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积石山县大河家镇陈家
村“千头肉牛”“万只肉羊”良种繁
育中心建设项目开工建设。该项
目基础设施总投资3659.9万元、占
地面积 196 亩，计划 6 月底前全面
完成基础设施建设，可实现牛羊品
种改良和高效繁育。图为4月7日
拍摄的该项目施工现场。

本报记者 史有东 摄

▲扫码观看详情

本报讯 （记者 王伟如 通讯
员 程涛）今年以来，临夏县学习运
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产业发展经
验，早安排、早部署，全面规划调整农
业产业结构。围绕“三大片区”重点
发展蔬菜、食用菌、中药材等优势产
业，“五大流域”依托园区、库区等资
源和区域特色，做足山水文章，打造
沿山沿路沿河林下经济产业，发展现
代观光旅游业。

该县计划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28.32万亩，其中蔬菜8.7万亩，马铃薯
6.8万亩，油菜5.5万亩，优质饲草5.52
万亩，食用菌 0.52 万亩，中药材 1 万
亩，百合 0.1万亩，树莓 0.18万亩。目
前，已发放双低杂交油菜良种8.625万

袋，旱作农业地膜 1200吨，脱毒马铃
薯良种 75吨，春小麦良种 50吨，蚕豆
良种 10吨，为特色产业发展、农业增
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该县计划引培一批农业龙头企
业，实施一批重点产业链项目，擦亮
一批特色农产品品牌，打造一批乡
村旅游示范点，推动农业产业实现
集群化、链条化、生态化发展。今
年，重点谋划农业产业发展项目 25
个，总投资达 5.94亿元，形成了以项
目谋划带动产业发展、增加群众增收
的良好局面。

临夏县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农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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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马龙）4月8日，
由临夏州融媒体中心等十家媒体共同
策划发起的“盛世牡丹耀中国”大型融
媒体联动报道正式启动。

此次活动包括甘肃临夏、河南洛阳、
山东菏泽、湖北襄阳、四川彭州、安徽亳
州、河北邢台、山西太原、陕西咸阳、宁夏
吴忠等十个省份的十座知名城市。

习近平总书记曾对发展牡丹产业、
探索牡丹加工增值、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情况进行了具体了解，并对找准路子、
突出特色抓发展作出重要指示要求。
此次十省名城联动活动，将深入贯彻这
一重要指示精神，以牡丹为纽带，共同
传承和弘扬牡丹文化、推动牡丹产业发
展，涵养国人对牡丹的深厚情感，展现
中国春日经济的蓬勃活力。

国运昌则花事兴。牡丹被称为
“花中之王”，有“国花”的美誉。从洛
阳的牡丹文化节，到菏泽的万亩牡丹
园；从彭州的省级非遗牡丹花会，到临
夏的百里牡丹长廊……每一处都体现
了国人对牡丹的挚爱和追崇。这种挚
爱不仅仅是因为牡丹散发着国色天香

的华美，蕴含着富贵吉祥的寓意，更是
因为它承载着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与追求。

这次十省名城联动，不仅是一次
“花”与“城”的展示，更是一次文化与
经济的交融。在此次联动报道中，您
将见证十座城市如何以牡丹为媒介，
推动文旅、商贸等多个领域繁荣发展，
领略各地如何通过牡丹产业实现融合
发展，在推进乡村振兴中如何让农民
增收致富，感知“国民之花”如何提升
城市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此次“盛世牡丹耀中国”大型融媒
体联动报道，将以十座城市的牡丹特
色、牡丹产业、风土人情、发展故事为画
卷，借助文字、图片、短视频、直播等全
媒体报道，实现网上网下同频共振，让
您在欣赏十省名城各具特色牡丹之美
的同时，也通过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
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品味生
机勃勃、活力澎湃的“春天里的中国”。

十省名城联动 共扬国色美名

“盛世牡丹耀中国”大型融媒体联动报道正式启动

本报讯 （记者 马正兰）4月 7日，
记者从州文旅局获悉，清明节假期，全州
旅游市场秩序良好，共接待游客41.17万
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17亿元，分别
较同期增长 117.37%和 139.02%，同比创
历史新高。

据悉，今年清明节小长假游客主要
以探亲祭祖和自驾赏花踏青为主，全
州推出乡村休闲游、文化研学游、民俗
体验游、踏青赏花游、美食体验游等多
种文旅融合产品，举办了多彩东乡·

“杏”福唐汪 2024年东乡县唐汪杏花旅

游节、“永靖不大·风景如画”永靖县郁
金香文化旅游系列活动，吸引西安、银
川、西宁、兰州等周边城市自驾游、团
体游和州内群众自助游为主的游客，
旅游人数和旅游消费大幅增长，短途
赏花游、踏青游、研学游成为热门，永

靖县环湖北路、郁金香公园，东乡县唐
汪杏花村，临夏市八坊十三巷，临夏县
莲花码头等景区景点迎来游玩热潮。
三天假期，全州文旅行业无安全事故
发生、无重大旅游投诉，文化旅游市场
运行安全稳定有序。

清明节假期我州旅游人数同比创历史新高

本报讯 （记者 陈礼娟）4月 7日，
州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召开。州
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刘富祯主持
会议并讲话，州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
副主任陈鸿，党组成员、副主任马尚文、
常全科及秘书长王志录出席会议，副主
任冯国宁列席会议。

会议集体学习了《习近平关于社会
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部分篇章，毛
泽东、习近平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论
述；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
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

会、在湖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中
央、省州有关会议文件精神；学习了中
国人大网文章。

刘富祯强调，要始终将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政治理论
学习的“第一议题”，反复学习、深刻把握
贯穿其中的原创性思想理论和精神实
质，切实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
导实践、推动工作。要将毛泽东、习近
平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论述，作为人大
常态化纵深推进“三抓三促”行动、持续
改进人大工作作风、认真履职尽责的现

实需要，学习掌握、熟练运用基本方法，
坚持“四下基层”，科学、恰当、真实地开
展调查研究，通过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的实践，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要高度重视、建好用好基层立法联系
点，完善制度机制，加强工作保障，提升
工作效能，不断促进代表家站与基层立
法联系点融合互促、发挥作用，努力打
造群众有序参与民主立法的重要载体、
加强基层普法执法的实践平台。要扎
实开展“五个一”活动，以实实在在的工
作成效推动新时代临夏人大工作守正创

新，为助推中国式现代化临夏实践贡献
智慧和力量。

刘富祯要求，要切实加强积石山县
联系乡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督促指
导，紧扣时间节点，督促做好项目建
设、拆旧排危、过渡期安置点隐患排
查、防返贫监测等各项任务落实，助力
打赢灾后恢复重建这场硬仗。要严肃
工作纪律，严格落实节假日值班值守、
外出报备等制度，全力维护好节假日期
间的安全稳定。

州人大常委会各副秘书长、办公室
副主任，二级巡视员，各专门委员会主任
委员、副主任委员，各工作委员会主任、
副主任及调研员列席会议。

州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召开

新华社北京 4月 7日电 近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全党
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

《通知》指出，为深入学习贯彻修
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经党中央同意，
自 2024 年 4 月至 7 月，在全党开展党
纪学习教育。

《通知》明确，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聚焦
解决一些党员、干部对党规党纪不上
心、不了解、不掌握等问题，组织党员特

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认真学习《条例》，做
到学纪、知纪、明纪、守纪，搞清楚党的
纪律规矩是什么，弄明白能干什么、不
能干什么，把遵规守纪刻印在心，内化
为言行准则，进一步强化纪律意识、加
强自我约束、提高免疫能力，增强政治
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
始终做到忠诚干净担当。

《通知》强调，党纪学习教育要注重
融入日常、抓在经常。要原原本本学，
坚持个人自学与集中学习相结合，紧扣
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
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进行研讨，

推动《条例》入脑入心。要加强警示教
育，深刻剖析违纪典型案例，注重用身
边事教育身边人，让党员、干部受警醒、
明底线、知敬畏。要加强解读和培训，
深化《条例》理解运用。2024年度县处
级以上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和基层党
组织组织生活会，要把学习贯彻《条例》
情况作为对照检查的重要内容。

《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
开展党纪学习教育作为重要政治任务，
精心组织实施，加强督促落实。要做好
宣传引导工作，坚决反对形式主义，防
止“低级红”、“高级黑”。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通知》
在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

大数据指挥中心作为智慧城市的核
心部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近
年来，和政县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方向，建
成大数据指挥中心，精心打造智慧城市
指挥平台，构建起从“基层细胞”到“城市
大脑”的智能化、精细化社会治理体系，

不断提升社会“智理”水平。
近日，记者走进该县大数据指挥中

心，中间大屏幕展示可视化页面，左右两
侧大屏主要展示各业务系统，信息涵盖城
市管理、民生服务、社会治安等城市运行
情况，各类数据不断闪烁、实时变化，整个
运行情况一览无余。大厅内，应急局、招
商局、水务局等名牌一字排开，目前，该中
心已接入16个部门、23项应用系统。

县应急管理局派驻指挥大厅干部陈
丽正在进行地质灾害隐患点、应急物资、
避难场所等关键点位信息的更新录入，

她告诉记者：“根据‘大安全、大应急、大
平台’部署要求，我们建成智慧应急系
统，利用融合通信技术和现有手机、视
频会议系统、应急通APP等，实现双向
音视频互通；基于地图系统将救援队
伍、周边情况、应急物资、避难场所等可
视化，便于应急事件快速处置，最终实
现‘聚一起、叫得通、调得动、控得住、可
总结’的目的。”

据了解，该中心充分运用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以县域大数
据共享交换平台为核心，有效汇聚纵向

横向政务、社会数据资源，通过数据汇
聚、分析和赋能，对全县各大景区、水厂、
水库、供水管线、运营车辆、公路建设等
进行科学、精准的可视化管理，为城市
管理、社会治理、产业经济、应急处置、
指挥调度提供有力保障。截至目前，智
慧应急、智慧水务、智慧交通、智慧招
商、智慧文旅、智慧生态6大专题已全面
开始运行。 （转3版）

临夏再上央视！4月7日，由临夏州融媒体中心参
与摄制的短片《临夏人家门口的玫瑰花田》在央视《春
暖花开的中国》直播间播出。

一个平台智管全域
本报记者 周俊清 通讯员 罗霞

近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第
219次会议通过决议，正式批准临夏地质
公园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
园。这是继敦煌、张掖之后，甘肃省第3个
成功获得世界级“金字招牌”的地质公园。

喜讯传来，网友惊呼：临夏地质公园
会有哪些“我们不知道的秘密”？那么，
就跟随记者来一探究竟吧！

这里是一座生物演化“大舞台”

临夏地质公园位于甘肃省临夏州境
内，地跨黄土高原干旱区、青藏高原高寒
阴湿区两大自然区，涉及临夏市、和政
县、永靖县、广河县、东乡县、临夏县等六
个县（市），总面积约2120平方公里。

临夏世界地质公园的地质历史，可追
溯到元古代之前，至今已有20多亿年。其
中刘家峡足迹化石群的恐龙（兽脚类、蜥
脚类、鸟脚类），翼龙和鸟类足迹组合，以
及发育了巨犀、铲齿象、三趾马和真马四
个动物群的和政哺乳动物化石与赋存地
层，具有国际地学价值。分布于地质公园
东北部黄河流域的刘家峡足迹化石，产出
于下白垩统河口组地层中，以恐龙（兽脚
类、蜥脚类、鸟脚类），翼龙和鸟类足迹最
具代表性，已发现至少有9种古脊椎动物
足迹，这是中国甘肃省首次发现的中生代
脊椎动物足迹，也是中国最重要的足迹化
石之一。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前脚
79厘米×112厘米、后脚150厘米×142
厘米的足印，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恐龙足

印。这里的足迹化石，是研究恐龙生理和
生活习性的珍贵材料，同时能够为研究恐
龙生活环境和生物类别提供重要依据，为
进一步研究恐龙类别和研究足印遗迹与
遗迹生物之间的关系提供重要线索。

临夏地质公园内发现的新生代哺乳
动物化石点有近百个，化石标本已超过3
万件，犹如一座生物演化“大舞台”。这
些哺乳动物化石反映，临夏地质公园自
新生代以来至少经历了4个动物群的更
替：晚渐新世巨犀动物群，以犀类占绝对
优势，捕猎性的动物还相当原始；中中新
世铲齿象动物群，动物群组成结构发生
了明显的变化，在青藏高原南北两侧的
化石差异明显，反映出青藏高原在中中
新世已经隆升到足以阻碍动物交流的高

度；晚中新世三趾马动物群，表明最早的
三趾马跨越白令陆桥从北美迁徙到亚
洲；早更新世真马动物群，动物组成非常
特殊，小哺乳动物特别少，而食肉类化石
特别多……临夏地质公园这些多门类的
哺乳动物化石为研究其分类位置、个体
发育、形态变异、系统演化、地质时代、古
地理、古气候、古生态等提供了坚实的证
据。富含新生代哺乳动物化石的连续剖
面也是研究青藏高原隆升历史不可多得
的证据，是欧亚大陆最完整的晚新生代
陆相生物地层之一，对全球范围内同时
代地层对比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转3版）

世界级！为什么是临夏？
新甘肃·每日甘肃网记者 李萍 王梓懿 王宇晨

近日，记者从省生态环境厅获悉，2023年省生态环境厅
积极防范化解生态环境领域风险隐患，紧盯“一废一库一品一
重”，织密环境风险防控网。全年排查整改环境风险隐患问题
863个，突发环境事件为零。

省生态环境厅组织各地生态环境部门对 18个化工园区
和 295家化工企业开展督导检查，成立专项调研组赴各地开
展工作，完成问题整改243个。与四川省、陕西省生态环境厅
联合发文，督促三省毗邻地区针对突发环境事件隐患联合开
展排查整治，全力防范化解跨界水污染事件。

为持续提升环境应急能力，省生态环境厅积极推进重点
河流突发水污染事件环境应急“一河一策一图”编制工作。不
断优化应急物资储备体系，强化15个省级物资库和15支救援
队伍日常管理，定期对所储物资更新维护。全面加强企业预
案备案管理，指导各地规范预案管理，全省符合备案条件的
5228家企业，完成备案 5192家，备案率达 99.31%。提升全省
应急专业技术能力，培训全省 15支应急救援队伍，使其安全
意识、应急理论、现场处置技术等得到全面提升。

今年，省生态环境厅将按照“信息灵、反应快、措施准、工
作到位”总体要求，及时妥善科学处置突发环境事件，切实加
强环境应急准备，不断提升环境应急基础能力，统筹做好安全
生产和平安甘肃建设工作。

（据《甘肃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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