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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的崇信，春风裹挟着油墨芬芳拂

过城乡角落。当暮色为芮鞫古城披上 霞

光，文昌阁的盏盏明灯点亮阅读之光，阅

览室里的翻书声沙沙作响，广场上市民们

的读书分享热闹非凡……

  在这座陇东小城，VR图书馆、职工书

屋、读者乡村文化驿站等多维阅读空间遍

地开花；“1+X全科阅读”“阅读四季·书香

鞫溪”“悦读悦成长”等特色阅读实践活动

深入人心。这里，正以“全域浸润”理念编

织立体阅读生态网。

空间再造：构建全域阅读生态圈

  “现在阅读真方便 ，在小区健身、散

步，随时能看书听诗。”家住崇信县鞫溪社

区的居民杨晓月对小区布设的线上“图书

馆”赞不绝口。

  在鞫溪社区，“24小时不打烊”的图书

二维码矩阵成为居民健身散步时的“知识

驿站”。通过扫描6组24个图书二维码，居

民可随时随地畅享“云端图书馆”。

  在崇信，“崇图”AI时代阅读展、线上

精品新书展、线上VR 讲座展同样出彩。

“只要关注崇信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可随

时随地静享阅读之美。”崇信县图书馆馆

长董方告诉记者。

  近日，位于崇信县公园路的新华书店

装修完工，即将开业。

  “我们以‘ 文化+美学’的融合方式 ，

让实体书店为顾客提供全新体验，实现文

化感增值。”崇信县新华书店经理杨学伟

介绍，书店将感官“美”运用到书店运营各

个环节中，使读者与书店之间的沟通变得

更为亲切自然。

  近年来，崇信县充分调动社会力量，通过政府主

导、部门指导、社会共建的模式，持续推进公共阅读空

间供给，打造由图书馆、职工书屋、读者书房、读书角、

漂流书屋等多种阅读服务平台构成的公共“乐读”空

间，通过创造沉浸式阅读场景，激发了更多人的阅读

兴趣。

品牌培育：创新阅读推广模式

  “阅读，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绝不仅仅局限于阅

读文字之书，深入生活，阅山河，观天地，是更为深刻、

生动的阅读。”在崇信县总工会举办的职工读书分享会

上，县文联主席闫小杰的分享让阅读者产生共鸣。

  今年85岁的退休干部郭浩志一生爱读书、喜藏书。

“读书能够启迪思维，增长见识，改变命运。”谈到读书

的益处，郭浩志老人深有体会。耄耋之年，他将自己三

万多件珍贵藏书捐赠给崇信县图书馆，希望更多爱书

知书人共享书香，从中受益。

  走进锦屏镇赵湾村，家家门前挂楹联、户户宅内挂

字画。村民杨小龙家将堂屋改造成书斋，青砖墙上挂着

家训条幅，三代人的藏书按“经史子集”分类，“现在串

门都比谁家字画雅致，家里藏书更多”。

  为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崇

信县持续完善阅读设施网络、创新阅读推

广模式 ，全民阅读工作不断“下沉”到社

区、乡村、家庭，全民阅读风气逐渐浓厚。

  在省级非遗项目柏树镇“弦子腔”传

承工坊，歌谣唱本与二维码结合，扫码即

可观看表演视频。剪纸艺人关月辉将《红

楼梦》人物肖像化作窗花图案，让传统文

化以现代美学方式复苏，非遗与阅读的跨

界融合成为新的亮点。

  近年来，崇信县实施文化惠民工程，

丰富阅读供给，拓展阅读体验，培育全民

阅 读“ 纵 贯 线”“ 书 箱 漂 流”社 会 公 益 服

务、“凤鸣书院”综合文化读书分享会3个

品牌，20 2 5年组织开展评选展示、创作推

广、辅导讲座、阅读互换等阅读主题实践

活动227场（次），全民阅读蔚然成风。

服务升级：织密书香惠民网络

  “ 葵 花 的 头 发 本 来 就 不 浓 密 ，潮 湿

后，薄薄地粘在头皮上……”

  走进崇信县城区第一小学，只见学生

们或独坐一隅 ，捧书阅读 ，或三五成群 ，

分享读书心得。杨子涵同学感情充沛、声

情并茂地诵读长篇小说《青铜葵花》。“通

过这本书，我明白了磨难才是成功路上最

好的垫脚石，少年时有对痛苦的风度，长

大 后 才 可 能 是 一 个 强 者。”她 面 带 羞 怯

地说。

  外卖员王一飞趁接单间隙，用手机扫

描公园“悦读”广场“有声书二维码”，耳

机里传来《平凡的世界》的朗读声。“听书

让我跑单路上也不孤单”，他笑着点亮屏

幕上的“阅读打卡”图标。

  不止课堂和广场，在崇信汽车站候车室、政务大厅

阅读角、商场超市休憩微空间、工人文化宫图书室等，

处处书香浓郁，沁人心扉。

  崇信县不断优化服务供给，吸纳民间读书、文艺爱

好者组建阅读社团22个，建立了图书互换、结对共建、

民意调查、阅读激励机制，推行图书漂流、阵地共建、

信息共享模式，让全民阅读走进城乡各个角落，更好地

惠及广大群众。

  目前，崇信县共建成农家书屋8 4个、职工书屋4 1

个、“书香驿站”5个，在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新建读

书角37个，在平凉市率先推行书箱漂流，建立漂流站点

36个，公共阅读场馆可供群众阅读图书80万册，数字图

书资源总量达到300万册。

  如今的崇信，从机关到学校，从社区到农村，文韵

流长，书声琅琅。今年世界读书日，崇信县还推出书箱

漂流、悦读悦成长亲子绘本沙龙、中华古籍展、精品新

书展、A I时代阅读展、线上VR讲座、有奖诗词竞答等

系列活动，这座“书香之城”正以文化软实力为当地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据《甘肃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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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金昌市金川区新华路街道盘旋路

商圈核心区，有一座崭新的就业服务综

合体——— 金川区零工驿站。

  自去年10月投入运营以来，驿站通

过数字化赋能与精准化服务，已发展成

为 统 筹 城 乡 就 业 的 创 新 平 台。截 至 目

前，平台累计入驻用工企业21 5家，发布

岗位872个，完成用工匹配359例，为6862

个用工需求与城乡劳动力搭建起智慧化

对接通道。

  作为金昌市首个零工服务示范项

目 ，驿站紧邻城乡公交枢纽站 ，辐射周

边多个社区及乡镇。运营数据显示 ，平

台累计储备用工需求71 8 0个，日均接收

简历超百份，其中18至3 5岁青年群体占

比达6 5 % ，大专及以上学历求职者超六

成，岗位需求集中在新能源、装备制造、

商贸服务等新兴产业领域。

  记者实地探访发现，驿站内配置的

智能终端系统正实时推送全国优质岗位

信息。“求职者可通过触摸屏自助查询

企业信息，还能观看直播带岗。”金川区

新华路街道零工驿站工作人员陈芮介绍

道 ，“我们开发的智能匹配系统支持2 4

小时在线投递，特别为异地求职者增设

‘金昌招工’专区，吸引在外务工人员返

乡就业。”

  在驿站的直播带岗区，企业工作人

员正通过“云端招聘会”推介岗位，单场

直播最高吸引上千人在线互动。为确保

信 息 真 实 性 ，驿 站 建 立 了 严 格 审 核

机制。

  “所有入驻企业需提供营业执照、

法 人 身 份 证 及 加 盖 公 章 的 用 工 需 求

表。”新华路街道零工驿站项目经理李

倩表示，“我们建立了个性化推荐系统，

针对退役军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实施

精 准 帮 扶 ，并 为 初 次 求 职 失 败 者 提 供

‘ 就业跟踪+法律咨询+技能培训’的全

周期服务。”

  作为城乡融合发展重点工程，驿站

创新推出“城乡双岗”就业模式，让务工

人员实现农忙务农、农闲进城的灵活就

业。数据显示 ，通过该平台就业人员月

均收入可达30 0 0元至80 0 0元，这既缓解

了企业季节性用工荒，又破解了零工就

业不稳定难题。

  随着城乡劳动力流动加速，这座全

天候运营的“就业服务综合体”，为金昌

市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推动共同富裕注

入了新动能。         （据《甘肃日报》）

金川 打造“零工驿站” 优化就业服务

　 张掖芦水湾生态旅游度假区水光潋滟，游船画舫如灵动的笔触轻点湖面。身着夏装的市民、游客悠然倚坐船舷，看浪花

轻吻船身，听笑语随风飘散，沉浸式体验这方生态秘境的独特魅力。

　　初夏的芦水湾，处处涌动着蓬勃生机。湖畔草木染翠，繁花点缀其间；湖面波光粼粼，与远处青山、天际流云相映成趣。

葱郁的绿植、澄澈的湖水、湛蓝的天空交织成一幅色彩斑斓的生态画卷，似是大自然精心绘就的夏日馈赠。得天独厚的生态

景致，吸引着八方来客漫步湖滨栈道、泛舟碧波之上，在城市绿肺中寻觅诗意与惬意，尽享生态福利带来的美好生活图景。

                                          新甘肃·每日甘肃网通讯员 杨永伟 摄影报道

舟行碧波上 人在画中游 张掖芦水湾勾勒初夏生态美学

  5月的天祝高原，绿意漫过山峦，雪山

融水叮咚作响，为这片神奇的土地奏响了

欢快的“交响曲”。

  随着气温回暖，天祝三峡吸引着八方

游客纷至沓来，共赴这场初夏之约。

  进入天祝三峡，漫山遍野的绿意与缤

纷的花朵相互交织 ，宛若一幅绚丽的画

卷。清新的空气、秀美的自然风光，让游客

们仿佛置身于人间仙境，尽情享受着大自

然的馈赠。

  “ 哇 ！这 里 就 是 我 们 心 中 的 诗 和 远

方。”

  “快看，那边的杏花好漂亮。”

  “山谷的风景更好看。”

  ……

  游客们或漫步峡谷花海 ，或驻足拍

照，快门声与欢笑声此起彼伏。

  来自青海的游客张桃林说：“早就听

说天祝三峡的景色美，确实，这里山清水

秀，空气特别好，身心得到了放松。”

  相较于外地游客，武威本地游客周彦

汝算是天祝三峡的常客了。每年她都会来

这里欣赏美景，拍摄照片和视频。

  “每次来都有不同的感受，这个季节

的天祝三峡有漫山遍野的杏花、刚刚探出

嫩绿的树叶……真的太漂亮了，我要多拍

些照片，让朋友们也看看。”周彦汝说。

  把最美的风光，献给四方宾朋，是藏

乡儿女的心愿。近日，天祝县启动实施了

“天祝山花烂漫季”文旅促消费行动，欢迎

四海宾客来天祝赏山花绽放、看自然 美

景、享藏乡风情。

  活动将持续到10月30日，其间，“赏金

沙杏花，观本康丹霞”自驾游季、“赏马兰

花开，登柴尔龙海”马兰花节、“赏苏鲁梅

朵，游天祝三峡”杜鹃花节、“登乌鞘岭之

巅 ，游 抓 喜 帐 篷 城”旅 游 节、“ 逛 龙 滩 老

街，观星空小屋”乡村旅游节等一系列丰

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将精彩亮相。

  为了这份邀约，天祝县已作好充分准

备。“我们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崭新的

游客服务中心、宽敞的生态停车场、蜿蜒

的木栈道一应俱全，电力、亮化、垃圾处理

等系统也全面升级。”天祝县文旅局旅游

管理股负责人贾蕊华表示，同时还将加强

安全管理，完善救护、消防、安保等功能，

全方位保障游客安全，让游客在天祝玩得

安心、舒心。

  沿着“天祝全域旅游线路”前行，道路

两旁造型别致的观景台次第分布，丹霞奇

峰的雄浑、杏花林海的柔美、皑皑雪山的

巍峨、无边草原的辽阔……游客只需一路

前行，便能将此等美景尽收眼底。

  那些曾经略显简陋的农家院，如今也

已完成华丽蜕变：院落内外花草树木、石

板小径相映成趣，屋内干净整洁、设施齐

全，让游客在踏入院落的瞬间，便能感受

到浓郁的藏乡风情与宾至如归的温馨。

  近年来 ，在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过程

中，天祝县依托自然禀赋，精心勾勒着全

域全季旅游的壮美画卷。为了让文化“活”

起来，天祝县在传承与创新的道路上不断

探索。

  乌鞘岭汉明长城旁，无人机的螺旋桨

划破长空，蜿蜒起伏的长城遗址被定格为

震撼人心的影像。国家级非遗项目——— 华

锐藏族民歌、土族格萨尔、天祝唐卡，如今

已从展品走进非遗工坊，游客们可以近距

离观看唐卡画师的精湛技艺，聆听民间艺

人传唱古老的歌谣，在互动中感受传统文

化的温度。

  天祝县文旅局副局长杨宏波表示，将

持续探索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通过挖掘

文化内涵，丰富旅游业态，提升旅游品质，

不断擦亮“青藏之眼·绿色天祝”旅游品

牌，奋力谱写文旅融合崭新篇章。

                    （据《甘肃日报》）

天 祝  大 美 风 光 迎 客 来

　 航拍夏日的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兴

桥镇钓源古村，绿树环绕，美景如画。游客

畅游其中，尽享自然之乐。

                  (李军 摄/光明图片)

夏 日 古 村 美

  遗失临潭县元正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公章、财务专用

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近日，

笔者走进泾川县党原镇高崖村全膜双垄沟播栽培模式玉

米新品种展示基地，一行行地膜铺设整齐，泾川县农业农

村局的专业技术人员带领农民群众手持滚桶式播种机，

在欢声笑语中播撒下希望的种子，在白色“琴键”上弹奏

出轻松欢快的播种进行曲。

　　“我家8亩地今年是第5次作为玉米新品种示范田了，

由农业农村局提供种子，全程指导我们播种、除草、施肥，

少操很多心，产量还比其他人家高，我明年还打算申请做

示范田。”党原镇徐家村村民徐和平说。

　　品种展示示范工作，通过统一播种、统一管理、统一

田间调查标准，从而筛选出高产、优质、抗逆性强、适宜全

县推广种植的农作物新品种，提高作物产量，加快科技成

果转化，促进品种更新换代。

　　去秋今春，泾川县农业农村局按照“试验、示范、推

广”三步走原则，在城关镇蒋家坪建立冬小麦新品种展示

1.5亩，展示冬小麦新品种35个；示范面积150亩，示范冬小

麦品种5个。在党原镇高崖村、徐家村、高丰村，玉都镇玉

都村建立玉米新品种展示示范基地4处55 0亩，展示示范

玉米新品种36 9个，其中在党原镇高崖村、徐家村采取全

膜双垄沟播栽培模式；在高丰良种场采取窄膜滴灌栽培

模式；在玉都镇玉都村采取全膜双垄沟播和一膜三行栽

培模式。配合市种子站在罗汉洞乡土堑坳村建立马铃薯

早熟品种引种试验田1处1 .5亩，展示试验马铃薯早熟品种

10个。目前，展示示范的150亩冬小麦新品种长势良好，正

在扬花灌浆；550亩玉米新品种展示示范、1 . 5亩马铃薯早

熟品种引种试验已陆续出苗。

　　“我县品种展示示范评价工作从20 1 6年开始大规模

实施，累计筛选出高产、优质、抗逆性强、适宜我县推广种

植的农作物新品种40多个。不仅如此，每年还会举办冬小

麦、玉米展示示范观摩培训班，帮助农民群众更好地看禾

选种，充分发挥良种的示范引领和助农增收作用，群众满

意度很高。”泾川县种子管理站站长赵忠辉说。

                 （据每日甘肃网）

泾川：

品种示范让“金种子”脱颖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