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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县讯（通讯员刘玉玺 王
淼）9月22日，文县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5周年暨民俗文化进
景区活动在天池景区成功举办，
为新时代文明实践增添了一抹绚
丽色彩。

活动现场热闹非凡，来自玉垒
乡黄路、余家等村的锣鼓队队员们
身着整齐的服装，个个精神抖擞。
他们有力地挥动着鼓槌，敲打出雄
浑有力的节奏。表演者们全情投
入，以充满力量的表演展现出文县
人民的热情与豪迈。观众们被这热
烈的氛围深深感染，纷纷鼓掌

喝彩。
此次活动的举办，为当地居民

提供了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吸引
了众多游客前来观光体验。通过新
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将民俗文化与
景区旅游结合，实现了文化与旅游
的深度融合，为文县的可持续发展
注入了新的活力。

该活动由县委宣传部，县文
联、县文体广旅局、县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办公室、玉垒乡党委政
府、县音乐家协会联合举办。活动
结束后，文县音乐家协会玉垒花灯
锣鼓分会成立并授牌。

宕昌县河口村：

擦亮和美乡村的“幸福成色”
本报记者 尚敏贤 张 埥

飞机模型、室外游泳池、充满意
趣的墙画、干净整洁的民居……一场
小雨过后，宕昌县何家堡乡河口村的
村道潮湿干净，道路两旁花团锦簇、
风光正好，空气里弥漫着清新的泥土
味，还有既沾“土气”又接“地气”
创意改造，给走进河口村的人带来很
多惊喜。

“这几年，作为河口村人我亲眼
见证了村上发生的巨大变化。‘居住
小洋楼，设施现代化；夜晚路灯明，
大道近门庭’是我们村的新面貌、新
景象。”村民王红艳对村子的改变赞
不绝口。

河口村村容村貌的改变是何家堡
乡变化的一个缩影。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就进一步
深化农村改革提出一系列措施，对推
动‘三农’事业，助力乡村振兴意义
重大、影响深远。何家堡乡立足城郊
乡镇的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以‘村

庄美、产业兴、治理好、乡风和、百
姓富、集体强’为目标，紧紧围绕乡
村建设、产业发展、人居环境提升、
乡村治理等重点内容，纵深推进和美
乡村建设，为乡村振兴提质增效注入
了新的活力。”何家堡乡党委副书
记、乡长赵璧合说。

乡村振兴，美了村庄，富了
村民。

“河口村党组织带领群众用好用
活闲置资金资源，依托城郊区位优
势、民俗文化和山水风景，将美丽乡
村、乡村旅游和休闲农业深度融合，
倾力打造省级乡村旅游标杆文旅康养
示范村。”何家堡乡河口村党支部副
书记马曹英告诉记者。

走进河口村家庭农场，依稀还可
以看到西瓜采摘后的痕迹，一朵朵高
原夏菜鲜翠欲滴，一颗颗青枣迎风生
长、静待成熟……

不远处的金谷御食品有限责任公
司主要从事纯手工草木灰无铅皮蛋、
药材药膳皮蛋的加工与销售，产品远

销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等
地……

近年来，河口村立足地域优势，
采取“党建+合作社+农户”的模式，
盘活村集体闲置土地资源，大力发展
城郊观光度假、休闲养生、采摘体验
等特色农旅融合产业。

截至目前，河口村建成了栖林雅
居民宿、宕昌樱花谷休闲文旅产业园
和集餐饮、休闲、娱乐于一体的生态
园，村集体每年收入5万元，吸纳30人
就近就业，人均月增收2500元；2019
年引进的谷御蛋坊年产皮蛋310万枚，
带动周边乡镇48人就近就业，进一步
拓宽了村民增收致富的渠道。

和美乡村的“幸福成色”，不仅
美在面子，更美在里子。

河口村健全完善“党建+网格员+
户”工作机制，建成新时代文明实践
广场，开展“美丽庭院示范户”“好
媳妇”“好婆婆”等模范榜样评选活
动，引导村民涵养家风、崇德向善；
此外，完善村规民约，全面推行陇南
民事直说“1234”工作法，依托党群
服务中心建立“民事说事室”，深入
推进移风易俗，破除陋习、树立新
风，努力打造“村容美、民风淳、文
化兴”的美丽新河口。

“房前屋后都有花，菜园子里
种满瓜。”王红艳笑着说，“环境越
来越好，村子越来越美，旅游的人
越来越多，我们小卖部的生意也越
来越好了。”

陇南市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

第一次全体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召开

文县举办迎国庆暨民俗文化进景区活动

（上接第一版）

21日下午，甘肃省电商产业
发展主题推介会在我市召开，更
是为陇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
的土地增添了无限光彩，为陇南
电商产业的蓬勃发展注入了新的
动力。

聚力共创，躬身入局。“美
团将以先进科技为支撑，以优良
服务为使命，通过实际行动助力
甘肃广大商户、优质农产品供应
商拓宽新通路、开拓新思路、寻
找新方法，携手商家共同为甘肃
人民创造更好的生活体验。”美
团公司西北区公共事务总监杨建
伟说。

甘味品牌中心推荐官李旻昕
表示，将秉承“共享机遇、共谋
发展、共创繁荣”的原则，把甘
肃最好的农产品推介出来，真诚
地希望各方贵客通过甘味美食，
走进甘肃，了解甘肃，投资
甘肃。

阿里巴巴跨境电商（甘青
宁）服务中心总经理严伟对商家
和外资、外贸工作提出了建议：
“要推动省内企业开展对外贸易
业务，积极组织企业‘走出
去’，持续加大全省跨境电商园
区建设，利用省内高校资源，重
点培养有甘肃情怀的‘一带一
路’中高层次人才，为外资企业
提供专业的技术和管理人才支
持。”

陇南的滔滔江水，连绵群
山，造就了翠色欲流的山水胜
景、人杰地灵的璀璨文明、业兴
民富的城乡画卷、活力无限的发
展前景。

“电商产业发展主题推介会
不仅展示了甘肃及陇南电商产业
发展的最新成果，还为我们搭建
一个交流合作、共谋发展的平
台，各位嘉宾分享的国内国际电
商发展前沿模式，为我们电商新
征程的开辟提供了新方向。目前
已与拼多多、京东、公众号‘占
豪’，‘新财迷’团队等进行了
对接，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和
各大电商平台对接力度，争取促
成更多合作。”市电子商务发展
局局长王小元说。

现场观摩，凝聚“新”力量

一个个美丽村落掩映在陇南
绿水青山之间，一座座青瓦白墙
的房舍民居融于自然环境中，展
现着余韵悠长的乡居图景，蕴含
着诗意栖息的田园风情。

22日上午，服务团成员从武
都城区向西而行，一栋栋红白相
间具有藏式风格的楼房映入眼
帘，兰渝铁路、兰海高速穿村而
过，这里便是武都区坪垭藏
族乡。

近年来，坪垭藏族乡围绕
“陇南藏乡·醉美坪垭，经幡飘

动·莲花盛开”这一主题开发生
态康养乡村旅游，坚持“山上山
下一体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
的思路，已将坪垭打造成了集美
丽安置区、民俗文化、藏寨古村
落、生态观光农业为一体的AAA
级坪垭藏乡风情景区。

一路走，一路看。结束了武
都的行程后，他们又来到了美丽
的康县长坝镇花桥村。

花桥村位于康县白望公路沿
线，是茶马古道和三百里生态文
化旅游风情线上的重要节点。

服务团成员在这里边赏美景
边吃陇南特色美食，他们对甘
肃、对陇南印象深刻，感触颇
多，评价为“如诗如画的如意甘
肃”“美轮美奂的美丽陇南”。

“我是第一次来到陇南，到
这里后的第一个感受就是陇南的
空气非常的清新，乡村建设得非
常好，我将用我的画笔把这次的
感受和这里的风景描绘出来，通
过画作让更多的人了解陇南的美
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服务团
“艺心向党”书画委员会秘书
长、上海市政协委员赵锁平说。

松柏苍翠、庄严肃穆。22日
下午，服务团成员走进了两当兵
变纪念馆，向革命烈士敬献花
篮，重温了那段热血沸腾、荡气
回肠的革命历史。

1932年4月，习仲勋等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坚定的理想信
念、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和高超的
智慧胆略，发动了震惊陕甘的两
当兵变，打响了甘肃境内革命武
装斗争的第一枪，在陇原大地上
播下了红色革命的火种。

作为两当兵变发生地和红军
长征途经地域最广的地区之一，
陇南是一片红色的沃土，有着鲜
明的革命底色，给了陇南人十足
的历史责任感和属地自豪感。

知所从来，方明所去。
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副会

长兼人民美术委员会主任、人
民美术网创始人李德哲说：
“这是一次富有意义和深刻启
发的体验，让我对中国革命的
历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纪念
馆陈列的丰富的历史文物和珍
贵的图片资料，生动地展示了
两当的革命历史，这次参观让
我深深感受到中国革命的艰
辛，我们要更加珍惜今天来之
不易的幸福生活。”

“思想聚‘新’力，履职建
‘新’功”。

三天的考察服务活动中，服
务团成员充分发挥自身联系广泛
的优势，通过各种平台载体，大
力宣传推介陇南，吸引更多的人
到陇南来旅游和投资兴业，并提
出了许多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
为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陇南、不
断开创富民兴陇新局面贡献了
“新”力量。

（上接第一版）

多年来，赵武强坚持完善“陇小
南超级联农带农机制”，企业以“党
支部引领、销售公司驱动、生产公司
支持、种植合作社协作、农户参与”
为核心，充分发挥党建带团建的作
用，团建赋能，一群平均年龄不足
30岁的热血青年，凭借对家乡的热
情、责任和对新农业的执着追求，积
极学习电商知识，不断提升专业
能力。

截至目前，累计流转土地630亩，
与农户签订核桃订单种植面积达2万
亩，8000多户群众成为直接受益群
体。同时，通过超级联农数据库，陇
小南直接带动脱贫户522户，间接带动
10000余户。

“我们建立了青年电商创新创业
孵化载体运营机构沟通协调机制，打
造了‘青年电商学堂’，重点开展电
商运营、网络主播、短视频制作等领
域专题培训；打造了‘陇南市青年电
商孵化基地’，吸引青年来陇小南就
业创业，助力青年电商创业项目孵化
加速；成立了‘青年电商志愿服务
队’，引领青年在数字经济领域建功
立业，打造新业态下青年助力乡村振
兴的新模式。”陇小南团支部书记徐
兰说，陇小南将会继续发挥基层党组
织引领作用，锚定助力乡村振兴建设
目标，以党建赋能电商产业链发展，
引领着党员、青年和企业创新创业，
把电商致富的梦想一点一点拼成
现实。

每逢节假日和农特产品应季时
机，全市青年电商、网络达人、驻村

第一书记等在团市委、市青联的统一
组织下会开展不同主题的直播助农系
列销售活动，去年共直播助农43场
次，累计实现销售额达233.7万元。

（二）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才，希望在
青年。 

如何能让更多的青年电商尽快成
长起来，成为我市助力乡村振兴的新
动能？

基于此，我市注重靶向发力，优
化学习方式、丰富学习载体，通过积
极开展青年沙龙、读书分享会等形式
开展学习，引领广大农村青年在乡村
振兴中建功立业。

全国人大代表、陇南市青联委员
梁倩娟是一名农村电商从业者，多年
来，她通过互联网把家乡各种农特产
品销往全国各地，带动乡亲们增收。
今年以来，梁倩娟一共做了58场
直播。

值得一提的是，她发挥“青联委
员工作站”的作用，分享自己的学习
心得，为身边青年讲授电商知识，引
导带动身边青年开展学习、共同
进步。

此外，为进一步激发全市青年
建功立业的激情，团市委组织返乡
大学生、返乡青年开展了以青年创
业为主题的创业实践活动和“乡村
振兴 青春助农”直播带货活动，
累计举办各类直播带货1 0 0余场
次，参与青年300多名，帮助1万余
户农户增收，销售农产品5560余

万元。
“多亏了你们的帮助，直播带

货让我们的花椒打开了销路，而且
价格行情也更好！”看到自己家的
花椒被镇上的电商达人销售一空
时，武都区三河镇村民王富贵高兴
地说。

在这场助农直播行动中，我市青
年联合会在电商直播销售、乡村振兴
等一线挺膺担当，成为领跑乡村振兴
的青年带头人。

（三）

90后返乡创业青年崔东辉是参加
团市委组织的关于电商知识培训的农
村电商青年的优秀代表，作为“小崔
蜂蜜”品牌的创始人，他致力于线上
线下销售农家蜂蜜、花椒、土豆粉、
滋补类药材等农特产品。

理论之于青春，犹如阳光之于
花朵。

“我也是通过培训一步步成长起
来的，通过参加团市委组织的培训，
掌握了电商相关的业务知识，产品的
包装升级了、营销方式对路了，销售
量直线上升。”回忆起自己的电商
路，崔东辉无比感慨。

如今，他成立的公司旗下品牌
“小崔蜂蜜”先后被中央电视台“新
闻联播”“经济信息联播”“央视财
经评论”等多个频道报道，并帮助当
地16家合作社、54家蜂农207人次实
现增收。

近年来，我市大力培养青年电商
人才，实施了“培训、比赛、孵化”

相结合的育人模式，累计在电商领域
建立“青年之家”“青年电商孵化基
地”10余个，共培训农村青年电商人
才1000余人次，让有志于从事或推进
农村电商发展的年轻村组干部、农村
党员骨干、返乡创业青年、退伍军人
成为懂业务、会经营、能致富的电商
人才。

与此同时，团市委还积极联合
各大电商平台，共同培育青年电商
人才，在全市培育网络直播人才，
有针对性地推介销售本土农特产
品，帮助青年电商在实战中快速
成长。

张晓玲老家在武都区马营镇，她
是一名残疾人，平时要靠坐轮椅和拄
拐杖行走。

这几年，通过连续参加全市电商
培训，张晓玲很快掌握了网上开店的
相关技能，她开了一家“晓玲姐的小
店”的店铺，在网上销售她家种的中
药材，平时她负责在网上接单和做客
服的工作。

如今，张晓玲靠着开网店，一家
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放眼陇南，具备完善、成熟的电
商产业链，大量农村青年集中在电商
产业链周边从事生产、加工、物流、
包装和营销等环节，电商已经成为陇
南广大青年展现自我价值的大舞台，
乡村振兴的美好愿景也将一步步变为
现实。

站在新起点，展望新征程，全市
广大青年将一如既往、砥砺奋进，奔
赴田野，用智慧和青春浇灌陇南热
土、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王乐）9月24
日，陇南市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
第一次全体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召
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
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候选人李
逢春代表市总工会第三届委员会
作工作报告。

李逢春强调，今后五年，全
市工会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
作的重要论述、视察甘肃重要讲
话和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国工
会十八大、省工会十三大部署要

求，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改革
创新、奋发进取。针对系统性、
长期性、基础性工作和薄弱环
节、短板弱项，认真实施2大工
程，坚持做实3项活动，叫响擦亮
3大品牌，扎实开展4大行动，健
全完善3项机制，不断增强政治
性、先进性、群众性，持续提升
引领力、组织力、服务力，团结
引导广大职工群众坚定不移听党
话、跟党走，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幸福美好新陇南展现新
作为、作出新贡献。

陇南：“团”聚电商新青年，“电”亮乡村新发展

中秋时节，礼县崖城镇木树
关村吸引众多县内外游客前来
“打卡”观光。

木树村生态环境优良，森林
覆盖率高，有“天然氧吧”之美
誉。近年来，当地依托地理优势
和特色资源，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业，把美丽山水变为“美丽经
济”，助力农民稳定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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