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马进忠）4月6
日，2024年甘肃省乒乓球业余锦标
赛在金昌市永昌县落幕，我州代表
队发挥出色，获得1个团体冠军、1个
团体季军、1个单打冠军、2个单打第
五名的好成绩。

据悉，此次比赛由省乒协、金昌
市体育局主办，设儿童组、青少组、
成年组，男、女团体和男、女单打项
目，共有来自全省 14个市州的 90支
代表队参加。我州代表队此次获奖
项目中，桑海祥、马瑞海、马东青、马
鹏荣获成年男子组团体冠军，马德
兴、杨涛、付志荣、马剑峰荣获少
年男子组团体季军，马德兴荣获
个人单打冠军，马瑞海、杨涛荣获
个人单打第五名。此次比赛是运
动员以实际行动响应国家全民健身
战略、带头参与乒乓球全民健身的
具体体现，也为弘扬国球精神，培养
后备人才，加快推进西部体育强省
战略目标贡献了乒乓力量。

我州代表队在甘肃省乒乓球业余锦标赛中获佳绩

一个看似平平无奇的小镇，却有
着“西北第一集”的美誉。这里没有
一棵茶树，不生产茶叶，却是西北最
大的茶叶集散地；这里经历了兴衰变
化，但商贸市场依旧“热辣滚烫”！

近日，寻觅着茶香的气息，记者来到
广河县三甲集镇。

改革开放以来，敢闯敢拼的广河
人南下寻茶，一批批茶商往返于家乡
与祖国南北，逐渐在这里形成了一条
成熟的茶产业链。如今，行走在这里，
茶叶店随处可见，茶香也在四溢。历
经 40余年的发展，三甲集成为了西北最
大的茶叶集散地。

每年春季，三甲集的茶叶销售最

为火爆。春茶上市
时，三甲集的茶商
们 就 会 远 赴 云 南
选 茶 、运 茶 、囤
茶 。 有 着 丰 富 经
验 的 马 世 虎 就 是
这样一位茶商，他
从今年 2 月下旬就
着手，大量运茶，
库 房 里 一 件 件 茶
箱堆积如山，正陆
续发往西北各地。

马世虎的茶叶
店，位于三甲集镇
东关村一条并不起

眼的街道，这里有着 20多家茶叶批发
商。每隔两三天，就有一辆满载 20余
吨茶叶的挂车驶入。小小的茶叶市
场，每天能销出近 10吨茶叶，全年的茶
叶销量在 3000 吨以上，占据全县茶叶
市场的一大半。

马世虎的父亲从 1985年开始做茶
叶生意，2006年马世虎接替父亲经销茶
叶，经过丰富茶叶种类、不断提升茶叶品
质与服务，将自己的茶叶店打造成该市
场批发销售规模较好的店之一。每年，
从他这里销售出去的茶叶将近 400 多
吨，不仅销往省内各地，还发往青海、宁
夏、西藏和新疆等地。马世虎和众多茶
商不仅见证了三甲集茶叶市场的发展变

化，而且用实际行动打响叫亮了“西北地
区茶叶集散地”的金字招牌。

在三甲集，除了茶叶批发，还有许
多茶叶零售店。驾车驶出高速公路，道
路两侧琳琅满目的茶叶店，如盛世碧
峰、书祥茶庄、河州茶庄等，形成了一道
独特的风景线。

盛世碧峰茶叶店是一家综合性的
茶叶零售店，在传统茶生意的基础上，
该店采用“前店后厂”的模式，进行茶叶
的二次加工，有效开拓了茶叶市场。记
者走进该店茶叶加工车间，浓烈的茶香
味扑面而来，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忙碌在
各自的生产线上。“做茶不能一直原地
踏步，要与时俱进。因此我们不断创
新，研发出了十三宝茶、红枣茶。下一
步，我们准备研发一种养生八宝茶，配
料中添加藏红花等一些中药材。”该店
负责人邓国强说。

茶产业的发展壮大，不仅带富了茶
商，拉动了经济增长，有效解决了群众就
业。马拉比也是盛世碧峰茶叶加工车间
的一名员工，离家近工资又高，这份工作
让她非常满足。

“我在这里干了四五年了，家门口上
班，照顾家人也方便，工资也挺好的，一个
月能挣3000多块呢！”马拉比也十分高兴
地对记者说。

从 80年代的茶马互市发展到如今
的大产业，广河县的茶产业经过一代又

一代喜茶、好茶人的潜心经营，仍在不断
兴盛壮大。虽然茶产业渐趋完善，但如
何不吃老本，让茶行业常青、让茶产业更
具影响力，始终是广大茶商最关心关注
的问题。

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些茶商，他们表
示，希望县上打造一个规范的茶叶市场，
打响叫亮“西北最大的茶叶集散地”这个
金字招牌。

“我们建议县上能够建设一个大型
的、综合性的茶叶市场。现在三甲集的
茶叶市场比较零散，外地顾客过来也找
不着。如果建设一个正规的茶叶市场，
停车也方便，外地顾客来了更容易找
见，方便选茶购茶。”明德茶叶店负责人
马小鹏建议。

纵观广河县茶产业发展，从最初的
广河人南下寻茶，将云南等地的优质茶
源带进广河县，到如今逐步发展成采摘、
贩运、批发销售、生产研发为一体的茶叶
链条，该县的茶产业是一部从无名到有
名、到走向强盛的励志发展史。现如今，
经过无数广河茶商的摸爬滚打，茶产业
已经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茶”路子，
为广河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源
源不断的活力。

“ 小 ”茶 叶 撬 动“ 大 ”产 业
本报记者 马茹萍 通讯员 马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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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乔栋明）记者从东
乡县相关部门了解到，日前在该县举行的
2024年一季度招商引资项目集中签约仪
式上，总投资约 7.42亿元的 22个招商引
资项目成功签约，涵盖5G通讯技术运用、
新能源材料、服装设计生产、食品和药材
深加工等众多领域。

今年以来，东乡县认真贯彻落实省上
“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和州上“千亿招商
行动”部署要求，牢固树立“以招商引资论
英雄、以项目建设论成败”的鲜明导向，把
招商引资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
有力抓手、放大资源优势的重要牵引、培
育产业集群的内在要求，围绕“四大经济
带”布局，着眼夯基础、利长远，强支撑、增
后劲，依托各类资源平台，通过上门招商、
联合招商、以商招商等方式，全方位加大
招商引资力度，以最优服务、最大诚意汇
聚起抓招商促发展的强大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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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乔栋明 通
讯员 崔皎）连日来，积石山县 6.2
级地震临夏县灾后恢复重建项目陆
续开工建设。截至目前，42 个项目
中 20个项目开工，97户原址重建农
村住房、28774户维修加固农村住房
也已全部开工建设。

据了解，临夏县此次灾后恢复
重建项目涵盖农房修复重建、公共
服务设施、农田水利设施、道路交
通、地质灾害综合防治和生态修复、
特色产业发展等项目 42个，总投资
12.5亿元。为切实抓好灾后恢复重

建工作，该县先后召开多次会议，
作了全面安排部署。在灾后恢复
重建建设中，采取挂图作战、卡点
推进、精准管理的方式，加快建设
进度，打造精品工程，提升受灾乡
镇基础设施保障能力和公共服务
水平，修复生态环境，改善群众居
住条件，全面恢复乡村产业，使生
产生活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等各
项事业稳步提升。

临夏县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全面启动

本报讯 （记者 马博文）4月4日，州委副书记、
州长何东在积石山县调研督导灾后恢复重建安置点
项目建设时强调，要强化日常调度，拼抢建设进度，严
抓工程质量，保证施工安全，全力以赴打赢灾后恢复
重建攻坚战。

何东逐一到灾后恢复重建 13个安置点项目建
设现场，实地察看施工力量组织、建材用料储备、工
地现场管理、项目建设进度，与相关负责人交谈交
流，详细了解施工计划、堵点难点问题，并现场交办
发现的问题。

何东指出，高质高量完成灾后恢复重建安置点建
设任务、按期让受灾群众搬入新居是必须完成的硬任
务。相关县市、部门以及各专责组要以开局就是决
战、起步就是冲刺的姿态，责任再压实、力度再加大，
迅速掀起施工建设热火朝天、大干快上的繁忙场景，
跑出项目加速度，争取早日完成建设任务。要强化日
常调度，州专责组每周定期调度，坚持问题导向，落实
清单管理，通报建设进展，规范施工要求，协调解决具
体问题；县上包抓领导和各驻点专班要沉在项目建设
一线，每天统筹调度，协调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
单位和群众代表合力推进各项任务，督促指导施工单
位加强内部管理，优化施工通道，规范现场施工。要
拼抢建设进度，强化效率意识，以“满弓劲发”的姿态
抓住雨季来临前的有效施工期，倒排施工计划，优化
施工方案，强化施工力量，开足马力、压茬推进，千方
百计提速增效，力推项目如期竣工、按期投用。要严
抓工程质量，始终把质量放在第一位，严格落实项目

“五制”，加强施工全过程管理，严格施工标准，发挥
好工程监理、群众代表监督作用，确保项目建设内
容、施工标准、工程质量全面过硬、全面达标。要保
证施工安全，处理好赶进度与保安全的关系，严格执
行安全生产各项制度，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施工
人员安全培训，落实落细各领域安全防护措施，加强
工程车辆调度和交通秩序疏导管理，严防各类安全
事故发生。

州政府秘书长马福俊，积石山县主要负责同志参
加调研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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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马麒）近年来，
临夏市积极探索“互联网+党建”发展
新模式，将党建引领与乡村振兴发展
深度融合，在“优治理、强服务、暖民
心”方面持续发力深耕，扎实推进基
层党建与“线上平台”同频共振、互融
共进，构建“党建引领乡村治理 全面
助力乡村振兴”新格局。

“手机论坛”让村民自由发表心
声。在全市35个村推行“智慧农村”小
程序，通过“有事您说”功能板块，将线
下服务提档升级为“指尖上的智慧服
务”，目前平台已累计受理民意诉求
8886件，办结率达98%；村民可将热点
事件、美食美景、招聘（求职）广告在

“朋友圈”功能板块发布，形成信息交
流市场，月均发布900个话题，参与人

数达1500人次。
“移动会议”让村民轻松参与治

理。依托“智慧农村”平台，将线下村
民知情大会搬到线上召开，镇党委严
格审核议题、村党组织广泛宣传动
员、村民参与线上表决，让广大村民
动动手指就能在线参与，提升了村民
参与村级事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截至目前，全市各村已召开线上村民
知情大会1110余场次。

“即时监督”让村民心中有数。
定期对基层党建、公共服务、集体经
济、工程项目、惠民政策等党务村务
财务进行线上“云公开”，以透明的即
时监督倒逼村干部改变工作作风，形
成施政有依据、过程有监督、结果合
法的乡村治理监督体系。

临夏市：深耕线上服务 助力乡村振兴

近日，在临夏县先锋乡前
韩村，蔬菜种植基地的大棚里
一片碧绿，工人们忙着为新苗
拼盘、除草、浇水，一排排育苗
盘摆放整齐。

“ 公 司 今 年 育 苗 总 量 为
1800万（株）左右，主要以辣椒、
西红柿、南瓜、红笋、芹菜等蔬
菜品种为主。”临夏县远达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技术主管冯浩
说，通过穴盘育苗技术的应用，
增加了种苗的成活率，降低了
秧苗的病虫害，提高了育苗的
经济效益。

记者了解到，该育苗中心
占地面积约 26 亩，建成了配套
催芽室、水肥一体化控制室等

附属设施，安装了机器人巡航、
自动虫情墒情苗情测报、供热
等先进系统。这些系统的投入
使用，实现了对育苗环境的精
准控制，确保育苗过程的稳定
性和高效性。智能化管理系统
的应用，也实现了育苗过程的
全面监控和调控，提高了育苗
质量和产量。

“为了做大做强做优蔬菜
产业，县上投资建成连栋温室
集约化育苗温室一处，年育苗
能力将达到 1000 万株以上，育
苗温室的建成，提升了全县蔬
菜集约化育苗的能力。”临夏县
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郭占忠
说，目前全县蔬菜集约化育苗

面积达到 600多亩，年育苗能力
达到 2亿株以上，不仅可以满足
全县蔬菜种植农户和企业对蔬
菜种苗的需求，而且可以完全
保障周边县市蔬菜产业发展所
需的种苗。

随着一系列现代化设备的
投入使用，临夏县蔬菜产业发
展能力明显增强，发挥了集约
化育苗技术在蔬菜产业发展
中的示范带动作用，有效提高
农业生产效益，实现农业提质
增效、产业快速发展和农民增
收的目标。

临夏：抢抓春耕育苗忙
新甘肃·甘肃经济日报记者 王云祥

春日，永靖县的刘家峡水库，如海一般的碧水，浩渺无际，波光粼粼，河
岸杨柳依依，两侧丹霞地貌色彩斑斓，层层叠叠，似烈火燃烧，又似晚霞映
照，倒影在碧水之中，如一幅流动的神秘画卷。

央视新闻播出——春日融融 来甘肃刘家峡观“海”赏丹霞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