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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 日 的 庄 浪 县 通 化 镇 中 药 材 育 苗 基 地

里，药材采收机来回穿梭作业，伴着机器的轰

隆声响，一根根党参苗破土而出。数十名工人

紧随其后，手拿耙子将新出土的党参苗轻轻

翻出，收集到手，随后去泥、分拣、捆绑、装袋，

一派繁忙的景象。

  通化镇地处关山林缘区，海拔、气候、土

壤条件得天独厚。该镇按照链条化、区域化、

基地化的发展思路，以“扩规提质、延链补链、

融合发展”为基本路径，初步形成了集育苗、

种植、晾晒、销售为一体的产业体系，实现了

中药材产业全链条、全方位、全要素高质 量

发展。

  “我们的1000多亩育苗基地主要有党参、

黄芪、黄芩、红芩等中药材，采用‘ 大田+苗床

+滴灌’的种植方法，提高了成活率，为全县中

药材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优质种苗。”通化镇中

药材育苗基地负责人马云利说。

  通化镇以打造“药材之乡”为目标，通过

土地流转，以基地示范带动发展，动员关山林

缘区5村采取合作社集中示范与农户分散种

植相结合的方式，建成中药材种植示范基地

2060亩，带动全镇种植中药材4300多亩，亩均产值达6000元。

  在通化镇通边村的中药材种植田地里，药农们紧锣密鼓

地采挖黄芪。“这段时间随着气温回升，我们抢抓有利时机，组

织机械和人工进行采挖，我们有黄芪52 0多亩，平均每亩大概

收七八百斤，种植收益还不错。”通化镇通边村药材种植大户

柳引军说。

  “为促进产业发展，我们对有种植意愿的农户，在品种选

择、种子调运、农资供应、技术指导等方面给予帮助，对不愿意

和没有能力种植的农户，将土地流转给大户进行承包经营。目

前，已形成‘大户承包+散户联动’发展中药材的良好局面。”通

化镇副镇长柳强强说。

  选择一个产业，富裕一方百姓。庄浪县通化镇以药兴产、

以药促收、以药富民，带领广大群众走出了一条“以药谋财”的

路子。                （据《甘肃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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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更 公 告

  合作市足球协会，法人：更高才让，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5 1 6 2 3 0 0 1 M J Y 9 6 6 5 9 4 C ，现 将 原 法 人 黄 俪

（ 6 2 2 2 2 6 1 9 8 5 1 1 2 8 3 0 2 1 ）变 更 为 更 高 才 让

（623001200109264415）。特此公告！

合作市足球协会

2025年4月14日

  春日秦安，河畅其流，水复其动。

  来到引洮供水二期配套秦安县城乡

供 水 工 程 的 叶 堡 水 厂 ，蓄 水 池 里 盈 满 碧

水，潮湿的水汽拂面而来。生产车间机器

嗡嗡运转 ，将水进行沉淀、过滤、净化处

理，生产出洁净的水送入千家万户。

  这是清澈的洮河水，从千里之外，翻

山越岭，奔涌而来。地处中部干旱山区的

秦安县，期盼了半个多世纪的圆梦工程得

以彻底实现，全县60余万城乡群众吃上了

干净甘甜的洮河水。

甘甜清水潺潺来

  “我娘家在定西漳县贵清山附近，我

从小喝着甘甜的山泉水。”秦安县叶堡镇

何坪村村民包亚红直率地说，“2017年，我

嫁到秦安，这儿的水我喝不惯，又涩又咸，

缸里的水，水面漂着一层浮沫，烧水壶常

结着一层水垢。”

  “直到20 2 3年8月，村里通了洮河水，

水质清澈了，和我家乡的山泉水差不多，

喝起来很甜。”包亚红很满意地说。

  包亚红的婆婆将一些衣服洗干净后，

晾晒在院子里。“以前是苦咸水，碱太大，

白色衣服咋搓洗都洗不干净，有水印子。

如今用洮河水洗的衣服又干净、又软和。”

  “引洮工程对十年九旱的秦安县十分

重要。按照起初设计，只给秦安县4个乡

镇供水。秦安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引洮

供水二期配套工程，经过积极争取，将全

县城乡群众供水都纳入供水范围。”秦安

县引洮配套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党支

部书记、总经理车赟介绍，配套城乡供水

工程 ，是实现配水到户“最后一公里”的

工程。

  据悉，引洮供水二期配套工程总投资

53 . 8 7亿元，供水范围包括定西市安定区、

陇西县、通渭县，白银市会宁县，天水市武

山县、甘谷县、秦安县及平凉市静宁县4市

8县（区）97个乡镇，供水总人口26 8万人。

其中，引洮供水二期配套秦安县城乡供水

工程总投资13 . 1 亿元，占引洮供水二期配

套工程总投资的24 . 3 2%；供水范围涵盖了

秦安县17个乡镇4 2 8个行政村6 3万人口，

占引洮供水二期配套工程供水总人口的

23 .5%。

群众深情盼洮水

  秦安当地百姓曾参与上世纪5 0年代

引洮工程建设，提及“引洮”二字，满含深

情。引洮供水二期配套秦安县城乡供水

工程建设时，群众翘首以盼。

  “听说要引洮河水，大家纷纷支持建

设叶堡水厂，占地480亩的建厂征地任务，

短短20天就完成了。”叶堡镇何坪村党支

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庞树民介绍。

  2 0 2 1 年底 ，叶堡水厂的蓄水池刚建

好，从引洮供水二期骨干工程七干渠取水

作为应急备用水源。郭嘉镇胡河村一位

村民来到水厂，述说其父参与过1958年引

洮工程建设，希望工作人员能给他舀一瓢

洮河水带回家，工作人员解释水未净化不

能饮用，但该村民再三恳求，工作人员装

了一桶洮河水，圆其父亲的“引洮梦”。

  叶堡水厂工程部主任石晓剑，一家三

代人情系引洮工程。他的爷爷于1 9 5 8 年

到岷县参加引洮工程大会战，当时条件异

常艰苦，几十人住一个大通铺，但大家斗

志昂扬，人推肩扛拉土方。他爷爷于200 5

年去世，很遗憾没有喝上洮河水。他的父

亲石俊于2 0 0 6 年参加引洮工程九甸峡枢

纽工程建设，在高海拔地区的卓尼县工地

工作，后因身体有病去世。

  石晓剑在两代人的影响下，2005年高

考时报考了兰州理工大学水利水电建筑

工程专业，毕业后从事水利工程工作，并

参加引洮二期工程建设。令他欣慰的是，

乡亲们终于喝上了洮河水。

滋润民心幸福长

  现年6 4岁的叶堡镇何坪村村民何全

林回忆，以前天麻麻亮就起床，担着水桶

去山沟里挑水，泉水水眼小、冒水少，早晨

起迟了，排长队等水，一旦下暴雨，水变得

浑浊，全家人眼睁睁为吃水发愁。后来村

里打了机井，挑水方便了，但冬天大伙挑

水人多，井沿边的水冻成冰溜子，常常会

连人带桶滑倒。再后来有私人打了大机

井，供水距离近了，但又经常停水。

  引洮供水二期配套秦安县城乡供水

工程于20 2 1 年6月开工建设，20 2 3 年8月1

日正式供水。建成3座2 4 0 万立方米的调

蓄水池，3座日供水量达5 . 6万立方米的水

厂，供水管线145 . 5 6公里，末端与秦安县18

座现有地方人饮工程对接，实现向秦安县

17个乡镇428个行政村全覆盖供水。

  洮河水滋润了干渴的秦安县。“如今

村里通上了洮河水，水质甘甜。用洮河水

熬的罐罐茶，茶叶放少许，也格外香甜。”

何全林由衷地称赞，并吸溜着茶水。

  车赟介绍，“配套工程年配水规模为

40 8 0 万立方米，目前主要是人饮供水，以

后将配套农业灌溉。”

  “村里有11 0 0 亩果园，村民们以前给

果园施肥打药，由于时常停水，影响了大

家农作时间。如今通了洮河水，随时打开

龙头就能用水，十分便捷。以后果园配套

上灌溉设备后，洮河水将助力果树稳产增

收，桃儿、杏儿、梨儿会长得更好，卖上更

高价钱。”何坪村村支书庞树民憧憬着美

好的未来。

  引得清流来，涓涓润民心，引洮工程

将长久地滋润着秦安人民群众的心田。

（据《甘肃日报》）

秦 安 ：洮 水 碧 波 惠 民 生

秦安县叶堡水厂蓄水池。秦安县引洮配套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