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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陇南市雄伟万利新材料有限公
司新一代直流节能电炉生产高纯硅铁
示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已基本编制完成，现按照《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向公众
公示如下环境影响评价信息。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全文的网络链接
  链 接 ： h t t p s ：
//pan.baidu.com/s/1rWvSOUpQeyr
hP1CodPsg9Q？pwd=yphk
  （二）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委托单位：陇南市雄伟万利新材
料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总
  联系电话：18093917311
  环评单位：甘肃立新绿融科技咨
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蒲工
  电话：13659324226
  邮箱：2658984409@qq.com
  （三）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陇南市雄伟万利新材料有限公司新一代直流节能电炉生产高纯硅铁示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宁霞遗失乡村医生资格证
书 ， 证 书 编 号 ：

20196212280035，现声明作废。
  何飞燕遗失乡村医生资格证
书 ， 证 书 编 号 ：
20196212270025，现声明作废。

  本报记者 王立宪 董治昇

  初冬的官鹅沟，宛若银装素裹的仙境。
11月17日至19日，来自甘肃、青海、四川、
陕西、重庆、宁夏、内蒙古等地旅游协会和
千家旅行社代表及各大媒体记者、旅游博
主、旅游行业从业投资者应邀参加宕昌县重
点客源地旅行商大会暨“相约官鹅·畅游宕
昌”冬春季旅游踩线活动。
  蒋宁是重庆携程旅游百事通的销售经
理，作为一个资深的旅游人，她对“好的旅
游目的地”有自己的高标准，官鹅沟，便是
符合她要求的一个好地方。
  “我今年夏天组织过官鹅沟避暑游，冬
天还是第一次来，重庆很少看到雪，第一眼
看到很兴奋，很震撼。通过这次活动，我们
也是看到了官鹅沟的另一面美丽景色，回去
就想组织冬季旅游团来官鹅沟。”蒋宁
说道。
  此次踩线中，踩线团成员实地考察了官
鹅沟旅游基础设施及配套设施建设情况。
  每到一处，踩线团成员都用图片、视频
等形式记录所见所闻，他们边欣赏风景，边
拍照留念，对宕昌官鹅美景的赞美之情溢于
言表。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雷古山顶的高山
云海，峡谷瀑布、原始森林、湖泊美景，还
有哈达铺纪念馆及旧址，让人流连忘返，9D
玻璃桥、高空玻璃滑道等娱乐项目也非常有
意思。”邓小琴是重庆中国旅行社的代表，
她以前经常带团来甘肃，到官鹅沟还是第一
次，这里的美景令她“一见倾心”。
  官鹅沟国家5A级景区位于宕昌县城郊，
核心景区由官珠沟、鹅嫚沟、雷古山三大游
览片区组成，面积为66平方公里，森林覆盖
率达75.1%，负氧离子平均达1.8万个／立方
厘米。景区集湖泊、瀑布、森林、高山草甸
等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于一体。
  “宕昌县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希望今
后达成资源共享、客源互送，让更多游客了
解宕昌、走进宕昌。”来自重庆中国旅行社
的刘立彬说。
  活动期间，还召开了重点客源地旅行商
大会，推介发布了宕昌冬春季优惠政策和文旅招商引资项目，与四川省
生态旅游协会、陇南市旅行社协会、重庆市文旅协会、西宁市旅游协
会、西安旅游协会、兰州市城关区文化旅游发展协会6家协会代表签订了
游客互送框架协议。
  “通过这几天的考察，这里的景区打造，包括天气环境，很适合人
们来休闲度假。我们回去以后马上就做相关工作，争取能组织更多的团
队来宕昌，把两地的旅游紧密结合起来，为双方共同发展提供更加宽阔
的空间和更大发展机遇。”四川省生态旅游协会常务副会长晏必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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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都讯（通讯员焦小菊）近
日，笔者在武都区坪垭藏族乡便
民服务中心看到，工作人员引导
办事群众使用政务服务一体机自
助查询信息，在“甘快办APP”
和政务服务网上办理事项，让群
众充分享受到“数字时代”政务
服务的便利。
  坪垭藏族乡政务服务大厅工
作人员党芳芳说：“现在群众办
事通过这个综合服务平台。点击
我要办事或个人办事，就可以把
事情在网上办理。就不用跑到城
里去办，很方便。”

  目前，坪垭藏族乡便民服务
中心进驻事项150项，2024年以
来办件9000余件，日均办件30余
件，期内办结率为100%，群众满
意率为100%，“一站式服务”受
到广大群众的一致好评。
  近年来，坪垭藏族乡深入推
进“放管服”改革，不断完善便
民大厅服务设施，提升政务服务水
平，竭尽所能为群众办好事、办实
事，打造更温馨、更高效、更便利的
便民服务中心，实现政务服务“只
进一扇门”，群众办事“最多跑一
次”。

坪垭藏族乡：

只进一扇门 服务零距离

  本报记者 靳淑敏

  
  一个地方让人难忘、令人神往，有
可能是因为一种美食、一次心灵共鸣，
又或者只是因为一队人，同时干了一件
事，完成了一次采访，留下了一篇文章。
  马家山与我，就是这样的存在，不经
意间就会带来满满的回忆与感动。
  十年前，新华社甘肃分社大型全媒
体集成报道“探路陇之南”采访团深入
文县碧口镇马家山村，探访茶叶产业的
情况，新华社甘肃分社的记者撰写了
《文县碧口：北方之地亦有好茶》的文
章，让更多的人知道，文县碧口有好茶。

我有幸参与其中，跟采学习。
  十年后，再“瞰”陇之南——— 陇南十
年蝶变全媒体传播行动采访团再次走
进马家山村，同一个目的，同一个方向，
采访十年来茶叶产业发展的情况，我何
其有幸亦在其中，依然记得十年前尝试
时的那份惊喜，但茶香似乎比记忆中更
加浓郁，回味悠长。
  马家山的茶园依旧郁郁葱葱，翠绿
的山坡上，茶树排列得井井有条，走进
茶园，淡淡的茶花香气沁人心脾，如同
一幅美丽的画卷缓缓铺展。
  但细微观察，变化还是显而易见。
  “2014年的时候，我们村都是老品

种的茶树，正是茶树品种改良的关键
期，那时候的茶树发芽迟、产量低，人均
收入1万元左右。”在马家山村村支书马
明看来，这十年马家山的变化巨大，不
仅完成了1780亩茶树的改良，而且延
伸了产业链，还办起了民宿和体育赛
事，“茶叶+文旅”融合的品牌效应更加
明显。
  十载光阴流转，十载春华秋实。十
年，变化太多，不管是产业发展、乡村振
兴，还是我们的新闻宣传，融合似乎一
直是关键词。
  我从一个简单的文图记者，成长为
一个能策、采、写、编、发全面发展的全
媒体记者，从“探路陇之南”到再“瞰”陇
之南，从大型全媒体集成报道到全媒体
传播行动，形式更丰富、角度更新颖、手
段更全面。而我们曾经共同探访过的陇
南山山水水、村村落落，更是发生着沧
桑巨变。但看着满山的青绿，又能清晰
地感受到一些坚持与坚守。比如马家山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不间断种植茶
叶，这是产业的传承与延续。比如我们
的新闻采访，不畏辛苦、不怕危险始终
在路上，这是对理想的执着与追逐。
  十年间，村民杨正从单一种茶，靠
天吃饭，到种茶与开办民宿两不误，让
众多回头客体验采茶、炒茶的乐趣，带
走独属于自己的茶叶，全面发展。

  十年间，陇南孳孳矻矻，精耕细作，
在产业发展中，从重在“求量”“求速”转
向“求质”“求效”；从着力解决“有没有”
转向着力解决“好不好”；从着力解决
“够不够”转向着力解决“优不优”。
  在这片被时光染绿的山坡上，每一
片茶叶都承载着过去与未来，交织着传
统与现代。马家山在不断变化，以茶叶
等区域性优势产业为基础，积极推进茶
旅融合发展，成了美丽休闲乡村的典
范。游客们来到这里，不仅可以品尝到
地道的农家菜，还能体验采茶、制茶的
乐趣，感受乡村的宁静与舒适。
  承载着对未来无限的憧憬和对这
片绿色土地深深的敬意，在陇南越来越
多高质量发展的故事让人回味无穷，越
来越多的“马家山”让人流连忘返。这些
故事，如同山间的风，穿越时间的隧道，
轻轻吹拂过每个人的心田，唤起内心深
处最真挚的情感共鸣。马家山，不仅仅
是地理意义上的山，它是历史的见证，
是情感的寄托，更是心灵的归宿。
  站在马家山的茶园，从来时的路，
远眺前方的路，那一刻，阳光斜照，绿叶
间闪耀着光芒，一片片茶树沿着山坡延
伸，仿佛无尽的绿海波澜壮阔。在谈及
未来的愿景时，马家山人都希望这份绿
色产业能够传承下去，同时连接现代与
传统，让更多人知晓他们的茶。

记记者者手手记记：：再再““探探””马马家家山山

  文县马家山村茶园。近年来，文县在发展壮大茶产业的同时，探索茶旅融
合之路，让茶农实现茶叶和旅游双重经济收入，助力乡村振兴。目前，文县茶
园面积达10 .2万亩，涵盖4个乡镇，44个行政村，干茶产量700余吨，产值3亿
元。               本报记者 冉创昌 摄 新华网发

贯彻《陇南市城乡环境卫生综合治理条例》，共创美好新陇南！

  初冬时节，康县迷坝乡姚山村的梯田、民居和犀牛江、乡村道路等相互映衬，景美如画。
                                  本报记者 黄培军 摄

  宕昌讯(通讯员刘
治学 王晓勇)日前，
宕昌县1020余名乡镇
和县直单位县管领导
干部，以专题讲座、
视 频 教 学 、 交 流 研
讨 、 分 组 讨 论 的 方
式，参加了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精神集中轮训班。
  “要通过培训学
习，加快建设‘红色
文化浓厚、特色产业
突 出 、 生 态 环 境 优
美、配套功能完善’
的宜居宜业特色名镇
实践步伐，把‘任务
账单’变为全镇高质
量 发 展 ‘ 成 绩 清
单’。”哈达铺镇党
委书记牟星在发言
中说。
  培训班围绕学习
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
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
话重要指示精神等开
展讲授和专题辅导，
12堂专题讲座内容丰
富，学员们认真听、
仔细记、用心学，内
容丰富、针对性和时
效性强的学习培训让
学员收获满满。25个
乡镇党政正职、35个
县直重要部门单位主
要负责人就解放思想
拓展思路、深化改革
推进高质量发展作了
分组交流研讨和发
言。加深了学员对党
的创新理论的理解，

让学员凝心聚魂，思想得到历练洗礼，进一步
明确了履职思路，激发奋进力量，切实增强了
贯彻落实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大家纷纷表示，要以此次培训为契机，围
绕全县工作大局，结合岗位职责和行业领域工
作要求，在解放思想中拓展思路，在学习提升
中抢抓机遇，在自我加压中提高标准，在躬身
实干中彰显担当，牢牢把握发展机遇，全力推
动各项工作科学高效落实，用实际行动为宕昌
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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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一版）

  “中药材也是宕昌县产业发
展的主要方向，宕昌县整山系、
整流域规划建设中药材产业基地
28.5万亩，宕昌县现代农业（中
药材）产业园累计入驻市场主体
189家，研发的12款黄芪茶系列产
品实现批量生产，预计园区全年
营业额达到30亿元以上。”宕昌
县工业集中区党工委书记、管委
会主任庞学义介绍说。

民生有保障

  翻开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答
卷”，向上向好一直是宕昌县工
作的主旋律。一件件民生实事看
得见摸得着，一项项惠民举措接
连出台，优质教育资源更加聚
集，乡村振兴画卷更加壮美，城
市宜居环境提档升级……越来越
多高质量发展成果转化为民生福
祉，托起百姓“稳稳的幸福”。
  “十年前，村子还没有旅游
栈道，村道狭窄没有硬化，村内
亮化工程很欠缺，发展旅游条件
不足，群众生活也很艰难。”宕

昌县城关镇立界村党支部书记杨
昊介绍，为助力当地旅游产业发
展，政府给了很多优惠政策，通
过贷款、奖补等方式，帮助村民
开办农家客栈、美化村容村貌，
让家家户户吃上了旅游饭、走上
了致富路。
  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
底线、持续巩固“三保障”及饮
水安全成果、全面推进撂荒地整
治和耕地恢复、深化东西部协
作、持续开展“结对关爱”行
动、完善学校、医院基础设施建
设……宕昌县始终践行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破难题促发
展、办实事解民忧，各项工作呈
现出向上向好的态势。
  回首过去，宕昌县在城市建
设、产业发展、民生改善和文化
旅游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彰
显了宕昌县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崭
新风貌和无限潜力。展望未来，
宕昌县将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深入推进各项改革
与发展举措，续写更加辉煌的篇
章，绘就更加壮美的画卷。

（来源：新华财经 王恒尚 曾喆）

  本报通讯员 常 昊

  近年来，西和县六巷乡积极
探索产业发展新模式，摁下特色
富民产业发展快捷键，全速推进
蛋鸡养殖产业发展，让身处大山
的“小蛋鸡”变成助农增收的
“金凤凰”。
  “我是从2010年接触到了
蛋鸡养殖的行业，刚开始养殖了
2000羽海兰褐蛋鸡，也是边养
殖边学习养殖技术，原来的时候
就需要人工喂料，在圈舍里人工
捡鸡蛋，每天要早起，一忙就是
一天。2018年经过圈舍现代化
的改造之后，实现了自动上料，
自动捡蛋，智能化环控控制，只
需要一个按钮就可以完成每天的
工作，现在养殖了12万羽海兰

褐蛋鸡，每天产蛋11万枚左右，
效益也一天比一天好了。”海旺
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艾海弟
说道。
  西和县海旺养殖专业合作社
成立于2010年10月，现有社员157
人，年均销售收入达900多万元，
先后被评为“西和县农民专业合
作社示范社”“陇南市农民专业
合作社示范社”“全县先进经营
主体单位”和“全县脱贫攻坚先
进集体”。
  如今，走进位于六巷乡下巷
村的海旺养殖专业合作社，一栋
栋排列整齐的现代化鸡舍映入眼
帘，鸡舍内干净整洁、空气通
畅，12万羽海兰褐蛋鸡住在四层
五列的“楼房里”，吃着科学配
比的“营养餐”，长长的输送带

上一个个圆润的鸡蛋陆续传送
出来。
  六巷乡乡长文亮介绍：“今
年以来，六巷乡坚持外抓劳务、
内强产业、一主多辅、长短结合
的产业发展思路，培育了以蛋
鸡、中蜂养殖，中药材加工和五
味子种植为主的富民产业，不断
深化‘党建+模式’和两加三建四
带载体，海旺养殖专业合作社蛋
鸡养殖智能化管控技术推广项目
入选县级重点人才项目。截至目
前，全乡蛋鸡养殖规模达到12万
羽，中蜂养殖达到5000余箱，建
成了以桔梗、款冬花、五味子等
中药材为主的加工厂和种植基
地，‘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
村 集 体 经 济 发 展 模 式 初 步 成
型。”

六巷乡：特色养殖跑出产业振兴加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