外出打工强。”黄坪
镇钟李村村民瞿花英笑着说。

（下转第二版）

武都黄坪：精心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文县天池美丽幸福河湖

顺 利 通 过 省 级 评 价

本报通讯员
梁云霞 孙 攀 杨 丹

时下，正值半夏丰收季。在西和
县何坝镇高庙山中药材种植基地，村
民在忙着采挖半夏，机械与人工相互
配合，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今年，西和县何坝镇郑沟村村民
任新兵种植半夏60亩。他说：“亩产
好时可达400公斤。采收时，机械与人

工配合，机械采收一亩约需1000元，
人工则要3000元，机械化优势显著。
种植半夏这些年，我们的收入逐年提
高，生活越来越富裕。”

尝到种植半夏的甜头后，村民扩
种意愿变得强烈。今年郑沟村半夏种
植达400多亩，面积增加保产量，合作
社统购统销，村民种下“苦药材”，
收获了“甜日子”。

任新兵有着10年半夏种植经验，

通过不断探索半夏种子，种植产量逐
年提升。他介绍：“江西种子产量较
高，对种植户来说，产量上去就有稳
定收入。去年用3000斤种子，丰产3.6
吨左右，已是高产。近几年尝试其他
地域种子，都未达此产量。江西种子
好种植、好管护、产量高。”

近年来，西和县积极提高半夏机耕
机播机收作业质效，降低种植成本，提
升经济效益。组织农机技术人员深入田

间地头，开展半夏机械化播种推广演
示，引导农民应用新技术，为半夏种植、
采收、加工全程机械化奠定基础。

近年来，素有“千年药乡”之称
的西和县，持续推动中药材产业延
链、补链、强链全链条发展，不断提
升产业附加值。目前，西和县半夏种
植面积达2万亩，带动9.6万名群众共同
致富。半夏产业不仅为当地农民带来
丰厚收入，也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强
大动力。

西和：种植“苦药材” 收获“甜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