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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通讯员 焦杨红 雍丹萍

  近年来，康县铜钱镇以“五大工
程”为引领，以“一强三引领”农村基层
组织整体提升行动为抓手，以“五美康
县”建设为目标，聚焦“三个共同”促振
兴工作任务，结合“党建+N”模式，纵深
推进“党建+茶叶产业”“党建+五产一
体生态农场”“党建+村企合作”多种机
制，产业发展取得丰硕成果。

“土产品”闯出“大市场”

  近年来，铜钱镇积极探索“党支部
＋村集体＋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大
力发展特色产业。持续开展“直播+助
农”活动，实现了农村“土产品”走向城
市“大市场”。
  据了解，去年以来，康县云岭农产
品加工厂产值达500万元以上，带动农

户增收100万元；石磨豆腐作坊生产销
售豆腐6.5万斤，产值达28.8万元，带动
村集体增收8.4万元，农户增收12万元；
生产销售手工茶500斤，产值达15万
元，带动村集体增收1.5万元，农户增收
13.5万元。
  铜钱镇以康县昱鑫种植农民专业
合作社为牵引，成立中药材加工厂和
乡村就业工厂，按照“合作社＋基地＋
农户”的模式，与13个村级股份经济合
作社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合作社全年
收购加工中药材合欢皮、桑白皮、黄菊
花等300余吨，收购的中药材经初加工
后主要销往河南、安徽等地，年产值达
500余万元，带动周边13村200余户农
户，惠及人数多达800多人，户均增收
2300元左右。

“撂荒地”蝶变“丰收田”

  铜钱镇全面落实“藏粮于地、藏
粮于技”战略，由村集体牵头整治撂
荒地，发展以小麦、玉米等为主的传
统种植产业，保障粮食安全，巩固脱
贫成果，同时积极种植本地老黄豆、
荞麦等特色小杂粮及应季蔬菜，不断
提高撂荒地的经济效益。2024年全镇
实现500亩荒地变良田，共种植小麦
1156亩、玉米1120亩、老黄豆1000余
亩，油菜884亩、高粱170亩、各类蔬
菜200余亩。扶持发展庭院经济示范
户100余户，统购统销老品种黄豆22
吨，助农增收27万元。麻园、天池等
村集体利用撂荒地种植小麦200余
亩，为村集体增收20余万元，发放务
工补助15余万元。

“养殖业”托起“致富梦”

  铜钱镇在发展特色产业的同时加

强生态资源保护，构建生态立体的
现代化农业体系。迁址重建益康生
猪养殖场，配备自动投料、科学保
育、消毒防疫等设备，达到现代化
生猪自繁自育养殖标准，实现年出
栏育肥猪5000余头。以“村集体+
能人大户”“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
社”模式，培育发展农旅融合产
业，在双河生态农场建成冷水鱼养
殖区、孵化区及生态垂钓园，养殖
虹鳟4万余尾，年孵化鱼苗2万余
尾。新建食用菌培育区1处，搭建标
准化大棚25座、烘干房1座，全镇共
发展青冈香菇6000余架，改造提升
食用菌大棚60余座。

  本报讯（记者罗艳）2024年12
月31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
荣看望慰问奋战在年终决算一线的
财税金融系统干部职工，向他们致
以新年祝福。
  李荣先后来到市财政局、市税
务局、人行陇南分行，听取有关工
作情况汇报，详细了解财政收支、
税收、年终轧账、银行存贷款等情
况，对一年来全市财税金融工作取
得的成绩表示祝贺并给予肯定，感
谢他们一年来的辛勤付出，鼓励他
们在新的一年里继续拼搏奋斗，为
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
力量。
  李荣强调，2025年是“十四
五”规划实施的收官之年，也是
“十五五”规划的谋划之年，希望

全市财税金融系统深入贯彻落实好
中央及省委、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
神，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牢
记职责使命，主动担当作为，为经
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财税金融支
撑。要落实好过紧日子要求，深化
财政管理改革，不断提升财政管理
水平，扎实抓好财政增收节支，全
力防范化解债务金融风险，推动财
政金融运行更加健康。要提升金融
对重点项目建设、重点民生项目、
实体经济发展等领域的保障水平，
更好地发挥金融支持地方经济发展
作用。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大力
培育优质税源，落实好减税降费政
策，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让政策红
利更好地惠及经营主体和人民
群众。

  连日来，礼县市场监管局开展“食安迎佳节”专项行动，执法人员对商场
超市、农贸市场等在售食品进行严检细查。  本报通讯员 党海文 摄

铜钱镇：

特色产业“多点开花” 乡村振兴“硕果累累”

李荣看望慰问

财税金融系统干部职工

  西和讯（通讯员梁云霞）近年
来，西和县全力推动群众就地就
业，通过构建乡村产业体系，把乡村
就业工厂（帮扶车间）建到群众家门
口，让“就业工厂”成为群众就地就
业的好去处。
  冬日，走进西峪镇的荣益达乡
村就业工厂，电动缝纫机的“哒哒”
声此起彼伏。裁剪区、缝纫区、熨烫
区分工明确，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
冬季校服，划料、裁剪、缝制，一件件
校服逐渐成形。
  “我在服装厂上班，主要是离家
近，方便照顾家里，工资按照计件，
多劳多得，一个月能挣3000元到

4000元。”王海红笑着说。
  据了解，西和县荣益达商贸有
限公司位于西峪镇河坝村，是一家
集设计、生产及销售为一体的服装
工厂，全年生产各类服饰10万余
件。工厂自建成以来，便把实现
“妇女就近务工、挣钱看家两不
误”作为目标，积极发挥“乡村就
业工厂”的带动作用，带动周边妇
女就近务工100多人。
  建在家门口的生产车间不仅为
当地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而且直
接带动了当地就业。2024年，西和
县共运营乡村就业工厂69家，解决
就近就业1770余人。

西和：

乡村工厂解决就近就业1770余人

  本报通讯员 冯永利

  乡村道路既是乡村振兴的“动
脉”，也是改善民生的“神经末
梢”。为持续解决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改善农村道路通行环
境，确保群众安全、畅通、便捷出
行，近日，成县店村镇尹寨村充分
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把农村

道路养护与主题党日活动相结合，
对五社（谷鸵）的通社主干道进行
修缮和拓宽，用实际行动践行新时
代党的群众路线。
  近期，尹寨村群众在民事直说
说事会上提出，现在家家户户都开
上小汽车了，但是我们社里的路太
窄了，开车遇到电动车都让不过
去，能不能修宽一点，村“两委”

经过商议并征求群众意见，决定按
照“镇上补水泥，村上投沙石点，
群众筹工筹劳”的方式，对长约
1000米的五社通社路进行加宽
修缮。
  “这条道路，原来路面狭窄，
弯道较多，只能单向通行，安全隐
患大，村上这次修路是一件大好
事，不用村上通知，大家听到后都

来帮忙了。”经过数日积极的劳
作，目前该道路已拓宽700多米，得
到群众的一致好评。
  “这条道路群众反映最强烈，
为了把这条‘堵心路’变‘舒心
路’，我们村把这条道路的拓宽列
为当前重点工作来抓，这次加宽路
面需要占用26户群众的地坎，没有
一户不同意的，群众的无条件支持
也让村委更加坚定了把这条路修好
的决心。从开工起，每天都有80多
名群众自愿投工，截至目前，参与
修建的人数已达到1000多人次，再
用不了几天，这条拓宽到4.5米的通
村道路将全部贯通。”尹寨村党支
部书记高亚洲说。

店村镇：

党群携手解难题 拓宽道路办实事

  近日，文县舍书乡坪里村干部
群众在埋自来水管。
  连日来，由于降雪天气，坪里
村水源地裸露的水管有冻裂损坏风
险，群众在召开的民事直说会上反
映了情况。包村领导得知后，迅速
想办法解决，村民也纷纷投工投
劳，仅用一天时间，就完成了裸露
水管的埋管及保温防护工作，及时
消除影响供水的隐患。
   本报记者 刘玉玺 摄

（上接第一版）投资6.23亿元完善宕
昌县现代农业（中药材）产业园基础
及配套设施，成功通过省级农业科技
园区认定。深入落实“旅游活县”工
程，编制《全域旅游发展规划》，建
成全域智慧旅游综合服务平台，官鹅
文化旅游城等6个项目加速推进，打
造旅游景观节点99个，改造农家乐和
农家客栈57家，城关镇立界村入选省
级文旅振兴乡村样板村。积极开展
“陇货入青”“陇货入渝”系列产销
对接活动，实现外贸出口1026万元。
  ——— 生态底色愈发靓丽。突出生
态优先、保护优先，完成25条河流河
湖岸线保护利用划界和19条县级河流
“一河一策”制定，疏浚河道25.8公
里，全县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各河
流断面水质达标率100%。全面落实

林长制，大规模开展国土绿化行动，
完成生态修复治理项目2个，实施荒
山造林1.11万亩、义务植树112万株、
退耕还林2万亩、林草退化修复2.5万
亩、生态长廊建设298公里，全县森
林覆盖率达到31.21%，空气环境质量
优良率达到98%以上。官鹅沟大景区
创建为第一批甘肃省“两山”实践创
新基地。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
统治理，森林覆盖率从26.41%增长到
31.21%，空气质量优级天数比例屡创
新高，蓝天白云成为常态，岷江近20
年来首次实现河畅水清，“中国绿色
名县”“中国低碳旅游示范县”、省
级森林城市等头衔纷沓而至。
  ——— 产业推介营销不断拓展。
“甘肃·陇上江南·乡村休闲度假
游”入选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宕

昌县冬春旅游推出四条精品主题旅游
线路：以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为代
表的红色旅游线路；以官鹅沟为代表
的集登山、探险、观光为一体的绿色
生态旅游线路；以草原风光为代表的
草原民俗风情自驾游线路；以羊马古
城为代表的212沿线历史文化节点寻
根访古游线路。举办2024年首届“官
鹅沟”杯公路自行车挑战赛，全国招
商引资旅游项目推介会，北京黄芪茶
发布会、全国“娥嫚杯”广场舞、艺
术舞蹈邀请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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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推出旅游歌曲
《娥嫚》，吸引游客相继而来，络绎
不绝。
  ——— 项目为产业而建，产业因水
而兴。深入开展“引大引强引头部”

行动，积极招引官鹅非遗主题康养度
假民宿、云境官鹅羌邸等项目落地建
设，文旅森林养老综合服务中心、羌
藏文化保护传承中心及文旅综合小镇
等项目前期工作加速推进。产业支撑
全面夯实，县上每年列支600万元用
于农家乐（农家客栈）提升改造，先
后建成鹿仁、岳藏甫、立界等旅游富
民示范村，支持景区群众成立旅游合
作社12家，建成农家乐96家、农家客
栈137家。
  眼瞅着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许多在外务工的群众返乡创业，
建起了民宿、开起了餐饮。城关镇立
界村的群众也是变化中的受益者，村
党支部书记杨昊介绍：“全村共120
户480余人，有近200人从事民宿经营
等旅游产业，其中40岁以下的民宿经
营者有76人，很多年轻人回到村里，
在家门口做起了生意。”
  当前，宕昌县文旅产业蓬勃发
展、势头强劲，文旅融合持续深化，
走出了一条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
发展之路、富民之路，带动全县3.2万
人端稳了“旅游饭”。

文 旅 融 合 竞 芬 芳  康 养 福 地 绘 新 景
  （上接第一版）

  卢玉春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团
长正要向司令部报告阵地情况时，
通讯突然中断。在敌军炮火的猛烈
轰炸下，卢玉春毫不犹豫地挺身而
出，冒着生命危险去抢修天线。
  “美军飞机低空飞过，炸弹一
波接着一波，在距离我很近的地方
爆炸。”卢玉春说。
  一边是敌军的炮弹，一边是通
讯保障任务，卢玉春心中没有丝毫
犹豫，一心只想迅速接上天线。
  “嘭，炮弹爆炸了……我眼前
一黑，便失去了知觉。”卢玉春缓
缓地说道。
  当他再次醒来，已被战友们紧
急送往卫生所。炮弹的弹片，在他
的腿部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痕。那
道伤痕，也成为他在战场上英勇无
畏的见证。

  在讲述抗美援朝战场上的情形
时，卢玉春的话语总是铿锵有力，
掷地有声，让人感受到一名老兵的
拳拳爱国之心。然而，当回忆起自
己的战友时，老人又总是泣不成
声：“我是幸运的，我还能活着回
来，可是那些牺牲的战友们，他们
却永远留在了那片土地上……”
  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伟大胜利
后，卢玉春先是留在部队，后又转
业到地方，曾担任建设银行陇南地
区中心支行党组书记、行长。几十
年工作，一贯谦逊、踏实，不事张
扬，将自己在战场上铸就的坚韧品
质融入日常工作的点滴之中，为地
方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贡献自己
的力量。
  “抗美援朝精神永不过时，它
将永远激励我们在强国之路上奋勇
迈进。”卢玉春说。

  武都讯（通讯员黄骊珠）近年
来，武都区坚持把优化牧草品种及
扩大养殖规模作为畜牧业发展的着
力点，建设高标准养殖场，推动畜
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自动化方
向迈进。
  武都区加强对畜牧养殖示范户
的养殖技术指导培训，并积极引入
现代科技与管理理念，采用智能化
养殖设备，精准控制养殖环境的温
度、湿度、光照等条件，让畜禽在
更加舒适的环境中生长，不仅提高
了养殖效率，也提升了产品质量。
此外，还从规模养殖、良种繁育、

园区建设、链条延伸、科技示范、
要素保障等六个方面全面发力，着
力构建集保种、繁育、育肥、屠
宰、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全产业链
发展体系，进一步提升了畜牧业的
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
  截至目前，全区共有畜禽养殖
场436家，其中生猪养殖场218家、
牛养殖场79家、羊养殖场55家、鸡
养殖场29家、肉兔龙头企业1家、
肉兔养殖示范点46家，其他养殖场
17家。全区畜牧业总产值达到17.12
亿 元 ， 人 均 牧 业 可 支 配 收 入
2720元。

武都：

畜牧业奏响乡村振兴“奋进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