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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陇南中院主动作为、热情服
务，设立涉企绿色通道，深入企业化
解矛盾纠纷，减免诉讼费用，为我们
企业发展，创造了和谐稳定的营商
环境。在此，我代表合作社向你们
表示感谢！”近日，宕昌县沙湾镇某
鲟鱼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鱼池业主
来到市中院感谢道。
  2021年7月，某路桥公司在工程
施工中不慎损坏了宕昌县沙湾镇某
鲟鱼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鱼池进水
管道，浑水流进鱼池，导致部分种鱼
和鱼苗出现死亡，因事发时间正值
疫情期间，取证及司法鉴定等工作
遇到困难，双方在有关方面的协调
下多次协商，但最终未能达成解决
方案。
  2024年，鱼池业主向法院提起诉
讼，请求判令施工方赔偿经济损失
70余万元。案件上诉至陇南中院
后，陇南中院依职权进行调查取证，
在市农业农村局的支持下，渔政管

理部门依据行业有关标准，向法院
出具了受损情况的询价证词，陇南
中院作出判令施工方赔偿鱼池业主
经济损失4万余元的判决。由于案
件的特殊性，合作社作为小微企业，
鱼池业主为此事奔波多年，而问题
迟迟得不到妥善解决，为依法保护
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优化法治化营
商环境，陇南中院依据有关规定，依
程序报请相关会议研究，决定对鱼
池业主承担的一二审诉讼费2万余
元予以免交。
  日前，鱼池业主收到施工方赔
偿损失的款项和市县两级法院退回
的诉讼费后，向陇南中院送来了一
面“助企纾困解难，司法护航民生”
内容的锦旗，以表达对法院的感激
之情。   （来源：陇南中院）

  本报通讯员 巩 凡

  近年来，西和县按照“扩基地促
规模、提质量促增效、抓龙头促带
动、树品牌促营销”的总体思路，大
力推进中药材产业开发，初步形成了
以半夏为主导，带动款冬花、柴胡、
党参、黄芪等大宗中药材全面发展的
新格局。
  为推动全县中药材产业规模化、
市场化发展，西和县引进中国中药集
团，在石堡工业园区建设集半夏种子
种苗技术研发、规模化种植管理、初
加工生产、中药材产地仓储、交易、
追溯等功能于一体全链条中药材农业

龙头企业，依托合作社发展5000亩以
上跨乡镇中药材标准化示范基地2
个，1000亩以上中药材产业示范点3
个，百亩以上中药材示范点84个，形
成了龙头企业带动、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抱团发展的新态势。
  时下，正是中药材成熟、收获、
收购的最佳时期。走进六巷乡的西和
县楼园中药材加工厂，工人们正熟练
地对桔梗进行筛选处理，挑选优质桔
梗，然后人工刮皮，再用切片机切成
均匀薄片，完整保留桔梗的药用成
分，最后装袋、封口。一袋袋桔梗整
齐地排列，等待运往各地。为持续放
大中药材产业优势，真正把产业链延

伸留在乡村，把产业发展的增值效益
留给农户，六巷乡不断增链补链，形
成了集中药材种植培育、初加工、销
售于一体的产业体系，真正把“小草
药”打造成了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
“大产业”。
  “未经加工的鲜桔梗市场价格太
低，对桔梗进行刮皮、切片加工后，
价值能够翻数倍，现在是桔梗收购旺
季，厂里每天来务工的人数都在30人
以上，后期还会更多，增加用工不仅
延长了产业链，而且带动了更多人增
加了收入。”西和县凯露雅药业有限
公司负责人张恩贵说。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关键。近

年来，西和县把产业振兴作为乡村
振兴的主要抓手，不断调整优化农
业产业结构与种植模式，做大做强
中药材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按照扩规模、提品质、树品牌、增
效益的思路，坚持规划引导、优化
布局，做大规模、做强特色，不断
丰富药材种植品类，拓宽药材种植
面积，以点带面推动药材产业高质
量发展，让飘香的药材成为群众增
收致富的“良方”。
  据统计，目前全县中药材种植面
积达15万亩，总产量达2.3万吨，总产
值达10.2亿元，中药材种植已成为全
县群众增收的支柱产业。

西和：群众种上中药“财”

  连日来，徽县积极开展农村公
路集中养护管理月活动。榆树乡动
员广大干部群众，采取“人工+机械”
的方式，对村社道路进行路面整修、
拓宽路基、疏通边沟、清除杂草、清
运垃圾等，创建“畅、安、舒、美”的公
路出行环境。
   本报通讯员 燕宏瑞 摄

  （上接第一版）

  “项目从前期洽谈、签约、落
地、开工建设，得到了文县县委、县
政府的大力支持。”黄品锋说，文县
县委、县政府为该项目专门成立了以
县委副书记贾爱会任组长、县政法委
书记锁锋任副组长的项目专班，全力
保障和快速推进项目建设。“这让我
们体会到了当地政府对我们外来企业
的高度重视、关心及保姆式服务，也
让我们在文县这片热土上感受到了一
种家的温暖。那些暖心的服务，更加
坚定了我们在文县继续投资的信
心。”黄品锋深有感触地说。

贴心服务 干群亲商爱商情暖浙商

  2024年2月21日，文州大酒店综
合体项目在一阵“隆隆”的礼炮声中
破土动工。一时间，各种大型机械的
轰鸣声响彻山谷，工地上来往穿梭的
车流人流，将整个建设工地演绎得如
火如荼。
  文县文州大酒店综合体项目总用
地面积32781.97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27400.1平方米。项目沿江景观带建
设高端五星标准酒店，以山清水秀、
气候宜人的生态特色与千年文州底蕴
深厚的文化特色为基调，打造一个集
生活、购物、休闲、体验于一体的高
品质改善住宅区，在整体规划的基础
上，追求多元化个性化、艺术化的空
间营造，以延续文县城市肌理，改善
城市面貌，彰显城市魅力。大面积的
现代园林景观绿化，既丰富了城市景
观层次，又凸显了酒店的典雅辉煌。
  住宅南北错落铺排，形成江岸景
观高地，利用建筑的错落有致，形成
开阔的楼宇空间，不仅保持建筑的美
感，更保证每栋楼景观的同享，站在
窗前即可享受自然与城市、园境与江
景的自然融合。围绕“亲水”与“自
然”将建筑空间、道路空间、步行空
间和水景空间融合在一起，形成“1
环1带2水多节点”的现代园林空间体
系，在满足人的社会交往、现代生活
多样化、高标准的同时，有效控制建
筑密度，以自然组合形式布局，连山
串水，借景造园营造丰富的生活场景
和舒适的度假空间。

  项目建成后，将为甘肃最南端打
造一个符合地域特色和生态优先的城
市空间体系，有效缓解旅游住宿难
题，成为文县城市的重要展示窗口，
将引领和促进文县城东片区的整体
开发。
  项目建设中，专班积极协调、及
时处理影响项目建设进度的各种问
题。该项目区块内原有贾昌村饮水灌
溉的水井及发电机组，正好位于酒店
主楼范围内，专班从2024年3月份开
始多次到现场与城关镇、贾昌村委实
地查看、商讨解决方案。经过多次沟
通协商，在确保饮用水标准及灌溉水
量满足的基础上，于2024年5月份，
由政府出资重新为贾昌村打水井及安
装发电机组，同时拆除了原有水井和
发电机组，保障了贾昌村用水及项目
的顺利推进。
  项目区块内原有武九高速、国网
文县供电公司、白林电站等单位的电
杆及移动公司的通讯线网，严重影响
着项目基坑的开挖、放坡及后续打桩
问题。专班在接到问题反馈后，于
2024年3月底将涉及单位邀请到现

场，详细了解涉及电杆的使用范围、
负荷及迁移解决方案后，安排涉及单
位定期解决移杆事宜。2024年4月中
旬，区块内影响项目建设的所有“障
碍”全部“搬家”。
  今年5月，项目区块内的两条污
水处理管道，再次制约了文州大酒店
项目的建设进程。专班得到这一情况
后，迅速安排建设局结合贾昌村泄洪
渠治理工程重新规划、迁移管道，在
不影响城区污水处理的基础上及时完
成改道迁移。
  “看似点点滴滴的工作，每一项
都牵动着项目进程的速度命脉。”黄
品锋说：“这些在以前一周能完成的
工作，现在连一半时间都不到就顺利
完成，从中深深体会到了文县营商环
境的悄然变化和对外来企业的暖心关
怀。”
  文县营商环境局局长茹雷则说：
“没有县委、县政府的倾力支持，没
有各部门的通力协作，没有贾昌村群
众的全力配合，这个项目就不可能进
展如此顺利。可以说，它开辟了文县
项目建设史上的先河。”

“助企纾困解难，司法护航民生”

  （上接第一版）

  产业路是乡村产业发展的“毛
细血管”，不断为强村富民的美好
前景“造血输血”。
  基于此，避风村把产业路建设
作为提升产业发展质效的“铺路
石”，积极收集各方意见，广泛考
察论证，在全村范围内修建产业
路、通村路。
  “今年避风村新修了8公里左右
的沙化产业路，就是我们通过民事直
说平台收集了群众意见，实地考察、
上报实施完成的，现在路面已全部施
工完成投入使用。”侯艳红介绍道。
  如今，平坦的产业路、通村路
交织在避风村的山峁沟壑之间，串
联起片片田野，搭建起了一条条乡
村振兴“快车道”。

  窥一村而知全貌，从避风村看
十里镇，民事直说“1234”工作法
的优势在这里得到充分发挥，民情
反映及时、民意直通及时、民事办
理及时，解决了一批群众的急难愁
盼问题。
  “不论家里事、邻里事、还是
村里事，我们都会采取现场直办、
干部领办、村镇联办、跟踪督办的
方式，限时办结，做到事事有回
应，件件有结果。”十里镇党委副
书记、镇长代万夫说。
  仅今年，十里镇就通过线上和
线下两种方式，共收集办理群众反
映的各类诉求392件。以民事直说
助推产业发展，党建引领基层治
理、推进乡村振兴的良好局面正逐
步形成。

  本报讯（记者王坤）为进一步
扩大改革惠及面，公安部部署自11
月4日至12月2日在全国分三批全面
推广应用机动车行驶证电子化。其
中，我市将于11月18日正式启用电
子行驶证。

  电子行驶证可为车主提供在线
“亮证”“亮码”服务，进一步简化办
事手续资料，提升证件使用便捷
度，更好便利群众办事出行。届时，
广大车主可通过全国统一的“交管
12123”APP申领。

11月18日起我市将启用电子行驶证

  本报讯（记者罗艳 李北 见
习记者文斌）近日，山东省科技厅专
家团前往徽县考察调研农业科技产
业发展情况，并为徽县农业科技产
业的升级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指导。
  专家团一行赴金徽酒股份有限
公司、甘肃鑫亮食用菌开发有限公
司、甘肃兴丰农林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等，就农产品深加工与食品营养
研究、食用菌栽培研究与成果转化
等议题进行调研与对接。
  在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专家
团队逐一参观了企业国家4A级旅游
厂区、制酒车间、产品展厅，观摩
制酒工艺，探讨技术问题，了解企
业文化。
  在甘肃鑫亮食用菌开发有限公
司，专家团队参观了木耳和香菇的

栽培基地、香菇分拣、烘干车间和
产品展厅等，在探讨中对香菇分拣
废料进行再研究，让成果转移转化
达成共识。
  在甘肃兴丰农林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专家团队参观了红豆杉栽植
基地，在座谈中，企业负责人期待
能与专家团队进一步对红豆杉提取
物工艺合作研究。
  近年来，山东省科技厅持续加
强与我市的对接交流，依托鲁甘协
作项目和东西协作框架，通过科技
项目支持、成果转化推广、“送教
上门”援助等多种途径助力陇南特
色产业提质增效。山东省农科院及
相关企事业单位，将进一步加大交
流与合作的力度，共同推动企业科
技创新与快速发展。

山东省科技厅专家团

来徽县考察调研

  宕昌讯 时下，走进宕昌县贾河
乡联合社大棚种植基地，一座座蔬菜
大棚整齐划一，菜瓜、卷心菜、茼
蒿、油菜、菠菜、大白菜等青绿鲜
嫩，一派绿意盎然。
  今年以来，贾河乡充分发挥基层
党组织引领作用，紧紧围绕“四个一
批”发展模式，精准发力、整合资
源，在大棚经济上做文章，改造提升
乡联合社高标准温室大棚，因地制宜
发展大棚蔬菜特色种植产业，探索出
一条以党建引领、标准化生产、品牌
化经营、绿色化发展的多点开花兴产
业新路子，有效破解了集体经济增收
难题，切实带动全乡集体经济增值、
群众增收。
  香菇棚内，一根根菌棒整齐排
列，一个个小香菇如雨后春笋一般冒
出头。

  “大棚内蔬菜全部采用绿色种
植技术，不使用农药、化肥，因为
绿色健康，我们的菜销路很好。”
在大棚里忙着采摘、装箱的务工人
员说。
  联合社带动周边群众10余人就地
务工，群众在家门口务工不仅能照顾
家庭还能有收入。除了较高的利润
外，订单农业的模式也提高了周边农
户种植的积极性，联合社与县城农产
品销售点签约订单，切实保障了资金
和销路稳定。
  下一步，贾河乡将以“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为目标，积极调整大
棚蔬菜产业结构，引进新品种和先进
技术，做大做活做优大棚蔬菜产业，
让大棚蔬菜产业焕发新生机，实现群
众增收，推动乡村振兴。
     （来源：宕昌贾河乡）

贾河乡：

蔬菜大棚“绿意浓” 乡村振兴“产业旺”

  本报记者 薛小平

  他不仅是一名优秀的退役军人，也是一名
从事发展菌菇产业的创业“明星”，更是一名
带领乡亲们走向富裕的领路人。
  现年40岁出头的杜小军，是礼县湫山镇下
坪村人，高中毕业后，1998年参军入伍，2001
年退伍后，先后在北京等地打工。2019年，他
决定返乡创业，多次赴康县、徽县等实地考察
木耳种植技术，利用家乡丰富的自然资源优
势，发展农业特色产业，种植露天优质木耳。
他成立了礼县泰安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流转土地15亩，种植了15万棒菌袋，带动湫山
镇下坪村群众80余户种植黑木耳。
  2020年8月，杜小军发现木耳产业发展前
景广阔，决定扩大木耳生产规模，构建集种
植、加工、储藏、销售为一体的产业链，并通
过线上线下进行多元化的方式销售，特别是借
助电商平台，把小木耳做成了增收致富的大产
业。接着，他又多方筹资700多万元，创建了
礼县珍君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修建标准
日光温室23座，注册了“翠峰龙鳞”黑木耳
商标。
  2021年，杜小军通过贷款，注册资金500
万元，成立了甘肃臻君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主营食用菌生产、食用菌种植及生物技术
推广。杜小军下大气力推进“科研机构+公司+
基地（合作社）+农户”的产业化运行机制。
目前，已从黑龙江、辽宁引进基地栽培户4
家，引进资金400万元，建成年产500万袋食用
菌的培育智能化控制、自动化机械作业车间，
项目总投资1000万元，占地45356平方米，建
筑面积20770平方米，各项技术指标全部达标
达产，生产黑木耳菌包、滑子菇菌包、猴头菌
包、元磨菌包和羊肚菌栽培袋，年可实现销售
收入1000多万元，同时解决就业100多人，带
动农户400户。
  目前，杜小军在县上有关部门和城关镇的
大力支持下，依托青林村食用菌培育试验种植
基地，带动城关镇常涧、高家、贾胡、油坊、
杨河、圆顶、陈家、上川8个村发展黑木耳、
羊肚菌、滑子菇等食用菌产业。并以产业党建
联盟为统领，全面推广“龙头企业+村党支部+
合作社+经合组织+农户”的联农带农发展模
式，将农户全部嵌入产业链各环节，以产业党
建联盟架构促成的联农带农机制已初显成效，
实现村集体经济稳定增收22万元，农户长期稳
定务工300多人次，季节性用工1800多人次，户均增收2万元以上，共流转
土地300余亩，惠及120户农户增收30余万元。
  穿上军装，是守护祖国的战士；脱下军装，是致力乡村振兴的新农人。
2024年7月，杜小军被市双拥领导小组办公室、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陇南军分
区政治工作处联合表彰为“全市优秀退役军人”。他表示，自己的事业刚刚起
步，他希望用自己的“菌菇梦”帮助更多的乡亲实现富裕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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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里镇：民事直说强活力 产业发展添助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