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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罗艳）近日，
全市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视频调
度会议召开。会上，通报了全市
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情况，各县
区围绕目前项目推进情况和下一
步如何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
作了交流发言。

会议强调，要正视不足、强
化整改，以更务实的作风、更有
力的措施，高质高效推进高标准
农田建设工作。要加快项目建设
实施进度。紧抓秋收后、封冻前
的关键窗口期，集中人力物力，
提速度、抢工期、保质量，狠抓
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进度；要加
强项目资金拨付管理。严格落实

项目资金使用和管理有关要求，
压实资金拨付管理责任，专款专
用，结合项目建设进度及施工合
同约定，提高资金支付效率；要
提高工程质量监管实效。严格落
实工程质量管理属地责任，严把
设计、招标、材料、施工、监
理、验收等各环节质量关，督促
监理单位切实履行全过程监理职
责，常态化开展工程质量抽检，
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长效管护机
制，切实做好高标准农田各类设
施日常管护工作，确保已建成的
高标准农田长期发挥效益。

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
区农业农村局设分会场。

全市高标准农田建设

工 作 调 度 会 议 召 开

连日来，两当县城关
镇组织镇村干部、志愿
者、党员群众、公益性岗
位人员等，以饱满的热情
投入到环境卫生整治工作
中，掀起全镇环境卫生整
治热潮。
（两当县城关镇供图）

武都区黄坪镇：

巧用民事直说 打通“最后一米”
本报记者 曹 晟 王立宪

“我们剪子坪总共5户人，距离阿
婆峪主干道还有2公里左右，看能不能
把剪子坪的路也修一修。”在武都区
黄 坪 镇 崔 家 村 的 陇 南 民 事 直 说
“1234”工作法“固定说事日”说事
议事会上，剪子坪村民崔宝青说。

黄坪镇崔家村位于镇政府西北约
37公里处，下辖4个村民小组，阿婆峪
社剪子坪是群众的居住点。原先通往
剪子坪的是一条窄窄的土路，路边就
是深沟险壑，一遇到雨雪天气就泥泞
难走，出行很不安全，给剪子坪群众
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不小的困扰。

接到群众的诉求后，黄坪镇党委组
织干部多次前往剪子坪查看路况，入户
走访听取民意。在办公经费本不宽裕的
情况下，自筹资金，通过以工代赈方式
和“支部引领+党员带头+群众参与”模
式，对村道进行了拓宽与沙化。

“以前的小路只能骑摩托车，重
物都不敢载，现在路通到家门口了，
汽车都能直接开到院子里，出门干啥
都方便了，民事直说会真的为我们解
决了大问题。”剪子坪村民崔信平激
动地说。

民有所呼，必有所应。2023年1
月份，阿婆峪社村民在民事直说会上
提出了通社道路硬化的需求后，黄坪
镇党委多次实地查看，走访阿婆峪社
的群众，多方协调，功夫不负有心
人，终于在2023年4月，争取到武都
区交通运输局的专项资金580余万元。
历时6个月，这条长7.1公里、宽3.5米
的通社路顺利完工并投入使用，直接
受益群众800余人。

“从阿婆峪社通社道路全面硬
化，到剪子坪村道拓宽与沙化，我们
终于打通了这条通往群众家门口的
‘最后一米’。”黄坪镇人大主席赵
春亮说。

利民之事，丝发必兴。“近年
来，黄坪镇以‘固定说事日’为抓
手，通过在说事亭、说事长廊、农家
庭院、田间地头、村头巷尾等场所流
动说事，鼓励带动群众积极参与乡村
治理，用心用力办好群众所需、所
盼、所急，协调处理了多起关系群众
切身利益的堵点、难点问题。”黄坪
镇党委书记王翔说。

解决崔家村群众出行问题只是黄
坪镇全面推行陇南民事直说“1234”
工作法的一个缩影，在黄坪镇这样的

事情还有很多。
“马上放暑假了，我们两口子一

直在外打工，孩子跟随爷爷奶奶一起
在家生活，老人不识字，假期孩子在
学业上缺乏辅导，生怕放完假孩子的
学习又掉队了，全家人经常为这事愁
得睡不好觉，迫切希望村委能想办法
解决一下我们外出务工人员的后顾之
忧。”杨务村村民赵朝红向民事直说
委员会反映自己的难处。

学生暑期“看护难”是村里外出务
工人员最头疼的问题。接到群众的诉求
后，黄坪镇迅速行动，采用村镇“联办”
方式，积极组织镇村干部会同各村帮扶
工作队招募返乡大学生及在职教师、志
愿者，联合开办了暑假辅导班。

“自从孩子参加了村上的暑假辅
导班，我再也不用担心孩子学业没人
辅导了，孩子也不再去马路边、水
边、建筑工地等危险区域玩耍，安全
问题有了保障，我们很放心，工作干
劲也更足了。”各村外出务工人员都
有同样的感触。

据了解，辅导班从7月18日开始至
8月19日，为期31天，共接收学生100
余人。各村辅导班充分利用党群服务
中心、农家书屋、群众说事室等场所，

设置了全方位、多层次的辅导内容和形
式，满足了学生多样化选择，让孩子们
度过一个丰富而有意义的暑假。

“以前每个假期都是我自己写作
业，然而这个暑假我过得不一样，新老
师辅导我们暑假作业，教我们学习新知
识，还教育我们怎样做一个对国家有用
的人，我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丁家村
小学四年级学生赵欣说。

如今，每到暑假黄坪镇部分村党
群服务中心就格外热闹，有学生专心
学习的身影、此起彼伏的欢呼、抑扬
顿挫的朗读、活力四射的运动……这
是黄坪镇“呵护七彩童年”暑假辅导
班的生动景象。

自陇南民事直说“1234”工作法
推广以来，黄坪镇“线上线下”征集
各类事项560余件，办结480余件，办
结事项群众满意度达100%，真正实现
了民情直通、民意直达、民事直办，
绘好党员干部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
“最大同心圆”。 本报讯 为有效预防和遏制

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发生，加强
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陇南
市消防救援支队立足实际，采取
多项措施，扎实推进电动自行车
火灾防控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全市火灾
形势持续稳定。

齐抓共管，逐级压实责任。
支队联合多部门全力推进电动自
行车消防安全综合治理工作，对
全市电动自行车销售、使用、管
理等多个环节进行多层面监管，
推动社会单位落实消防安全主体
责任。充分发挥公安派出所、居
（村）民委员会等点多面广、熟
悉情况、贴近群众的优势，将电
动自行车火灾防范纳入其日常工
作范畴，督促各单位加强对电动
自行车违规充电、乱停乱放进行
常态化管理，进一步规范电动自
行车停放充电的消防安全问题。

综合治理，强力清除隐患。
各地联合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
对电动自行车销售点开展常态化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对电动自行
车销售领域实施高压整治，严厉
打击违法销售假冒伪劣、不合格
电动自行车行为。采取日常检
查、联合检查、错时检查、“回
头看”等形式，深入住宅小区、
居民楼院、出租房、社区和企业
单位等开展电动自行车隐患排

查，重点检查电动自行车进楼入
户、飞线充电、蓄电池违规充电
等突出隐患问题。同时，监督人
员发动各物业服务企业在小区开
展消防巡查，要求业主将电动自
行车统一停放到充电库（棚）
内，消除在楼梯间、疏散通道、
安全出口等位置停放电动自行车
的安全隐患。

宣传培训，构筑安全屏障。
各地对辖区内电动自行车销售、
维修单位员工以及单位、社区管
理员进行培训，重点普及电动自
行车日常维护、使用、停放以及
充电安全等方面的常识。广泛发
动消防宣传人员、消防志愿者、
派出所民警、基层网格员等力
量，深入辖区住宅小区、居民楼
院，沿街商铺、出租房、社会单
位等重点场所开展消防宣传教育
活动，通过发放消防宣传资料、
张贴宣传海报，讲解消防安全常
识，提高群众消防安全意识。同
时，利用小区宣传栏、LED显示
屏、楼宇电视等载体，高频次刊
播消防安全公益广告和安全提
示，切实增强消防科普的社会宣
传效果，提升广大群众的消防安
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

（来源：陇南消防）

市消防救援支队：

扎实推进电动自行车火灾防控工作

两当讯（通讯员高浩东 )眼
下，西洋参进入采收季节，在两
当县广金工作站西洋参种植基
地，一颗颗西洋参已经成熟，10
多名村民正抢抓晴好天气进行采
挖，田间一派丰收景象。

“你看这一窝长得好繁！”
“那一窝长得真大！”在大棚
里，时不时地传出村民议论
声。挖出来的西洋参，有的根
须长，有的像胖娃娃，还有的
像几根手指头挤在一起，奇形
怪状。村民拿起几根粗壮的西
洋参说：“这就是我们增收致富
的‘胖娃娃’。”

西洋参原产北美洲，其具有

滋补强身、养阴补气、生津止
渴、补肺降火等功效。近年来，
广金工作站大力发展“三养一
药”速效产业，依托丰富的自然
资源和优越的生态环境，将西洋
参作为重点发展的中药材产业之
一。通过科学种植和精细管理，
广金的西洋参品质良好，市场认
可度高，种植面积持续扩大。

“西洋参是比较适合我们当
地土质种植的中药材，管理成本
低，收益高，市场价格相对稳定。通
过近几年不断发展，目前，广金坝
村可采收西洋参面积达60余亩，
产值160余万元。”广金坝村支书
尹建军介绍道。

两当县广金工作站：西洋参喜获丰收（上接第一版）

城市治理不仅要有力度，还要有
温度。在城区全面实施专业管理与市
场化运营管理相结合环卫清扫保洁模
式，全力提升城市管理效能。紧盯城
市治理顽疾，扎实开展交通秩序“治
乱”、市容卫生“治脏”、生态环境
“治污”、城乡建设“治违”、公共
服务“治差”“五治行动”，打通服
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实现群众
便利和城市管理的有机统一。

以“智”赋能让城市更出彩

走进成县大数据中心指挥调度大
厅，在60多平方米的大屏上，成县视
频融合平台一双双“千里眼”管理着
城区每一个角落，哪里占道经营，可
以精准定位；哪里垃圾满溢，可以精
准识别；哪里踩踏草坪，可以喊话劝
离……

这是成县应用视频融合平台，实
现城市管理智慧化、高效化的生动写
照，这样高效便捷的管理，已成为成

县推动建设和发展新型智慧城市的有
效举措。

城市有多智慧，群众的生活就有
多美好。成县将先进的视频融合技
术、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云计算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入智慧成县建设
中，让“沉睡的数据”活起来，构建
起“智慧城市大脑”，为城市管理提
供科学决策，让大数据更好赋能城市
管理和发展。

“成县视频融合平台对占道经
营、垃圾桶满溢、垃圾乱堆乱放等监
测，实现实时感知、及时预警，彻底
解决城市管理中人力耗费大、发现问
题不及时、巡逻覆盖不足等问题。”
成县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马文秀说。

今年以来，成县把数字化、智慧
化城市建设摆在首位，为全县8个县直
单位和17个乡镇配置了机动车违停、
占道经营、烟火检测、人员防溺水、
人员草坪防踩踏、垃圾桶溢满识别、
垃圾堆放检测等九大类AI算法，实现
智慧城市视频资源“一屏统览、一网
统管、一网协同”，满足了多样化的

视频资源调度与业务使用需求，并服
务于城市管理各种应用场景的赋能应
用，赋予城市“能感知、能思考、能决策、
能指挥、能预见”的创新能力，让城市管
理变得更高效、更智慧。

以“改”促优让城市更宜业

近日，参与“局长走流程”活动
的相关部门负责人走进政务服务大
厅，通过走流程、坐窗口、跟随办、
听建议等方式，检验窗口服务质效，
促进营商环境不断优化。

“窗口是服务企业和群众的第一
线，是优化营商环境的最前沿，要主
动靠前服务，倾听群众意见，用好
‘容缺受理’‘不见面审批’等服务
手段，为企业节省时间成本，提高审
批效率。”成县发展和改革局局长任
小瑜说。

大力推进13个“高效办成一件
事”改革，实现事项“网上可办率”
100%、全程网办率99.69%。持续精简
审批流程，企业开办时间压缩到0.5个

工作日办结，个体工商户登记注册实
现即来即办、秒批秒办。持续深化以
减材料、减环节、减时限、优化办理
流程为主要内容的“三减一优”改
革，推动流程再造，从“最多跑一
次”向“一次也不跑”迈进。

成县还持续深化包抓联工作机
制，严格落实“白名单”“六必
访”，给企业提供全流程“管家式”
服务，拓展深化“政银企互动”合作
机制，以“信”换“贷”打通经营主
体融资难点堵点，全面简化用地手续
办理程序、时限，协调解决企业生产
运行各类问题。通过打好助企利企惠
企“组合拳”，破解制约，让要素活
力迸发，经营主体运营成本低、办事
效能高、贸易投资便利、发展预期稳
定，推动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提升县城品质，是时代之需，是
百姓之盼。成县以绿色生态为基石，
做优政务服务、公共服务、生活服
务，持续改善市民生活环境、营商环
境，一幅天蓝、水清、地绿、宜业的
生态城市美好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上接第一版）

走进兆丰农业的生产车间，一股
浓郁的豆香扑鼻而来。本土种植的
“麦茬”黄豆，在这里经历了一场蜕
变之旅。

经过浸泡、清洗、磨浆、过滤等一系
列严格的工序，这些黄豆变成了畅销市
场的豆皮、豆包、腐竹等精美食品。

“质量乃取胜之关键，我们在任何
环节都不松懈。”冉奎郑重地说，“我们
所有出口的产品，都严格遵循HACCP
（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以及
ISO22000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标准，
确保每一件产品都拥有卓越的品质，在
国际市场上绽放光彩。”

在追求品质的道路上，兆丰农业

从未止步。
“现阶段，公司正在建设一个5000

平方米的高标准十万级净化车间。这
个车间建成后，将成为行业内最先进的
豆制品生产车间。预计年产值可达1.2
亿元，实现出口创汇5000万元，同时还
将新增200个就业岗位。”冉奎说，这也
将为公司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建好一个企业，造福一方百姓。
目前，公司已有100余名员工，基本

都是附近镇村的村民，极大地拓宽了本
地村民增收致富的渠道。

“我在这里上班已经快一年了，每
个月能挣2000多元的工资，在家门口
工作，既能照顾家庭又能补贴家用，生
活越来越有盼头了。”伏家镇硖门村村

民马玉梅笑呵呵地说。
回顾公司8年来的发展历程，也并

不是一帆风顺。据冉奎介绍，公司在起
步阶段也曾面临销售难的问题，当时还
是以内销为主，没有打开外部市场。

“契机出现在2018年，当时一位国
外的客户对我们的豆制品非常感兴趣，
实地考察后很是满意，由此签订了第一
笔出口订单，后来出口订单逐步拓展至
25个国家和地区。”第一笔出口订单
达成的细枝末节，冉奎历历在目。

每一项辉煌成绩的取得，都离不
开政策的强力支持。

一直以来，市县两级政府和经济开
发区多措并举，在扶持企业减轻负担、
搭建市场拓展平台、鼓励技术创新研发

投入等方面不遗余力。
“特别是在销售方面，只要是有

助于我们拓展销售渠道的机会，政府
和开发区都会尽力协调，帮助我们参
加各类展销会、洽谈会，每一次的效
果都非常好。”冉奎说。

目前，公司可实现年产腐竹1200
吨、油皮1000吨、豆干600吨，豆制
品年产值总计约7000多万元。

展望未来，冉奎信心满满。“今
后要更加全力以赴，以精益求精的态度
提升产品质量与服务水平，继续加大研
发投入，推出更多符合市场需求的新产
品。同时，我们将加强品牌建设，提高
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让更多的消费
者了解和认可我们的产品。”

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 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

（上接第一版）消费市场回暖，
前三季度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3382.5亿元，同比增长3.9%；
进出口增速持续提升，对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快速增
长，前三季度，全省进出口总值
423.2亿元，同比增长11.4%。其
中，出口总值89 .6亿元，下降
3.8%；进口总值333.6亿元，增长
16.4%。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进出口315.7亿元，增长12.4%，占
全省进出口的74.6%。

财政收支保持增长，金融运
行基本稳定。前三季度，全省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776亿元，同比增
长3.8%；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515

亿元，增长3.8%。截至9月末，全
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28287亿元，同比增长7.6%；各项
贷款余额28974亿元，增长5.7%。

居民收入稳步增加，农村居
民收入增长快于城镇居民。前三
季度，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9108元，同比增长6.1%。按常住
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增长4.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增长7.5%。从收入来源看，
全省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经营
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分别增长
6.9%、6.6%、6.1%，财产净收入
下降2.0%。

（据《甘肃日报》）

前三季度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