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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曹 晟 王立宪

  “咱们村里的广场上，有群众乱
堆柴草，不仅占用公共资源，还不美
观。我们村上还没有活动场所，希望
村上重视一下。”在武都区安化镇寺
林山村民事直说会上，村民曹两国向
村干部提出了意见。
  “今天是‘说事日’，乡亲们还有
什么需要我们解决的就在会议上提
出来。”寺林山村专职化书记张朝军
听完曹两国的诉求并记录下来后说。
  每隔一段时间，安化镇各村都会在
村委会召开“民事直说”会议。据了解，
“民事直说”以村党组织为核心、以村民
群众为主体，党员干部、第一书记、包村
干部、乡贤共同参与，群众可以在此表
达对村级发展、基层党建、乡风文明、社
会和谐、扶贫帮困、利民便民等方面的
诉求和心声。
  安化镇寺林山村的活动广场，因
为常年闲置，一些村民便把柴草堆积
在了广场上，有的甚至还自建了杂物
间，不仅影响了村民的生产生活，还
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在接到群众的反映后，寺林山村
民事直说委员会和群众代表第一时间
到现场查看实际情况，商议处理办
法。以“镇村联办”的方式，成立专
班，分批上门入户，对涉及的10户群
众进行入户走访。
  “我们入户主要从政策方面进行
宣传，同时从长远发展的层面对群众
进行教育引导，最终赢得了当事人的
理解和支持。”张朝军说。
  随后，民事直说委员会立即行
动，由党员干部带头，发动在家群
众，共同开展拆除整治工作。经过10

天持续奋战，拆除村民自建杂物间10
余间，清理柴草堆、石堆10多处，村
内人居环境焕然一新。
  “完成拆除整治工作后，政府还
对活动广场重新进行了规划修缮，并
在上面修建了新的党群服务中心。不
仅美化了村内的人居环境，而且我们
去服务中心办事也更加便利了。”寺
林山村村民焦小龙说。
  如今的活动广场，地面铺上了整
齐的地砖，造型各异的花园坐落在广
场边上，每到农闲时，村民们便三三
两两聚在这里，有的下棋、有的跳
舞，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
  “现在的广场又宽敞又整洁，我
们老年人晚上出门散散步、下下棋，
非常的方便。”寺林山村村民曹小虎
脸上洋溢着笑容。
  自陇南民事直说“1234”工作法推
行以来，安化镇以“主动创稳”为抓手，
用足用活陇南民事直说平台，畅通了群
众诉求渠道，不仅改善了人居环境，同
时还化解了一批矛盾纠纷。
  “把我家房子拆了建文化广场，
让两位老人住哪？”这是杜家愣村民
事直说委员会成员在入户走访时遇到
的一件“烦心事”。
  杜家塄村位于安化镇西北部，距
镇区10公里，全村人口235户771人，
是陇南市乡村振兴示范村。杜家愣村
在推进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规划用地
中涉及到部分村民的房子，修建文化
广场需要将这些房子拆除，在项目建
设中如何保障村民的利益，是当地需
要考虑的重点工作之一。
  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杜家愣村
及时召开了民事直说委员会，就实际
情况进行研讨后，采用“镇村联办”

的方式，镇村干部和民事直说委员会
成员多次上门入户做思想工作。
  “因为修建广场确实涉及到了部
分村民的利益，我们入户对村民耐心
讲解示范村建设的积极意义，村民也
表示了理解，同意将房屋拆除，两位
老人也得到了妥善的安置。”杜家愣
村村干部蒲艳丽说。
  文化广场的建成，极大满足了当
地村民的文化生活需要，也“解锁”
了村民生活新模式，丰富村民精神文
化生活，为乡村振兴既“塑形”又
“铸魂”。
  今年以来，安化镇全力推进陇南
民事直说“1234”工作法，累计说事
428件，已化解425件，化解率99%，
真正实现了民情直通、民意直达、民
事直办，达到了“小切口”解决“大
问题”的目的。
  “我们将坚持党建统筹，发挥各
级职能，紧扣重大项目建设协调保
障，紧盯重点信访矛盾问题，紧贴群
众所需所盼，做到干部主动问事、群
众敞开说事、集中力量办事，全力用
好陇南民事直说‘1234’工作法，营
造安化高质量发展的优质环境！”安
化镇党委书记王鸿来说。
  如今，走进安化镇，宽敞整洁的
村道，星罗棋布的“小公园”，内容
丰富的彩绘文化墙……一幅乡土气息
浓郁、人文特色鲜明，人居环境优美
的美丽乡村画卷展现在人们眼前。

决定任命：
  汪精海为陇南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郝爱龙为陇南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陇南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
次会议决定，于2024年12月上旬在武都召开陇南市第
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会期3天半。会议的建
议议程是：一、审议陇南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二、审
查和批准陇南市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
行情况及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

告，批准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三、审查和
批准陇南市2024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25年全市
及市级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批准2025年市级财政预
算；四、审议陇南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五、审议陇
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六、审议陇南市人民检
察院工作报告；七、选举和表决事项；八、其他。

陇 南 市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关 于 召 开

陇南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的决定
（2024年10月29日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陇南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
会议决定：陇南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旁

听人员名额为10名，九县区、陇南军分区10个选举
单位各1名。

陇南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公民旁听

陇南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名额的决定
（2024年10月29日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陇南市第五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决定：接
受高天佑辞去陇南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副主任、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田晓琴
辞去陇南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
职务，曹勇辞去陇南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副主任、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李廷
俊辞去陇南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
主任委员职务，陈荣辞去陇南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
会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并报陇南市第五届人
民代表大会备案。田晓琴所任的陇南市第五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
职务终止。

陇南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接受高天佑等人辞去陇南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专门委员会职务的请求的决定
（2024年10月29日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陇南市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办法》的相关规定，陇南市

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决
定：接受刘诚辞去陇南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的请
求，并报陇南市人民代表大会备案。

陇 南 市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关 于 接 受

刘诚辞去陇南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的请求的决定
（2024年10月29日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陇
南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

次会议决定：接受李宏武辞去陇南市监察委
员 会 主 任 职 务 ， 并 报 陇 南 市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备案。

陇 南 市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关 于 接 受

李宏武辞去陇南市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的决定
（2024年10月29日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陇南市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办法》的规定，

陇南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
次会议决定：杨恭为陇南市监察委员会代理
主任。

陇 南 市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关于杨恭为陇南市监察委员会代理主任的决定
（2024年10月29日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礼县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杨郃、康县人民代表
大会选举的刘诚因工作变动，调离本行政区域，代
表资格自行终止。
  武都区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任建荣、马婕，宕
昌县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王向珍，文县人民代表大
会选举的周祺年、樊浩，康县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
刘晶、王建平、陈怀虎，成县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
尹强，徽县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张立新、王娟、张
顺生，西和县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唐春梅、王安
全、何涛，礼县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苏志强、冉玉
清、梁志军、司宝平，两当县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
路剑平、杨慧芳、苟小明、刘瑞稳、阴峻峥等24
人，因工作变动，请求辞去陇南市第五届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职务，各县区人大常委会均已接受。

  根据代表法规定，以上26人代表资格终止。其
中杨郃的代表资格终止后，其陇南市第五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职务相应终止。路剑平、冉
玉清、尹强、苏志强、杨慧芳、王安全的代表资格
终止后，其陇南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委员职务相应终止；路剑平的陇南市第五届人民代
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相应终止；
冉玉清的陇南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
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职务相应终止。
  截至目前，陇南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
表309名。
  特此公告
      陇南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4年10月29日

陇南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34号

陇南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命名单

（2024年10月29日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任命：

  杨恭为陇南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

任命：

  牟青为陇南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何娴为陇南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陇南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任命名单
（2024年10月29日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陇南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任命名单

（2024年10月29日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武都区安化镇：

用实民事直说 打好基层治理“组合拳”

  （上接第一版）

  “礼县三国文化产业园以‘三
国’文化为背景，围绕诸葛亮‘六出
祁山’的史实，精心打造了集三国主题
旅游、历史穿越体验、全民国防教育、户
外亲子拓展、乡村产业振兴等为一体的
全业态、全要素旅游体验胜地。”礼县祁
山镇党委书记翟芳洲介绍说。
  千年文脉，弦歌不绝。三国文化
产业园的建成让礼县深厚的文化再次
走进大众视野，让文化自信的暖流，
传遍礼县、甘肃，乃至全国。
  周礼秦制、秦风汉韵。早在3000
多年前，秦始皇的祖先在这里牧马狩
猎，开化拓土，始国东进，最终雄霸
中原一统神州。
  2004年以来，早期秦文化联合考
古队在西汉水上游的考古成果证实，
礼县境内有丰富的大地湾一期文化、
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
常山下层文化、案板三期文化、周秦
文化和寺洼文化等遗址与遗存。
  曾经参与了“大堡子山遗址”和
“西山遗址”发掘研究的考古学家、
西北大学博士生导师梁云先生说：
“礼县境内荒凉的山沟里蕴藏着无与
伦比的文化遗产。”
  礼县古迹遗址众多，文物遗存丰
富，是甘肃古文化遗址遗存最为丰富
的地区之一，有不可移动文物点188
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处、省级
文保单位8处。
  泱泱秦文化，巍巍“大一统”。
  了解礼县秦文化必然要去的地方
就是甘肃秦文化博物馆，馆内每一件
文物背后都承载着一段历史，游览其
中，踩着记忆的脚印，追本溯源，秦
人恢宏的历史脉络更加清晰。
  从秦人盛世到现代文明，秦人锐
意进取的精神刻在骨子里，藏在血脉
中，为这方土地留下了生生不息的文
化基因。

二

  秦皇湖畔看伊人碧波荡漾，西汉
水风情线上听一曲在水一方，甘肃秦
文化博物馆里领略一个王朝的文明印
记，武侯祠中品味六出祁山的诸葛智
慧，官盐井内追忆诗圣如何成就卤城
千古文章。
  文化历史的积淀、大自然孕育的馈
赠，成就了礼县文旅发展的天然财富。
  近年来，礼县围绕先秦、三国两大
品牌，深入挖掘历史沿革、自然资源、人
文风情等发展要素，确立了“秦皇祖邑·
三国胜地”“中华原生文明发祥地”“诗
经·秦风·蒹葭诞生地”“诗和远方旅游
目的地”等目标定位。
  突出“早秦文化、三国文化、生

态旅游”三大特色，着力打造“秦西
垂寻根游、三国古战场游、盐井古街
体验游、秦皇湖休闲游、大香山—翠
峰山水—上坪草原生态康养游”五条
主题旅游线路，打造沿西汉水布局的
“百里文化旅游经济带”，聚力创建
秦汉文化百亿产业园。
  站在高起点上，礼县加快推进文体
旅深度融合发展思路明晰，成效凸显。
  以优化文旅融合发展布局，擦亮
特色品牌。围绕先秦文化和三国文化
这两张“关键牌”，分区域打造“诗
经·秦风·蒹葭原创地”“秦皇祖
邑·三国胜地”“三国蜀魏之争征战
地”文化品牌，规划了“一区、三
园、三线、五产业”的发展布局。
  以夯实文旅融合发展根基，加强
设施布局。编制了陇南礼县秦汉文化
旅游产业带发展规划，涵盖6大核心项
目和25个支撑项目，着力打造“世界
文化遗产、国家5A级旅游景区、国家
共同富裕示范区、国家乡村振兴样板
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国家先秦
文化聚焦区”。
  以增强文旅融合发展后劲，深度
挖掘潜力。秉承“旅游+”理念，全领域
深挖资源潜力，精心打造了大秦崛起文
化游、三国风云文化游、生态风光休闲
游等三条“精品主题旅游线路”。
  ……
  一项项谋划、行动，于关键处落
子、彼此连接成势，逐步推动礼县形
成优势显著的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势头。
  文物承载文化自信的深厚底蕴。
礼县扎实推进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单位
升级申报工作，四角坪遗址、祁山堡
遗址、西山遗址、盐井祠遗址成功申
报为省级文保单位。
  礼县四角坪遗址最终评选为
“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礼县雕漆技艺等9个非遗代表项目被列
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立足实际，礼县把富集的文化资
源转化为发展优势，让“秦祖故邑·
三国胜地”这张名片叫得响、能
发光。
  数据显示，今年1-7月份，全县旅
游接待385.1万人，综合收入21.18亿
元，同比增长107.48%。
  古韵今风交织下的锦绣礼县，加速
培育壮大文化旅游战略性支柱产业，
成为越来越多的人心中的打卡热地。

三

  历岁月更迭，续璀璨文脉。
  迈步新征程，时光沉淀的文化历
史“宝藏”，正赋予礼县无限可能。
  近年来，礼县坚持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找到了秦文化和现代生
活的契合点，一批守正创新的“样
本”正脱颖而出。
  “文化遗产不只是厚重、肃穆的，也
可以萌萌的、有生活气息的。”礼县秦源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财务总监马飞说，将
秦文化元素“化身”为带有表情的卡通
公仔，“秦小龙”系列一经推出就俘获了
众多游客的心。
  秦皇祖邑礼县的悠悠文脉、万千
气象、诗意之美，绵延传承。
  礼县依托131种非遗特色民俗文
化，开发了民俗体验、文化演艺产
品；依托良好自然生态资源，开发了
休闲度假、水上游乐、户外运动等
产品。
  当前，文旅融合迎来转型升级新
机遇的同时，文旅产业也面临竞争加
剧的挑战。如何推动文化和旅游各领
域、多方位、全链条深度融合？
  秉承将历史引入生活的目标，礼
县将牢树“旅游+”理念，精准聚焦市
场需求，聚全力培育礼县文旅品牌，
构建“大景区＋全域游”发展格
局———
  高质量建设秦汉文化产业区“一
大区块”；
  高品位建设大堡子山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祁山三国文化产业园、秦皇
湖农文旅融合产业园“三大园区”；
  高层次打造大秦崛起、三国风
云、西汉水风情文化旅游“三条线
路”；
  高端化培育秦汉旅游实景体验、
青少年历史文化研学、生态康养品质
旅游、农旅融合非遗民宿、大秦源起
文创等“五类文旅产品”，实现由文
化旅游资源大县向文化旅游发展强县
转变“根本目标”。
  同时，礼县将谋划实施一批强力
支撑文旅产业发展的优势项目，抓好
景区提档升级工作，力争2025年年底
前新创建国家4A级景区1个、3A级景
区2个。
  新形势，育新机、开新局。通过
培育发展多元业态，将吸引更大消费
市场，更好领略礼县的自然之美、文
化之美、和美之美。
  文旅融合之风正盛，诗意与远方
共舞。
  在礼县，白天可游秦皇湖、逛博
物馆，对话历史之余，体验皮影戏、
春官、剪纸等非遗之趣；入夜后可漫
步三国产业园、盐井广场，在光影中
沉浸式感受烟火人气。
  当下，礼县正一步一个脚印，沿
着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之路，以全新
的姿态、崭新的面貌，热情洋溢地奔
赴文旅融合的“诗与远方”，书写着
礼县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全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