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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郝雅妮）眼下，
正是油橄榄采摘加工黄金期。11月1
日，国网武都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
走进位于武都区吉石坝的陇锦园油
橄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对厂区供用
电线路、用电设备等进行全面检
查，消除安全隐患，为企业排忧
解难。
  这两天正值油橄榄采摘丰收
季，院子里摆满了油橄榄果。陇锦
园橄榄园经理王瑞说，今年计划榨

油2000吨，从10月22日，正式开始
榨，一个月左右就榨完了。这两天
有很多农户陆续过来卖橄榄果或
榨油。
  “榨油期间，要多检查这些设备，
比如设备的发热，多测一下温度，有
啥事情，随时联系我们处理。”供电公
司工作人员李师傅叮嘱道。
  “感谢你们的帮助，有了你们
的支持，我们油橄榄企业发展的动
力更足了。”王瑞高兴地说。

  本报通讯员 王 宝 姜波亮 杜宗皞

  霜降过后，西和县晒经乡刘河村的100
多棵老树柿子红透枝头，迎来丰收季。
  11月伊始，刘河村党支部书记刘小霞
接到了一笔大订单，西和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帮销集中订购了2000箱晒经柿子，为当
地柿子打开了销路。晒经乡党委政府听闻
消息，立即组织镇村干部20余人，在刘河
巧妹种养专业合作社乡村就业帮扶车间，
对已经采摘的柿子进行分拣、装箱。经过
两个多小时的忙碌，第一批600箱柿子整装
待发。
  “我们刘河村的柿子远近闻名，全村有
上百棵老柿子树，每年结果近5万斤，今年
我们依托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统一收购
村民的柿子，千方百计拓展销路。目前我们
已经收购了2万多斤，全部销往县城和周边
县区，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同时，真正使群众

增加了收入。”晒经乡人大主席符小英介
绍道。
  晒经乡平均海拔1430米，气候温暖湿
润，生长的柿子皮薄肉多、底红霜细、糖分
高、口感好，深受顾客青睐。同时，晒经乡
通过创意产品包装，以及连日来的网络宣
传，“老树柿子”品牌已然成为市场上的抢
手货。
  今年以来，晒经乡依托得天独厚的自
然条件，大力推介当地特色农产品，通过
举办乡村音乐会、短视频大赛、土特产直
播带货等特色活动，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晒
经打卡游玩，进一步增强了文旅赋能和带
动作用。
  同时，晒经乡通过深挖农产品特色内
涵，陆续打造“连翘茶”“晒经石”“晒经
竹编”“老树柿子”等特色牌，在推动农产
品产业品牌化、一体化的同时，进一步增加
了农民收入，助力乡村振兴。

  宕昌讯（记者刘国庆）近日，
宕昌县聚焦农村分散特困供养人员
的冬季取暖问题，集中精准发放取
暖煤，解决困难群众燃“煤”
之急。
  在宕昌县好梯乡麻子沟村“暖
心煤”发放现场，前来领煤的群众有
序签字、领取燃煤，满心欢喜地将“温
暖”带回家。在燃煤发放过程中，乡村
干部还提醒大家在取暖时要注意通
风，一定要预防一氧化碳中毒等问
题，确保温暖安全过冬。
  “乡政府早早把‘暖心煤’装
袋，给我们送到家门口来了，块头
大、质量好，够烧一个冬天了。”
麻子沟村五保户范路喜满心欢喜
地说。

  “冬季取暖是民生大事，更是
民心大事。随着气温降低，立冬将
至，宕昌县开展‘寒冬送温暖’专
项救助行动，县民政局给我乡五保
户统一供应越冬‘暖心煤’93吨，
按照户均1吨的标准，这几天，乡上
组织力量集中送煤到户。”好梯乡
党委书记姚蕊洁说：“‘暖心煤’
的发放，提升了困难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好梯乡将以
群众需求为导向，结对关爱，走访
探视，纾困解难，保障困难群众安
全温暖过冬。”

  西和讯（通讯员杨丹）近年
来，西和县坚持以人为本、生态优
先的城市绿化建设理念，聚焦群众
关切，利用城市边角地、闲置地等
“见缝植绿”，因地制宜增设儿童
游乐设施、体育运动设施，大力推
进城市绿化建设，将微型公园形态
与社区生活有机融合，最大限度满
足居民健身休闲的需求。
  在城市建设过程中，西和县
树牢精品意识，不断优化设计方
案，在一路一景、一草一木上下
足“绣花”功夫，让群众出门即
见绿，在举步之间便能感受自然

与城市的和谐共生。从城北到城
南，走入现在的滨河路，随处可
见碧树花丛层层叠叠，名人诗词
石雕和创意景观墙独具特色。市
民们或在各类健身器材上锻炼身
体，或沿着步道散步聊天，一派
悠闲自得的生活场景。
  此外，为满足群众的需求，西
和县还分段建设了公共厕所、儿童
攀爬区、成年健身区、健身步道，
增加了智慧停车位，有效缓解了城
区停车难，也为周边居民提供了一
个休闲娱乐的活动空间，拓展了城
市出门入园生活服务圈。

  近日，陇南市召林良种苗木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社员在加工橄榄油。
  据合作社负责人谈召林介绍，自油橄榄鲜果采摘开始，收购油橄榄果工
作自武都区外纳镇逐步向西展开，目前已加工鲜果700余吨。合作社以油橄
榄良种苗木培育销售、油橄榄鲜果收购、橄榄油及农副产品加工销售等为
主。合作社引进油橄榄榨油成套设备，建成汉王油橄榄加工帮扶车间，有效
解决群众交果难问题。            本报记者 尚学英 摄

  本报通讯员 刘建军

  人间至此秋色尽，草木摇落露为
霜。霜降节气的到来，乡村进入了农
闲时，但在成县纸坊镇梁河村的艾草
种植基地，却是一片繁忙的丰收景
象。30多名群众正加紧采收艾草，陆
续送往加工厂。
  走进种植基地里，一股清新的
艾香味迎面扑来。群众散落在艾草
中间，或手持镰刀收割，或弯腰扎
捆，或提捆装车，欢笑声、收割
声、鸟鸣声，让空旷的乡村田野格
外热闹。
  “艾草具有生命力强、适应性
广、管理简单、一次种植连续收获等
特点，经过加工提炼出来的‘艾绒’
经济效益更是可观。”梁河村党支部

书记梁兰兰说。
  说起梁河村艾草产业的发展，就
绕不开产业带头人梁兰兰。有着多年
艾草种植经验的他，2023年在纸坊镇
党委的带领下，到山西、河南、内蒙
古等地考察学习，看到艾草销路广、
价格稳定、市场前景比较好的优势，
回村后他通过村集体经济合作社流转
20多亩土地种植艾草，通过示范引
领，带动周边群众种植艾草500多
亩，艾草种植成为增加群众收入的新
路径。
  为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
值，今年，在驻村帮扶工作队的支持
下，采用“党支部+驻村帮扶+公司+
农户”的模式，投资160多万元建成
艾草加工厂，建成艾草提绒车间、艾
产品加工车间、原料库房、晾晒场

等，配置了脉冲环保提绒机、自动破
捆上料机、全自动卷条机、足浴包灌
装机等设备，研发出了艾枕头、坐
垫、足浴包等系列产品，初步形成了
以艾草种植、艾绒加工、产品研发、
多元销售的艾草全产业链。
  “我们今年不仅带动群众增收80
多万元，村集体经济增收22万元，用
工最多的时候每天有五六十人，让群
众在家门口实现了务工增收。”梁兰
兰说。
  随着艾草种植规模不断扩大，越
来越多的群众加入艾草种植、加工行
列中，共同推动当地经济发展。“艾
草种植不仅增加了我们的收入，还为
我们带来了致富的希望和信心，相信
在政府的支持和我们的努力下，艾草
产业一定会越来越兴旺。”梁河村村

民秦会明说。
  由草变宝，从种植到加工再到
销售，小艾草也成为带动乡村振兴
的“富民草”。纸坊镇副镇长李秦
岭表示，纸坊镇将针对艾绒系列产
品销路好，艾草种植缺口较大的实
际，依托党支部共建产业联盟，持
续扩大艾草基地种植面积，探索艾
草产业多元化发展，不断提升艾草
附加值，有效带动周边更多群众参
与到艾草产业各环节，实现群众在
家门口有活干、有钱赚，以产业振
兴带动乡村振兴。

成县纸坊镇：

艾草变身“致富草” 铺就乡村振兴路

西和县：

“微型公园”扮靓城市生活空间

宕昌县：

“暖心煤”让困难群众温暖过冬

国网武都区供电公司：

电力服务保障油橄榄好“丰”景
  11月1日，西和县姜席镇角扇村
村民正在为油菜施肥。
  近年来，西和县大力鼓励农户利
用冬闲田扩大油菜种植面积，实现油
菜增产增收，促进了全县粮油产业绿
色健康发展。目前，该县种植冬油菜
6.3万余亩，亩产量达300斤左右，有效
促进了农民增收。
   本报通讯员 梁云霞 摄

西和县晒经乡：

柿子红透销路畅 镇村干部齐心忙

  本报讯（记者马鹏洲）眼下，正是
滑子菇采摘的时节，走进徽县榆树乡剡
坝村食用菌种植基地，大棚里200万棒
的滑子菇长势喜人，村民们穿梭于大棚
间，忙碌地采摘成熟的滑子菇。
  “在这每天能挣100多元，工作强
度不大，还能照顾家里。”剡坝村村民
马文礼，自滑子菇成熟以来就天天在基
地干活，在剡坝村，像马文礼这样的务
工村民有50多人。
  经过不断地试种探索，剡坝村食用
菌种植基地的滑子菇越来越受到消费者
青睐。据了解，今年基地滑子菇上架
250棚，共200万棒，预计产量达600万
斤，产值约1500万元。
  “我们基地进入了采摘期，刚刚摘
了一茬，收获了12万斤滑子菇，当天采
摘便会进行加工处理，带动周边农户来
基地务工补贴家用。”甘肃鑫亮食用菌
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辛亮说。
  近年来，剡坝村立足当地独特的
自然条件，利用闲置资源，帮助甘肃
鑫亮食用菌开发有限公司落地剡坝，
发展滑子菇、香菇等食用菌，壮大村
集体经济，辐射带动周边农户在家门
口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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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一版）

“沟通蓝”：搭建桥梁促和谐

  “蓝马甲”服务的核心在于构筑
政企民之间的沟通桥梁。他们不仅提
供便捷服务，还积极倾听群众意见建
议，不断优化服务内容与方式。这种
“双向互动”模式，既提升了政务服
务效能，又增强了群众对政府的信任
与支持。
  在政务服务中心，“蓝马甲”的
温暖瞬间不断出现。他们扶着行动不

便的张奶奶办理社保卡业务，全程贴
心陪伴。“谢谢，谢谢，这些娃们多
好呀！”张奶奶办完业务满脸笑容，
嘴上不停地感谢着她们。
  马先生在给母亲办理残疾证时，
对材料填写产生困惑，“蓝马甲”全
程陪同材料填写、申请服务。这些温
暖瞬间，让群众感受到了政务服务的
温度，同时很好的彰显了“蓝马甲”
的责任与担当。
  文县政务服务中心统一建立帮办
代办队伍，规范服务流程，细化服务
内容，由“被动”变“主动”，为群

众提供“一对一”全流程帮办、陪办
服务，严格落实一次性告知、首问负
责等制度，全力打造家门口的政务服
务中心，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
里”。截至目前，累计提供帮办代办
服务80 0余人次，群众满意度达
100%。

“未来蓝”：持续优化向未来

  持续优化服务，提升群众满意
度。据了解，“蓝马甲”服务将始终
秉持“以人为本 服务至上”理念，

不断优化服务内容与方式。加强业务
培训，提升服务质量；引导督促业务
窗口简化流程、优化服务；加强系统
间沟通合作，打破数据壁垒；推进信
息化建设，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加强
与社会各界沟通合作，共同构建和谐
高效的政务服务环境。
  “蓝马甲”暖人心，政务服务
“零距离”。文县政务服务中心努力
打造“只进一门、只进一窗、只跑一
次”“让数据多跑腿、群众少跑腿”
的阳光政务平台。不仅体现了政务服
务中心对群众需求的关注和回应，也
展现了政府在推动政务服务创新、提
升群众满意度方面的决心和行动。
  文县政务服务中心主任刘星洲
说：“我们将持续打造‘蓝马甲’服
务品牌，让政务服务更贴心、更便
捷、更高效，绘好文县政务服务蓝色
新画卷。”

（上接第一版）沿白龙江河道岸线
打造的绿化景观、步行道、自行车
道等设施，为市民提供了丰富的户
外活动空间。每天傍晚，都有大量
市民在这里散步、健身、骑行，享
受着大自然的美好。让人们在欣赏
美景的同时，深刻感受到生态环境
改善带来的幸福感。
  为了让美丽河湖建设深入人
心，武都区还加强了宣传教育。通
过举办各种环保活动、开展环保知
识讲座等形式，增强了公众对河湖
保护的意识和责任感。鼓励群众积
极参与河湖治理，形成了全民共建
美丽河湖的良好氛围。
  如今，武都区的美丽河湖已成
为当地的一张亮丽名片。清澈的河
水、绿意盎然的河岸、丰富的水生
生物，构成了一幅美丽和谐的生态

画卷。人们在河边漫步、休闲娱
乐，享受着大自然赋予的美好。美
丽河湖不仅提升了人民群众的生活
品质，也为武都区的可持续发展注
入了强大的生态动力。
  未来，武都区将继续坚定不
移地走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之
路。进一步完善河湖长制工作体
系，加强执法监管，确保河湖生
态环境持续向好。加大对美丽河
湖建设的投入，不断拓展和深化
建设内容，提升建设品质。同
时，积极倡导全民参与，让每一
个武都人都成为生态文明家园的
建设者和守护者，共同书写武都
区更加美好的生态篇章，让这片
土地上的水更清、岸更绿、景更
美，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满。 
     （据人民日报客户端）

有一种蓝，叫“暖心服务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