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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 埥

  逐梦山水，灵动“青龙”。再
“瞰”陇之南——— 陇南十年蝶变全
媒体传播行动采访团探访康县青龙
山大景区，了解起笔山水之间的文
旅康养融合发展新变化。
  “我们一到周末就来，外地朋
友到康县也第一时间带他们来这里
游玩。”“这儿风景好看，我们过
来拍点跳舞的视频。”……
  日前，记者来到康县长坝镇青
龙山大景区入口处，康县城关镇居
民江聪兰正在和平时一起跳广场舞
的姐妹四处游览。她们通过朋友分
享的视频了解到景区建设的现状，
便决定来“一探究竟”。
  近年来，康县积极探索“两
山”转化有效途径，突出休闲度
假、文旅康养，着力打造一流旅游
产品体系、旅游配套设施、旅游服
务品牌，促进旅游业态向康养拓展
升级。这其中，以“山”为主题的
青龙山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和以
“水”为卖点的阳坝文旅康养示范
区便是康县聚力构建“大健康+全域
旅游”新格局的重要节点。
  为什么选择青龙山作为康县发
展全域旅游的节点之一？
  “青龙山其间地形地貌多样，
自然景观独特，康养资源富集，是
不可多得的理想休闲度假之地。”

康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何国
涛介绍道。
  青龙山位于康县西北部，主峰
高2483米，山系体量庞大、浑然高
峻，树木郁郁葱葱覆满山脊，远望
形似青龙盘踞。森林覆盖率达到
90%，空气负氧离子在2.2万至2.6万
个之间，夏季平均气温18.6℃，夏可
避暑、冬可赏雪。
  2022年，康县立足于县域发展
实际和生态资源优势，深耕全域旅
游沃土，谋划文旅产业新发展，在
充分调研论证、实地反复勘察、广
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投入建设
“青龙山旅游度假区”项目，着力
打造全域旅游“新引擎”。
  在此之前，青龙山下的长坝片
区，经过多年建设，已有多个文旅
村，旅游资源十分富集。但由于各
个点位分散零碎，业态之间缺乏关
联，产业化程度不高，面临引不来
客、留不住人的窘境。
  “我们综合考虑了交通区位、
资源禀赋、基础配套等因素，决定
将长坝片区及青龙山作为一个核
心、一个符号，整合利用现有资
源，盘活周边文旅项目，关联区域
综合业态，打造一点、做活一片、
带动全域。”何国涛说。
  目前，青龙山度假区项目已被
列为省列重大项目，并被评定为青
龙山省级旅游度假区。景区多功能

服务中心、茶马驿站、龙门客栈、
茶马集市主体已完工，青龙山度假
区、青龙山国际冰雪运动基地、茶
马驿站野奢酒店、青云星空酒店、
茶马古道文化展览馆、福坝古民居
博览园等一个个极具地标性的文旅
项目正紧锣密鼓地推进。
  新的增长带来新发展，新的发
展孕育新业态。
  白墙青瓦、诗意田园的花桥4A
级景区，绿树村边、青山郭外的山根
村，晨雾依依、炊烟袅袅的福坝村，小
桥流水、老宅深巷的吴坝村……
  一个个各具特色的和美乡村串
珠成链、一个个各有风情的秀美景
点连点成线，将历史、文化、资源
共融于山水之间，激发出产业发
展、富民增收的新热点，构建起全
域旅游新图景、新格局。
  “去年我们这里营收达到101
万，一天能接待100人次左右，有来
住宿体验乡野生活的，也有过来吃农
家饭的。”长坝镇山根村村委会副主
任、桃园喜居负责人葸志涛说。
  桃园喜居是2023年由山根村集
体投建，充分利用村内老旧民居，
拆危治乱、升级改造而成，院内和
房间里的一些装饰品，都是当地干
部群众就地取材，再找村里的手艺人
进行设计，将极具特色的本土农耕文
化融进民宿的每个角落，吸引众多
游客来这里回归乡野、纵情田园。

  “去年我刚来的时候，一个月发
3000元左右工资，一年过去了，民
宿效益也越来越好，前一阵给我涨了
几百元钱的工资。”山根村村民江芳
兰笑呵呵地说，因家中有老人需要照
料，在民宿的工作让她既能就近照顾
家里，又能挣钱贴补家用。
  “自从村里做起了旅游，建起了
民宿，我自己家养的蜂蜜卖得更快
了，农闲的时候再去周围的工地上做
短工，经济情况比以前好多了。”山
根村村民胡彦树说。
  此前因媳妇残疾、父母年迈、孩
子年幼，胡彦树无法外出务工，只能
靠低保过生活，经济压力大。如今借
助村里打造和美乡村，发展文旅产
业，让他找到了更多改善经济状况的
路子。
  像这样受益于青山绿水的例子，
在长坝镇乃至整个康县还有很多。近
年来，康县始终把富民作为发展文旅
康养产业的出发点、落脚点，充分发
挥产业的支持带动和催化集成作用，
多措并举持续拓宽稳定增收渠道，文
旅康养产业正成为带动群众持续增
收、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民生产业、
幸福产业。
  从青山绿水中谋发展，康县持之
以恒、久久为功，整合盘活县域资
源，以山水自然之美、乡村集群之
美、特色产业之美，助力文旅深度融
合，夯实高质量发展之基。

环 境 关 联 你 我 他 ， 齐 抓 共 管 靠 大 家 ！

  本报讯（记者李董）从航拍视角
俯瞰金徽矿业郭家沟铅锌矿区，一幅
现代化绿色矿山的画卷徐徐展开。矿
区全貌秩序井然，丰富的植被郁郁葱
葱，运输矿车往来穿梭，采掘生产调
度室里工作人员专注地操作着设备，
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运行着。
  金徽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一

家集多环节于一体的矿山企业，自
2009年开启地质勘查以来便成绩斐
然。通过与多所知名院校合作，取
得了铅锌探矿的重大突破，被列为
重点项目，并于2022年成功上市。
  在绿色矿山建设方面，其以先
进理念为引领，高标准规划设计，
确立了“五型”矿山建设目标，将

资源开发与多方面同步推进。科学
有效施策，高水平开发保护，秉持
“两山”理念，在开发中最大程度
保护生态原貌，环保投资到位，设
施齐全，实现了污染物达标排放与
绿化美化。注重安全配置，提升保
障能力，构建起全方位安全监控网
络体系并配备应急救援力量。科技

创新赋能，高质量促进发展，成立
研究院，投入大量科研经费，攻破
难题，提升选矿回收率，实现采选
自动化与数字化。
  同时，金徽矿业积极履行社会
责任，企地共建共享。为员工提供
优厚福利与发展机会，丰富员工业余
生活。助力周边乡村振兴，改善基
础设施，优先录用当地劳动力，构
建起和谐矿群关系。如今，其正积
极推进新的大型绿色矿山建设项
目，未来将继续以绿色发展为核心，
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金徽力
量”，成为绿色矿山建设领域的耀
眼典范，引领行业迈向更可持续的
未来。

金徽矿业：

绿色矿山新样板，生态发展新引擎

  11月22日，武都区教场幼儿园举办“萌娃爱运动·亲子伴成长”第十八届冬季亲子马拉松暨趣味运动
会。图为亲子马拉松比赛现场。         本报记者 马 蜜 摄

文 旅 花 繁 竞 芬 芳

  本报讯（记者郝雅妮）近日，甘肃九源
书画院武都分院揭牌仪式举行。
  仪式上，共展出书法美术作品40余幅，
作品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其中，书法作品
主要以健康向上、充满正能量的古今诗词、
文赋和格言为主；美术作品主要以反映党的
十八大以来陇南山水自然、和美乡村、发展
变化为主，作品内涵丰富，形式多样，山
水、花鸟各有特色。活动现场，为新任的院
长和副院长颁发了聘书；书法家们挥毫泼
墨，用手中的毛笔书写表达对甘肃九源书画
院武都分院成立的祝贺，他们以精湛的书法
技艺，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独特
魅力。
  据了解，甘肃九源书画院自2015年成
立，是甘肃省民政厅登记管理的社会团体，
旨在广泛团结省内陇南籍书画创作、研究及
爱好者，繁荣地方文化事业，挖掘地方文化
内涵，推动甘肃和陇南经济文化的发展。

甘肃九源书画院武都

分院揭牌仪式举行

  项目名称：2020年陇南暴雨洪
涝灾害公路水毁修复工程XFSG4
  建设单位：甘肃省陇南公路事业
发展中心
  施工单位：甘肃昶捷公路科技有
限公司（原白银新世纪路业有限责任
公司）
  交工时间：2022年4月
  2020年陇南暴雨洪涝灾害公路
水毁修复工程XFSG4施工项目已通
过交工验收，根据《甘肃省交通建设

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管理办
法》的有关规定，对扣留的农民工工
资保证金，如施工单位在公示期内存
在没有足额发放的情况，调查属实后
由业主单位按照有关规定处理发放；
如已足额发放，此项费用将于公示到
期后全额退还。
  任何单位及个人对以上工程项目

农民工工资发放有异议的，请于
2024年12月3日前以书面形式向甘肃
省陇南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反映。反映
的情况应实事求是，有具体内容。以
单位名义反映的，应加盖单位公章，
以个人名义反映的，应签署真实姓名
和联系电话。
  公示时间：2024年11月26日至

12月3日
  联系地址：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
东江镇阶州大道41号（甘肃省陇南公
路事业发展中心大厦3F）
  邮政编码：746000
  投诉电话：0939-8893025
       0939-8893138

  甘肃省陇南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甘肃昶捷公路科技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26日

农 民 工 工 资 保 证 金 返 还 公 示

  （上接第一版）

  短短几年，曾经那些如“丑小
鸭”般的“烂泥村”，仿若被施了
魔法，摇身一变，成为如诗如画的
世外桃源。小桥、流水、人家，构
成了一幅幅宁静而美好的乡村画
卷，令人陶醉，流连忘返。
  乡村面貌的翻天覆地变化，宛
如一场华丽的蝶变，让康县跨越千
年的发展鸿沟。而在这表象之下，
更为深刻且意义深远的，则是干部
群众思想观念的脱胎换骨与内生动
力的持续蓬勃生长。
  山不拒细壤，方能就其高。
  十年来，康县秉持全域美丽乡
村建设的坚实基础，持之以恒地发
展多元富民产业，深入探索并开展
“共同发展、共同提高、共同致
富”机制创建，充分激发了乡村内
部的无限活力与群众的内生动力源
泉……
  乡村幸福原地升级，城市也在
向“新”生长。
  在人们十多年前的固有印象
里，康县县城总是与“脏乱差”
紧密相连，受“两山夹一水”狭
长地形的桎梏，城市空间局促
狭窄。
  时光流转，如今的康县通过
推动城市更新与品质提升行动，
聚焦民生最细微、最接地气的关
键之处，以“绣花”般的精细功
夫，畅通微循环，改造旧市场，
增设停车场，一系列关乎百姓生
活品质的“关键小事”得到了
解决。
  可以清晰地察觉到，这是一场
将城市外在的“形之变”与群众内
在的“民之便”紧密相连、深度融
合的治城大考。这场考试，考验着
城市建设者的智慧与决心，更考验
着为政者的情怀与用心。
  “城市建设让群众生活更美
好。”在康县，绝非一句口号，而
是每一位市民都能切身感受到的幸
福变迁：邻里小巷恬静舒适，口袋
公园美观实用、菜市场整洁干
净……
  不同于增量扩张的“宏大叙
事”，康县紧扣“人”的需求这一
核心，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进
行存量优化提质，一个个“小切
点”都连着百姓的小日子，让这座
城市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宜居”的
美好愿景。
  真实的故事总是最能打动人
心。冬日暖阳温柔地洒下，人字桥
附近商业街的一家奶茶店内，店主
黄桂英正忙碌地招呼着络绎不绝的
客人。她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感叹“环境越来越好，生意也越来
越红火！”笑容背后，是对生活满
满的热爱与对城市变化的由衷
欣喜。
  再话“守”。十年来，康县之
所以能够成为群众安居乐业的理想
家园、游客心中梦寐以求的诗和远

方，其背后是为政者一届接着一届
干，一年接着一年抓，数十年如一
日的努力。
  理念一脉相承，初心一以
贯之。
  初心始终如一地坚守。悉心梳
理康县十年来推动县域发展的重点
工作脉络，无论是全域建设“和美
乡村”，还是全力打造“精美城
镇”，皆不难发现，其出发点与落
脚点始终紧密围绕群众的期盼与福
祉，时刻心系群众是否幸福，处处
考量百姓满意与否。
  精神坚定不移地传承。从曾经
回荡在康县山山水水间的美丽乡村
“三苦”精神——— “政府苦抓，群
众苦干，部门苦帮”，到如今的
“五美康县”建设，都能深切地感
受到全县上下一条心、一盘棋的合
力与干劲。
  底色毫不动摇地捍卫。往昔，
在美丽乡村建设的征程中，康县始
终秉持“不砍一棵树，不埋一眼
泉，不毁一株草，不挪一颗石”
的生态理念，宛如守护生命般珍视
这片土地的自然生态；如今，在城
市更新与品质提升行动中，康县依
然坚守底色，以旅游理念精心规
划县城，以景区标准匠心建设县
城，全力打造精致生态“公园城
市”。
  一个个鲜活的事例，无一不是
康县对“守”字真谛的生动诠释与
完美演绎。也正是凭借着这份坚守
与执着，康县先后荣获全国休闲农
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县、全国村庄清
洁行动先进县、全国休闲农业重点
县等十余项殊荣。
  美丽城镇和美丽乡村交相辉
映、美丽山川和美丽人居有机融
合。好日子的背后，是康县十多年
来坚持绘到底的“宜居”规划
蓝图。
  无山不青、无水不秀，康县，
是一个有梦想的地方。如今的康
县，还正全力构建“北山南水”文
旅产业布局，加快推进青龙山旅游
度假区和阳坝文旅康养示范区
建设。
  采访当日清晨，在青龙山，阳
光穿透云层洒向山顶，云海翻腾
缭绕，如梦似幻，令人魂牵梦
绕……
  回想当年，在《康县，一幅徐
徐展开的生态山水画》的最后，我
曾这样写道：“我们完全可以这样
想象，五年后，甚至几十年后，在
康县的任何一个村落：家园如画，
岁月静好！”
  时光匆匆，转瞬十年已逝。
  回首康县走过的历程，仿佛未
来已来，美好的愿景已触手可及；
展望未来，一切却又刚刚开始，一
幅全面实现山水自然美、乡村整体
美、产业品质美、城镇精致美、社
会真善美的美丽画卷正徐徐展开，
值得我们满怀期待！

  （上接第一版）

  这里的山洼中，原本有一个名
为“上甘岭”的小山村，位于597.9
高地与537.7高地后，已于1951年被
战火夷为平地。1952年10月14日，
美军向五圣山前沿的上甘岭地区发
起了突然进攻，这就是著名的上甘
岭战役，而李吉才所在的连队，也
参加了这场残酷的战役。
  “我们那时是机枪连的，主要
负责阵地的防守。”李吉才回忆
说，他和战友们被派往上甘岭的两
个山头，那里风高物燥，敌人火力
猛烈，气氛紧张。
  “我们在山头上，美国人往上
冲，重机枪压上，打得我们喘不过
气来。”他描述，那时的炮火犹如
连绵的雷鸣，每一声爆炸都让人心
头一紧，山头的机枪阵地频繁遭到
美军飞机和炮火的攻击，李吉才的
机枪也经常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
  “参军是抱着必死的心态去
的，没想过回来。”李吉才说，
“身上受了些伤，是被炮弹的碎片
击中的，伤口虽然疼痛，但我并未
退缩。”
  在李吉才的战斗生涯中，战斗
英雄邱少云的故事也让他至今难以
忘怀。
  “我和邱少云同在一个营、一
个团，他是老兵，经验丰富。”李
吉才说，具体是哪一天他记不清
了，只记得是中午11点左右，敌人

唯恐我军有埋伏，便试探性地朝
他们所在的山坳里连着开了许多
炮，引得山地多处燃起烟火。邱
少云身边也被炸起火，火慢慢烧
着了邱少云的衣服和帽子上伪装
的茅草。
  为了确保傍晚战斗的胜利，邱
少云硬是一动不动，忍受难以想象
的痛楚，被活活烧死。事后，除插
入沙泥中的双手和压在胸口的一片
棉衣外，整个人被烧得面目全非。
燃烧时，李吉才也看到了这一幕。
傍晚，战友们满腔怒火，冲锋时高
喊着“为邱少云报仇”的口号，冲
上高地将敌人全部歼灭。
  随着年龄的增大，李吉才老人
的眼睛、耳朵都出现了退化，但慢
慢回忆起在朝鲜的经历，他仿佛又
回到了那个炮火纷飞的年代。
  “那个时候打仗哪有怕死的，
都是把生死置之度外，志愿军就是
打个勇气，打个决心。”李吉才
说，志愿军认为美国是个纸老虎，
再凶都不怕。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74年过
去，抗美援朝战争的硝烟早已消
散，但从李吉才充满激情的讲述
中，我们仍能感受到中国军人不怕
牺牲的顽强意志和奋不顾身的爱国
主义精神。
  当问及还能不能行军礼时，老
人努力站直身子，坚定地举起了右
手，行了一个庄严的军礼！

抗美援朝老兵李吉才：

“保家卫国是很光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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