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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  韫

□记者 薛六十生

　　今年以来，甘南抢抓机遇、乘势

而上，开足马力抓复工、马不停蹄赶

订单、热火朝天忙生产，全力以赴拼

经济、稳增长，以强劲之姿为区域经

济发展注入澎湃动力。

　　迭部县统筹各类资源，积极推进

扎尕那景区栈道修建、智慧停车场等

工 程 建 设 ，确 保 项 目 投 资 量、工 程

量、实 物 量“ 三 量”齐 升。项 目 建 成

后，将进一步打响迭部县旅游品牌，

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助力县域经济社

会发展，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

发展动能。

　　中藏药作为甘南州特色优势产

业和九大重点优势产业之一，以独特

的产业模式，加之政策助力，正朝着

集聚化、规模化方向迈进，展现出无

限潜力。卓尼县纳浪镇洮劳村中藏药

材标准化种苗繁育基地，拖拉机牵引

播种机精准完成开沟，目前洮劳村正

在建设的300亩标准化种苗繁育基地

和GAP基地，全程机械化种植、无人

机植保，在降低人工成本的同时兼顾

了药材的地道性。同时，该基地的建

设将协同带动全镇中药材标准化种

植突破1 0 0 0 亩，预计户均增收1 . 5 万

元，实现产业振兴与人才留乡的双赢

局面。

　　在国家新一轮“以旧换新”政策

的推动下，甘南抢抓政策机遇，精心

谋划高效落实 ，着力从推动3 C 数码

产品换“新”、家电换“智”、家装厨卫

换“新”等方面提质增效 ，进一步扩

大支持范围、提高补贴标准、优化补

贴方式 ，确保政策红利更好、更快、

更便捷地惠及广大消费者，持续发挥

以旧换新“乘数效应”。

　　据了解，目前全州有符合条件的

第一批补贴实施商户11 7家，分布于

各县市、各行业。其中，家电类28户，

3C数码类59户，家装厨卫类20户，汽

车企业4户、电动自行车企业6户。通

过 实 实 在 在 的“ 真 金 白 银”惠 企 利

民，为经济发展赋能添力。

　　2月底，全州重大项目集中开复

工活动在甘南州天然气长输管道合

作至临潭卓尼建设项目现场举行，集

中开复工项目1 9 4 个、总投资3 9 2 亿

元 ，涵盖基础设施、生态保护、社会

保 障、民 生 改 善、产 业 发 展 等 多 个

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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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深 化化““ 三三 抓抓 三三 促促 ””行行 动动

　　本报玛曲讯  ( 记者 马国锋） 玛曲县以持续优

化营商环境为目标，以纵深推进“放管服”改革为抓手，

进一步提高企业开办便利度，推进“时限更短、流程再

简、服务最优”，最大程度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着力破解

基 层 群 众 办 事 难 题 ，助 力 乡 村 全 面 振 兴 和 小 微 企 业

发展。

　　建立健全分级业务指导和行业监督制度。市场监管

部门通过机关指导、乡镇实施、村级宣传，构建县、乡、村

三级联动机制，推动全县9个乡镇（场）在各村（社区）党

群服务中心开设证照帮（代）办点，让营业执照等证件办

理“就近办”“零跑腿”，实现“家门口办照”。

　　优化服务流程，推行“一件事一次办”服务模式。各

乡镇（场）所推出“藏语白话版”指南与“保姆式”指导，

工作人员全程帮办、代办，办理时限进一步压缩，实现营

业执照2小时内出证。2 0 2 5年第一季度全县各乡镇（场）

所共办理营业证照12 6件，其中帮办54件，代办39件，开

展宣传13次，切实践行“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的服务宗旨。

　　提升政务服务智能化水平。完善行政许可备案审批

系统、企业开办“一窗通”系统、个体工商户全程电子化

登记系统等功能，优化人脸识别、身份认证流程，提供辅

助引导。加大电子营业执照宣传推广力度，提升经营主

体对电子营业执照的知晓度和使用率。严厉杜绝以备

案、登记、行政确认、征求意见等方式变相设置行政许

可，禁止违规增设审批环节、增加办理要件，大力整治服

务窗口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和业务不熟、办事拖拉、

推诿扯皮、敷衍塞责、让群众反复跑腿等问题，严肃查处

在审批服务中谋取不正当利益等行为。

玛曲：优化营商环境

助推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

着着力力优优化化营营商商环环境境  助助推推高高质质量量发发展展

┬记 者 陈 瑾

 通讯员 卓玛杰

　　初春，大夏河面浮冰未消。一架无人

机 轻 盈 掠 过 河 面 ， 这 是 推 行 “ 人 巡 + 机

巡”智慧治水新模式的生动场景。作为黄

河上游重要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夏河县

正 以 科 技 为 笔 ， 书 写 着 新 时 代 的 治 水

答卷。

　　近年来，夏河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担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重任，把河湖保护与管理作为立足新

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

局的重要举措，守住了生态保护红线、环境

质 量 底 线、资 源 利 用 上 线 ，增 强 了 生 态 意

识、责任意识、上游意识、危机意识，科学治

水、依法治水的能力水平全面提升，水生态

环境持续向好，人水和谐共生的生动局面

凸显。

　　夏河县坚持“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

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以党建引

领水利发展，全力推进水利项目建设，提高

防洪、抗旱能力，严格落实河湖长制，实

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开展水土保持

综合治理，全方位筑牢水安全防线，推动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夏河县河湖长制工作办公室提高政治

站位、深化思想认识，聚焦目标任务、狠抓

工作落实，不断加快转变治水思路和方式

方法，把节约优先、强化水资源管理贯穿于

治水兴水全过程，融入到经济社会发展和

生态文明建设全领域、各方面，提高了夏

河县水安全保障能力，以水资源的可持续

利用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夏 河 县 以 “ 保 护 水 资 源、防 治 水 污

染、改善水环境、修复水生态”为目标，

当好河湖管理保护的“领队旗帜”，做到

守河有责、守河担责、守河尽责，不断在

强监管上提质升级，在水资源保护、水污

染防治、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方面集

中发力，奋力谱写夏河河湖长制工作新篇

章，努力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

美丽新夏河。

夏 河 ：加 强 水 资 源 保 护  推 动 人 水 和 谐 共 生

  本报合作讯  （记者  韦德占） 4月7

日，全州林长制工作会议召开，州委书记、

州级总林长何谋保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

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

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全国、全省林业和草

原工作会议精神，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推

深做实林长制工作，努力推动美丽甘南建

设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州委副书记、州长、州级总林长杨武主

持会议。州领导吕哲军、杨光龙、蒲北辰、丁

文华、王芳、陈吉勇、扎西才让、万代克，以

及州政府秘书长旦智杰等出席。

  会议通报了2 0 2 4 年林长制工作情况。

舟曲县、卓尼县作了交流发言。

  何谋保在讲话中总结了去年以来全州

落实林长制工作成绩，全面部署了今年重

点任务。他强调，要树牢全局思维，以更高

站位“扩绿”，因地制宜推进国土绿化，巩固

提升“六大绿色生态廊道”建设成果，打造

更多小微公园，扩大城区绿色空间，积极开

展森林小镇、森林乡村创建工作，持续开展

村庄绿化，多措并举实施林草修复，久久为

功推进湿地保护，让大美甘南青山常在、绿

水长流。要坚持管治并重，以更大力度“护

绿”，把 林 草 管 护 工 作 摆 在 更 加 突 出 的 位

置，落实森林资源保护机制，加强全过程、

全方位、全领域保护，在林草资源监管上下

功夫，在林草灾害防治上出实招，在环保督

察问题整改上动真格，坚决守好每一片绿

荫、每一寸绿草。要注重挖潜增效，以更优

理念“用绿”，树牢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

发展理念，深入挖掘林草资源，不断壮大林

草产业，彰显生态旅游产业优势，拓展特色

林果产业渠道，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推

动林草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提升”，真

正实现青山有“价”、绿水含“金”。要构建体

系机制，以更强合力“兴绿”，牢固树立全州

“一盘棋”思想，统筹各方力量，强化协

作配合，压紧靠实责任，健全制度体系，

坚 持 “ 一 把 手 ” 狠 抓 到 底 ， 坚 持 “ 一 条

线 ” 考 核 问 效 ， 坚 持 “ 一 张 网 ” 宣 传 引

导，高效落实林长制，在植绿、兴绿中推

动林草事业高质量发展。

  杨武在主持讲话时强调，要筑牢绿色

生态之基，全力守护好森林、草原、湿地

资源，重保护，抓整改，守安全，不断厚

植绿色生态家底。要走好价值转化之路，

探索创新、完善机制，持续拓展生态价值

转 化 利 用 的 有 效 途 径 ， 真 正 让 “ 绿 水 青

山”成为“金山银山”，实现高原增绿、

林草增效、群众增收。要保障经济发展之

要，正确处理保护和发展的矛盾，转化思

维，破解难题，抢抓机遇，为加快建设新

时代“五个甘南”作出更大贡献。

  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县一级。

何谋保在全州林长制工作会议上强调

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推深做实林长制工作

努力推动美丽甘南建设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白永萍

  打卡正宁路，品尝兰州特色小吃；夜游

母亲河，欣赏黄河美丽夜景；走进博物馆，

探寻甘肃文化的“根”…… 4 月6日，在兰州

黄河母亲雕塑前拍照留念的西安游客王昂

直呼过瘾，表示下个假期还要带家人去酒

泉、嘉峪关。

  王昂告诉记者，他是4月3日晚上从西

安过来的，先在天水及周边县区游玩了两

天，兰州游玩结束后再乘高铁返回西安。

  今年清明假期，像王昂一样在甘肃留

下旅游足迹的人还有很多。数据显示，清明

假期首日，我省各景区共接待游客223万人

次，初步预测旅游收入达12亿元，分别较上

年同期增长了8.8%和11%。

  在古城品味悠久历史文化、在风景区

享受山水画卷、在美食街品尝特色美食、在

博物馆探寻灿烂文明、在文创店购买特色

纪念品……假日期间，多种多样的旅游方

式，让我省文旅市场热潮涌动。

  入春以来，天水文旅持续升温。清明假

期，天水市再次迎来客流高峰。

  在麦积山大景区，前来游玩的市民游

客络绎不绝。来自平凉的游客吕红霞是专

程来天水游玩的，一到麦积山石窟，就迫

不 及 待 地 在 朋 友 圈 晒 出 了 “ 九 宫 格 ” 照

片。“这里既有独特的石窟艺术，又有迷

人的地理风貌，非常值得一游。”吕红霞

说，“我还在市里品尝了天水麻辣烫、呱

呱、热杏茶、野菜等美食，真是越玩越开

心，越吃越美味。”

  麦积山大景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 者 ， 清 明 假 期 ， 麦 积 山 大 景 区 游 客 众

多，迎来客流小高峰，假日期间，累计接

待游客达6.8万人次。

  穿行丹霞山间，攀登丹霞栈道是一种

什么体验？清明假期，兰州水墨丹霞旅游

景区也迎来了客流高峰。假期首日，景区

游客接待量达75 0 0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7.14%。

  兰州水墨丹霞旅游景区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为进一步做强品牌影响力，吸引

更 多 游 客 ， 今 年 3 月 中 旬 ， 景 区 新 增 了

“水墨丹霞专线”，从市区地铁枢纽站可

直达景区。景区停车场还配套了智慧停车

系统，有效解决了停车慢、停车难等问题。

  在敦煌，闻名中外的莫高窟、镶嵌在沙

漠里的绿宝石月牙泉、承载历史记忆的阳

关玉门关，同样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

打卡游览，感受当地文化魅力。

  “在敦煌旅游和在其他地方旅游感觉

不一样，不仅享受了一次视觉盛宴，更接

受了一次心灵洗礼。”来自四川的游客赵吉

说，浓郁的历史文化氛围，独特的城市建筑

及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让人难忘，期待下

次再来。

  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2024年，全省新创建4A级旅游景区11

家，7条乡村旅游线路入选全国精品线路；

新晋甲乙级民宿5家，累计达到1 1家，总数

居全国第二；新晋升国家一二三级博物馆

50家，累计达257家，每9 .6万人拥有1家博物

馆，居全国第一。

在 春 日 邂 逅“ 诗 和 远 方 ”

— —— 清 明 假 期 我 省 文 旅 市 场 见 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