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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南市融媒体中心出版

  本报记者 张 埥

  走进徽县江洛镇游龙村的一
户民居，院落打扫得干干净净，
大大小小的盆栽因为天冷被移放
到了屋内，一位老人正在为其浇
水施肥，满眼专注，他就是抗美
援朝老兵陈谏。
  1949年11月，陈谏加入了中
国人民解放军，在四川、贵州、
云南等地进行剿匪。1950年12
月，被安排到一八六师卫生队学
习，经过半年的刻苦学习，次年6
月，陈谏成为了一八六师医院看
护班的副班长。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
入朝作战。1951年11月，陈谏成为
第二野战军十五军一八六师五五
七团的一名卫生兵，并被选入第三
批入朝部队由辽宁丹东进入朝鲜
参加战斗。
  “我们卫生兵主要负责把救
援设备和药品送到前线，当时咱
们这边的装备都比较落后，都用
骡子、马拉着东西赶路，入朝的
时候坐火车，就用麻醉药把骡马
麻醉后抬上车，这样一节车厢就
能多拉些东西。”陈谏回忆着当
时的情形。

  一路颠簸，终于进入了朝
鲜，为了尽快赶到目的地，志愿
军们一路急行，没有汽车，他们
全靠两条腿跑步行军，动辄几
十、上百斤重的行囊，零下三四
十度的气温，丝毫没有削减他们
的意志。
  “那时候基本一天就要跑150
多里地，我们卫生兵除了背干
粮、背行李，每个人都还要背一
百多个急救包，光背上的这些东
西就有一百斤左右，但是没有一
个人喊累。”陈谏的语气里带着
满满的骄傲。
  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战
役打响了，这次战役是抗美援朝
战争中极为关键的战役。从10月
14日到11月25日，整整43天的浴
血鏖战，无数先烈们用他们的无
畏精神和顽强意志守住了这道防
线，为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
  当时，年仅20岁的陈谏亲眼
见证了这场惨烈的战役。他所在
的十五军四十五师一三五团是上
甘岭战役的主战部队之一，在团
长张信元的带领下，以坑道为主
要防御阵地与敌军周旋。
       （下转第二版）

抗美援朝老兵陈谏：

“为祖国立功！为人民立功！”

  本报讯（记者王乐）2024
年，陇南坚持精准发力、大抓项
目，持续开展攻坚行动，项目建
设质效实现新提升。全年谋划实
施500万元以上重大项目1176个，
完成投资426.7亿元。
  据了解，2024年，天陇铁路
加快推进，武九高速（陇南段）
建成通车。陇南高速公路总里程
达到645公里，居全省第二。新
建改建省、县、乡村道路330公

里，村道生命安全防护工程816
公里，公路总里程达到1.95万公
里，居全省第一。西和县农村公
路养护管理经验入选全国“四好
农村路”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武
都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成
投产，礼县固城二期风力发电年
内实现并网。“三江一水”河道生
态治理等水利项目，兴化至晒金、
马营至武都330千伏，汉王110千
伏输变电工程建成投用。

2024年我市项目建设

质效实现新提升

  本报讯（记者杨德）1月12日，市委副书
记、市长刘永革深入西和县调研重点项目、民
生实事、工业发展和安全生产等工作。他强
调，要凝心聚力抓经济、促发展，全心全意办
实事、惠民生，狠抓工业稳增长，跑出项目加
速度，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在西和县一中搬迁、成名高级中学新校区
项目现场，刘永革强调，要聚焦高质量办学所
需，优化功能布局，完善规划设计，统筹做好校
园食品、环境、安全管理，让学生在家门口“上好
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在西和县教师及医护人员安居工程项目现
场，刘永革强调，要抢抓政策机遇，加快推进安
居工程建设，以宜居激活市场需求，以宜业带动
消费复苏，推动房地产业企稳回暖，拉动经济增
长，促进经济良性循环发展。
  在西和商业广场项目现场，刘永革详细了
解施工进度、功能业态、招商入驻等情况。他
强调，要锚定节点任务，压茬推进项目建设，
提升定位、拓展空间，立足“聚人气、聚业
态”，打造集购物、餐饮、休闲、娱乐、服务
于一体的商业综合体，提升城市形象、促进消
费升级、带动区域发展。
  在陇星公司崖湾锑矿、大桥矿区，刘永革
实地调研企业复工复产情况，他强调，要立足
自身优势，深挖矿产资源潜力，坚持走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之路。要主动靠前服务，加强要
素保障，用好设备更新政策红利，强化资源循
环利用，助企纾困，扎实推进绿色矿山建设。
要严守安全发展底线和生态环保红线，为高质
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赵亚军参加。

  又讯（记者杨德）1月11日，市委副书记、市
长刘永革在礼县调研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生态
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
彻省、市经济工作会议精神，集中精力抓项目、
促投资、稳增长，大干一季度，冲刺“开门红”。
             （下转第二版）

  新甘肃·甘肃经济日报记者 白 杨
          
  在陕甘川三省交界之处，陇南，
这座被山水环绕的城市，正以坚定的
决心和有力的行动，绘就绿色崛起的
壮美画卷。
  2024年，陇南市坚决打好蓝天碧
水净土保卫战，切实守牢生态环境安全
底线，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大步迈进，
为百姓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态家园。

蓝天保卫战：
多管齐下，守护湛蓝天空

  2024年，陇南市的天空格外湛
蓝，全年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
2.82，优良天数达到358天，优良天数
比例高达99.4%。优异成绩的背后，是
陇南市多部门协同作战、多管齐下的
不懈努力。
  为了护好这片蓝天，陇南市建
立了科学的应对机制，提前预警，
及时采取措施，减少沙尘对空气质
量的影响。在涉气重点单位监管方

面，陇南市生态环境部门加大巡查
力度，对违规排放的企业绝不姑
息。通过定期检查和不定期抽查相
结合的方式，确保企业严格按照环
保标准进行生产。
  扬尘管控也是蓝天保卫战的重要
一环，陇南市要求所有建筑工地必须
严格落实“六个百分百”防尘措施，
即施工工地周边100%围挡、物料堆放
100%覆盖、出入车辆100%冲洗、施
工现场地面100%硬化、拆迁工地
100%湿法作业、渣土车辆100%密闭
运输。对于未达标的工地，一律责令
停工整改。同时，加强道路清扫保
洁，增加洒水降尘频次，有效减少了
道路扬尘的产生。
  散煤治理工作深入推进，陇南市
通过宣传引导、补贴政策等方式，鼓
励居民使用清洁能源。在一些社区，
工作人员挨家挨户上门宣传散煤燃烧
对环境的危害，并为居民提供天然
气、电暖器等清洁能源的安装咨询和
补贴信息。许多居民纷纷响应，主动
淘汰了传统的燃煤炉灶。

  面源污染治理同样不容忽视，陇
南市加强对餐饮油烟、露天焚烧等行
为的监管，通过安装油烟净化设备、
加大巡查力度等措施，有效减少了面
源污染。市区一条美食街所有餐饮店
铺都安装了油烟净化设备，街道上再
也没有了以往刺鼻的油烟味。
  此外，陇南市还完成了加油站油
气回收在线监测联网监管平台建设，
对加油站挥发性有机物排放进行实时
监控。对机动车检测机构的监管也不
断加强，确保机动车尾气达标排放。
一系列强有力的举措，让陇南市的天
空愈发湛蓝、空气愈发清新。

碧水保卫战：
综合施策，呵护生命之源

  水，是生命之源。在碧水保卫战
中，陇南市12个国控地表水断面、5个
省控地表水断面、38个重要水功能区
考核断面水质达标率均为100%；2个
地级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16个
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7个

万人千吨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也全部达到100%。
  2024年以来，陇南市完善嘉陵江
流域水质预警监测体系，就像给河流安
上了“智慧眼睛”，能够实时监测水质变
化，及时发现潜在的污染风险。
  入河排污口整治是碧水保卫战的
关键环节。陇南市举办全市入河排污
口监督管理信息化平台管理培训班，
提升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完成全市
各县区入河排污口溯源和“一口一策”
整治方案编制工作，截至目前，入河排
污口整治完成率已达75％。在某条河
流的入河排污口整治过程中，工作人
员通过溯源技术，找到了污染源头，
并制定了针对性的整治方案。经过一
段时间治理，该排污口的水质得到了
明显改善。    
        （下转第二版）

陇南：绿色崛起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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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通讯员 梁云霞

  临近春节，西和县龙辉
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生产的
粉条迎来销售旺季，工厂开
足马力赶订单忙生产，确保
满足市场供应。
  走进西和工业集中区的
龙辉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粉
条加工车间，机器轰鸣，打
浆、漏粉、煮粉、冷却、晾
粉，生产线上热气腾腾，工
人们有序地忙碌着。
  “我们马铃薯粉条生产
线平均每天生产6吨左右，
去年3月由于天水麻辣烫的
爆火，我们公司粉条销售额
达到了3000多万元。”车间
负责人刘伟介绍道。

  在分拣车间里，工人们
将晾晒干的粉条称重、分
装，准备发货。“收入可
以，一个月2000多元，最大
的好处是离家近。”刘菊香
在这里上班两年多了，对她
来说在粉条车间上班，是一
举两得的好事，既照顾了家
里又增加了一份收入。
  据了解，西和县龙辉农
产品开发有限公司自2022年
入驻西和工业集中区，以
“龙头企业+基地+合作社+
农户”的模式，充分发挥龙
头企业优势，以产业带动群
众稳定增收，走出了一条马
铃薯种植、精深加工、市场
销售全产业链发展之路，带
动就业50余人。

西和：

农特产品订单旺

开足马力生产忙

  1月12日，游客在康县碾坝镇安家坝村玄麻湾社特
色农业观光采摘园采摘草莓。近年来，碾坝镇因地制宜
发展果蔬采摘、旅游观光、农家乐等特色产业，推进休闲
农业和乡村旅游融合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
            本报记者 黄培军 摄

  本报通讯员 蒋小花 李剑超

  寒冬时节，走进搬迁户杜娟儿家
中，室内宽敞明亮、干净整洁，阳光
洒满窗台，温馨而美好。杜娟儿满心
欢喜地带大家参观新房，脸上洋溢着
幸福的笑容。
  杜娟儿是马街镇路家那村村民，
该村地处严重灾害隐患点，由于近年
来滑坡体裂缝加剧，已造成该村多间
住房不同程度开裂变形，对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生态及地质

灾害避险搬迁政策的实施，彻底解决
了路家那村群众生存安全问题。马街
镇精准对接群众搬迁需求，将该村列
为整体搬迁村，用实际行动将实事办
到群众“心坎上”。
  “我们以前的家因为山体滑坡导
致房子出现裂缝，下雨天很担心，睡
觉都睡不安稳。现在搬迁到了城区的
小区后，打雷下雨都不怕了，出门购
物也便利了很多。我还在公园里边摆
了一个小摊，有了经济收入，现在生
活得特别幸福。”杜娟儿说。

  搬出隐患点，迁入新居，不仅是
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保护，更是寄
托了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新希望。
  搬迁户杜梅霞说：“自从搬迁下
来以后，各方面都方便了很多，家里
老人有个头疼脑热的也能及时就医。
就业也很多样灵活，小区设施条件
好，闲暇时间可以散散心，搬下来以
后幸福感明显提升了很多。”
  近年来，马街镇坚持把生态及地
质灾害避险搬迁作为重大德政工程、
民生工程，紧紧围绕“搬得出、稳得

住、有就业、生活好、能融入”的总
要求，让群众搬进幸福里，过上好
日子。
  “自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
工作开展以来，马街镇抢抓政策机
遇、积极主动作为，紧紧围绕省、
市、区有关工作部署要求，紧盯工
作任务和时间节点，按照‘五聚
焦、五到位’的工作思路，扎实高
效推进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各
项工作，搬迁群众的获得感、认同
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截
至目前，马街镇累计搬迁群众320
户133 3人，下一步，我们将锚定
‘搬得出、稳得住、能就业、生活
好’的总体目标，再添措施、再鼓
干劲，高质量完成2025年生态及地
质灾害避险搬迁工作任务。”马街
镇副镇长王斌说。

“搬”进幸福里 过上好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