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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合作讯  近年来，合作市深

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笃定“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倾全市之

力守护绿水青山，奏响生态和谐乐章，

国家卫生城市、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

市、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等一系

列“国字头”荣誉称号，为羚城合作的

生态环境优化成果作出生动注解。

　　以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

系统治理为核心，持续加大生态治理

力度。投资3 5 8 4 万元实施多项生态治

理项目，义务植树、人工造林、退化草

原修复等工作成果斐然，补植各类苗

木1 . 1 万株 ，筑牢生态基底。累计兑现

草原奖补资金4 1 1 9 万元，推动草原增

绿、牧业增效、牧民增收的“三赢”格局

落地生根。投资5 1 0 0 万元推进水土保

持等工程，同步夯实普查和草原划定

工作根基，其中录斗艘金矿成功跻身

省级绿色矿山名录，为生态经济协同

发展树立典范。

　　大气污染防治方面，精准施策，印

发防治方案，强化宣传引导与执法监

督。针对施工现场扬尘、燃煤等重点领

域，加强监管力度，提升机械化清扫水

平，推进清洁取暖改造，有效降低污染

物排放，让蓝天白云成为城市常态。水

环境治理上，坚持“水环境、水生态、水

资源”三水共治，严厉打击涉水违法行

为，全面排查管网隐患，规范取用水秩

序，确保水资源合理利用。在农牧村供

水设施改造上持续发力，投资1 5 1 0 万

元，改造农牧村供水设施，让56个自然

村1432户群众用上安全水。同时，加强

污水处理厂监管，城区污水处理率超

98%，污泥无害化处置率达100%，全市

重点流域地表水、地下水水质监测，水

质均达到或优于Ⅲ类标准，土壤环境

稳定向好。

　　空气质量已连续八年排名全省第

一，2 0 2 4 合作市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

2 . 6 8；优良天数比率98 . 9 %；细颗粒物PM2 . 5平均浓度19 . 1微

克/立方米；可吸入颗粒物PM10平均浓度36微克/立方米；

全省14个市州中仅有我州完成三项主要考核指标。

　　秉承“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发展理念，合作市以

“牛羊饲粮药菌”六大特色产业为抓手，推动生态与产业深

度融合。目前，31个种养殖基地高效运转，美仁牦牛入选全

国遗传资源名录，万亩青稞良种繁育基地单产提升40%。甘

南高原夏季草莓基地建成运营，野生川贝母驯化种植成功，

拓宽了农牧民增收渠道。同时，统筹推进城市更新行动，强

化地下管网、防洪排涝等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生态

文明新高地建设成果丰硕。

　　通过统筹规划、多维发力，合作市既筑牢了绿水青山的

生态基底，又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协同

提升，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交出了亮眼答卷。

              （王明远 曹成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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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王海平

 通讯员 黄尚保 向去卓玛

  近日 ，卓尼县木耳镇秋古村木耳基地传

出捷报——— 滑子菇首次培育成功 ，为卓尼县

食用菌产业发展翻开了崭新的篇章。

　　滑子菇产业从3月种植到11月，长达数月

的用工周期 ，为当地村民搭建起了稳定的就

业平台，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的心愿。

　　“秋古基地今年种了70座棚的滑子菇，经

过反复试验与筛选，最终选定了C3 1品种。采

摘高峰期，每天都有50多名工人工作。”卓尼

县木耳种植示范基地负责人何文龙介绍。

　　为推动食用菌产业发展，卓尼县坚持“引

进来”战略，积极引入先进的种植技术和优良

品种，同时深入挖掘本地资源优势，结合实际

情况，采用科学化、标准化的种植方法。培育

过程中，技术专家团队常驻基地，从菌种培育

到出菇管理，全程给予悉心指导，严格把控每

一个环节，确保了滑子菇的高品质与高产量，

为产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如今 ，卓尼县木耳基地的滑子菇已陆续

上市，赢得了消费者青睐。

　　本报舟曲讯  （记者 马应凯

 通讯员 孙晓文） 在舟曲的青

山绿水间，一条蜿蜒142公里的“簪

花之路”串联立节、大峪、武坪、

插岗、拱坝、曲告纳、博峪的交通

枢 纽 ， 为 区 域 经 济 发 展 注 入 澎 湃

活力。

　　这条路的贯通，激活了6镇1乡

协同发展的内生动力。曾经因交通

阻隔而联系薄弱的乡镇，如今人员

往来便捷高效，货物运输成本显著

降低，内部经济协作变得顺畅。它

让资源要素在乡镇间自由奔涌，夯

实了共同发展的根基。

　　“簪花之路”的价值，在于其

向外延伸的辐射力，其与大九寨旅

游环线的成功衔接，使两条黄金旅

游通道形成共振效应。游客得以轻

松规划串联行程，丰富的旅游资源

被高效整合，旅游消费倍增，有力

推动沿线与大九寨区域旅游经济走

向深度融合与共同繁荣。

　 　 作 为 区 域 物 流 体 系 的 核 心 枢

纽，“簪花之路”带来的成本优化

效应尤为直观。过去辗转曲折的货物

运输路径被高效直达路线取代，运输

时间大幅缩短，减轻了当地农户的运

营负担，提升了产品在更广阔市场的

竞争力。

　　从打通内部微循环到衔接外部

大市场，“簪花之路”丈量出区域发展

的新维度。它既是6镇1乡紧密协作的

经济动脉，更是对接大九寨、联动成

渝的战略桥梁，在持续降低社会物

流 成 本 的 同 时 ， 不 断 集 聚 发 展 要

素。这条日益繁忙的纽带，正牵引

着整个区域迈向资源共享、产业共

兴、繁荣共筑的新未来。

“ 簪 花 之 路 ”

激 活 道 路 交 通 发 展 新 动 能

　　本报迭部讯  （记者 虎永康） 端午假期，迭部腊子

口、茨日那、俄界的深厚红色底蕴，扎尕那葱郁绿意，成为吸

引各地游客的核心魅力。各景区景点游人如织，处处呈现热

闹景象。

　　腊子口战役遗址、茨日那毛泽东旧居、俄界会议旧址等

革命圣地，成为游客重温历史、缅怀先烈、汲取精神力量的

重要目的地。扎尕那景区翠色欲滴的山峦、沁人心脾的清凉

空气，成为游客理想的避暑胜地。连日来，景区入口及蜿蜒

山道上始终人流涌动，游客队伍络绎不绝。

　　为应对客流高峰，保障游客体验，假日期间迭部县相关

部门及景区，多措并举，加强交通疏导、志愿服务和安全巡

查，确保旅游市场秩序井然。

圣圣境境甘甘南南··心心灵灵之之旅旅

食 用 菌 产 业

绽 放 新 活 力

迭部：

红色文化与绿色生态引客来

  甘肃日报讯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王占东） 近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七

地 一 屏 一 通 道”系 列 政 策 解 读 新 闻 发 布

会——— 全国区域性科技创新及转化基地专

场，就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甘肃省打造全

国区域性科技创新及转化基地行动方案》

进行解读。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坚持把科技创新

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驱动力，大力实施

强 科 技 行 动 ，全 省 科 技 进 步 贡 献 率 超 过

6 1 % ，在甘全国重点实验室数量位居西部

省份前列，高新技术企业数量、技术合同成

交额等保持年均20%以上增长。

  《行动方案》提出，到2025年底，全省科

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 2 % ，全社会研究与试

验发展（R&D）经费投入达到1 8 0 亿元，高

新技术企业达到26 0 0家，每万人口高价值

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3件，技术合同认定登

记成交额达到52 5亿元。到20 3 0年，全社会

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达到280亿元，每

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4 . 5件，

省科技成果转化综合服务平台挂牌交易科

技成果累计达到30 0 0项，综合科技创新水

平进入全国前20位，高水平建成全国区域

性科技创新及转化基地。

  《行动方案》部署了建设科技创新“五

大高地”、畅通成果转化“四大通道”两方

面重点任务，提出了26条工作措施。建设科

技创新“五大高地”包括建设科技创新策

源、特色产业创新、企业主体汇聚、科技人

才集聚、创新开放合作等五大区域性科技

创新高地，串联起基础研究、技术研发、成

果转化、科技服务等创新全链条，覆盖高能

级平台、科技型企业、高水平人才以及高校

院所等各类创新主体。畅通成果转化“四大

通道”包括通过畅通政策、市场、金融、服

务 四 大 通 道 ，加 强 科 技 与 产 业、财 税、金

融、人才、改革等政策集成，促进各方面步

调 一 致 发 力 ，形 成 支 持 成 果 转 化 的 综 合

方案。

甘 肃 着 力 打 造

全 国 区 域 性 科 技 创 新 及 转 化 基 地

卓

尼

□新华社记者 史竞男

  沿北京中轴线一路向北，燕山脚下，

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坐落在青山茂

林间。

  2 0 2 3年6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

里考察调研。

  “国家版本馆是我亲自批准的建设项

目，一直非常关注。”习近平总书记举目环

视，话语中满含深情。

  回忆起当时情景，中国国家版本馆馆

长刘成勇记忆犹新：“习近平总书记对我

们说，建设中国国家版本馆，是文明大

国建设的基础工程，是功在当代、利在

千秋的标志性文化工程。总书记对历史

文化典籍的保存和传承念兹在兹、关怀

备至，体现出深厚的文化情怀。”

  在保藏古籍版本的兰台洞库，汉藏

蒙满四种文字大藏经雕版历经数百年变

迁，依然散发着独有的魅力；《四库全

书》文渊阁、文溯阁、文津阁、文澜阁

古 籍 真 本 和 仿 真 影 印 版 本 ， 生 动 呈 现

《四库全书》风貌……

  习近平总书记缓缓走进库架深处，仔

细观摩珍贵文物，感受着古老文明传承

至今的气息和底蕴：“走一下，体会一

下。这些雕版、典籍，蕴含着中华民族

的智慧、精神、文化，更蕴含着生生不

息的力量。”

  走出兰台洞库，习近平总书记深情

地说：“建设版本馆的初心就是收藏，

就是在我们这个历史阶段，把自古以来

能收集到的典籍资料收集全、保护好，

把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继续传承

下去。盛世修文，我们现在有这样的意

愿和能力，要把这件大事办好。”

  泱泱中华，历史悠久，文明博大。

  考察第二天，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文

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

调“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

精深”，发出“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

代华章”的号召。

  追随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走进中

国 国 家 版 本 馆 中 央 总 馆 ， 文 华 堂 南 广

场 ， 巍 然 矗 立 的 寿 山 石 印 章 上 镌 刻 着

“赓续文脉”四个大字，宣示着这座新

时代国家文化殿堂的职责使命。

  根深者叶茂，源浚者流长。

  建馆以来，国家版本馆面向基层、

面向民间、面向海外，广泛征集各类版

本，同步建设国家版本数字资源总库，

努力实现中华文明种子基因的数字化保

藏 和 传 承 。 截 至 目 前 ， 典 藏 版 本 资 源

3400多万册／件，数字资源近1PB。与此

同时，利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技

术，不断创新丰富版本展览展示的形式

内 容 ， 努 力 让 书 写 在 古 籍 里 的 文 字 活

起来。

  “版本承载历史自信、文化自信，

是中华文明看得见、摸得着、信得过的

信证。我们要以赤子之心守护好文明根

脉，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更好担负

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刘成勇说。

      （新华社北京6月2日电）

“把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继续传承下去”

促 进 各 民 族 广 泛 交 往 交 流 交 融

以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中国式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