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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春时节，记者走进位于海东市民和回
族土族自治县巴州镇的乡村振兴产业融合
发展示范园，数十栋温棚整齐划一，棚内肥
硕鲜嫩的平菇挂满菌袋，香甜可口的草莓令
人垂涎，温棚外餐饮区新搭建的休闲木屋新
颖别致，垂钓区鱼塘为封冻水域……这是民
和县委县政府依托乡村振兴产业扶持政策，
于2022年倾力打造的乡村振兴产业融合发
展示范基地。

示范园的前身是民丰高原特色休闲农
业示范园，位于巴州镇巴二村，始建于2011
年。由于经营不善，加之温棚老旧失修，棚
膜、保温被等温棚设施严重破损，三分之二
的大棚被闲置，经营效益欠佳。巴州镇地
处浅山地区，一条沟岔谷地和两大干旱山
区，便是巴州镇的全部。在巴州镇乡村振
兴产业方面，镇党委政府一致认为要利用
好闲置的温棚资源，改造提升后发展温棚
经济。乡村振兴，关键在于产业振兴。“我
们的思路敲定后，向县委县政府作了汇
报。2021年9月，县委书记毛学鸿在巴二村
调研时，通过实地查看温棚、鱼塘等闲置资
源后，要求我们充分用好现有资源，全力打
造集温棚种植、冷水养殖、休闲垂钓、餐饮
游乐于一体的乡村振兴产业示范点。”巴州
镇镇长谢成义告诉记者，按照县委要求，镇
党委政府编制实施方案，积极争取乡村产
业振兴扶持资金 800 万元，对 69 栋老旧温
棚、3处鱼塘及道路等基础设施进行改造提
升。

现如今，改造一新的乡村振兴产业融合
发展示范园，包括特色种植采摘体验区、垂
钓休闲区、餐饮游乐区三大区域。

记者走进示范园的温室大棚，处处是

一幅春意盎然、人勤农忙的新景象。走进
奶油草莓大棚，一垄垄翠绿的植株间，鲜红
饱满的草莓探头露脑，长势喜人，色泽诱
人。一位老人正小心翼翼地采摘成熟的草
莓。

老人是草莓种植户许鹏的母亲，有空的
时候就到大棚里帮忙。老人热情地邀请记
者品尝草莓，一口下去，鲜嫩多汁，香味四
溢。老人说，这是今年种的白草莓，不但好
吃，而且市场价格也比红草莓高20元左右。
据许鹏介绍，今年他在这里租赁了12栋温棚
种植草莓，草莓从去年10月底就开始上市，
主要供应民和市场，平均每天以 28 元至 30
元一斤的批发价采摘配送 50 公斤至 100 公
斤的鲜草莓。

乡村振兴，产业是关键。在谈及如何管
好、用好示范园资源时，谢成义告诉记者，今
后，示范园将持续以“党建+民族团结+合作
社+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挖掘农业生
态、旅游休闲及文化价值，融合“行、游、住、
食、学、娱”六大要素，加快示范园亮化、绿
化、美化建设，丰富产业形态，优化种植结
构，建成集观赏、采摘、休闲、娱乐于一体的
田园综合体，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带动当地农副产品销售，实现农业产业
增效、企业链条增值、群众环节增收、村集体
经济全面壮大，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本报特约记者 郝志臻 通讯员 岩子 摄
影报道）

本报讯（特约记者 李永兰 通讯员 化
组）乡村振兴，交通先行。去年，海东市化隆
回族自治县交通运输局努力打造“党建引
领·当好交通先行官”党建品牌，积极探索党
建工作与交通发展双融合双促进的有效路
径，建设立体、快速、绿色、数字、安全、人文
交通，让“四好农村路”通向致富之路、美丽
之路、幸福之路。

据了解，去年以来，化隆县明确党组统
筹统抓的“四好农村路”建设责任链，以全面
推进“四好农村路”的建设为着力点，紧扣全
县经济社会发展思路，坚持“通断头、扩路
网、提等级”，突出同城融合“加速度”、民生
融合“加密度”、产路融合“加深度”，努力构
建内外衔接、城乡互通、四通八达的交通网
络格局，支撑乡村振兴。据悉，今年将陆续
开工建设官燕公路、巴燕至群科一级公路、
黄河大道、昂上公路、夏牙公路等一批交通
重点民生项目。

同时，积极探索打造党员示范路，以“主
题党日+交通学堂”“专题党课+技术讲堂”

“党建+志愿服务”等模式，引导技术骨干学
业务、下基层、蹲工地，提升党员干部工作作

风和工作效能。党员干部带头严格执法，推
行“严格执法+源头监管”，目前，全县货运车
辆超限率控制在 2%以内，道路运输市场有
序发展。在县、乡、村三级管理养护体系的
基础上，化隆县持续推进农村公路“路长
制”，确保“有路必管，管必见效”，积极创建

“四好农村路”省级示范县。
党建引领激发服务活力，才能畅通乡村

振兴“幸福路”。去年，化隆县还开通了市际
班线5条、城市公交线路11条、农村客运线路
40条，投运纯电动城乡公交46辆，打造出行

“低碳化”，公共交通服务更加便捷。值得关
注的是，去年，化隆县还实施“敬老公交”“爱
心公交”“拥军公交”“学生公交”四大工程，65
周岁以上老年人等“四类”特殊群体免费乘车
和县域师生优惠乘车惠及2.2万余人。

本报讯（特约记者 巴迎桂）自农村户厕
建设工作开展以来，海东市坚持把“厕所革
命”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把小厕所作为重大
的民生工程、生态工程来抓，以“建好、用好”
为目标，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意愿，愿修尽
修，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宜旱则旱、宜水则
水。

“小厕所大革命，小厕所大民生”，农
村“厕所革命”是一项普惠农民群众的民
生工程，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
任务。去年以来，海东市持续开展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全市开展集中整治 3707 余
次 ，出 动 人 员 14.2 万 余 人 次 ，清 理 垃 圾
3.93 万余方，清理柴草 1400 余堆，拆除残
垣断壁 534 米，清理小广告 1.5 万余条，配
备农村保洁员 5186 人。扎实推进“厕所革
命”，2022 年计划新建农户卫生厕所 19799
座，已完成 13418 座。计划新建农村公用
厕所 6 座，已完成 4 座。在海东市互助土
族自治县、化隆回族自治县、循化撒拉族
自治县 3 县 8 个村庄实施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项目。此外，全市发放各类强农惠农补
贴 3.69 亿元。

在“厕所革命”实施过程中，海东市坚持
产业为基、文化为魂、环境为本、群众为主、
配套为要，着力打造“一镇一特、一村一景、
一村一韵”的特色样板，突出抓好美丽乡村
建设，深入推进垃圾、污水、厕所“三大革
命”，打造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升级版，切实做
到目光所及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清清爽爽、
和和美美，真正让乡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

本报讯（特约记者 胡生敏 通讯员 黄
鑫）为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属地管理
责任和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主体责任，切实
推动食品安全“两个责任”工作机制落实
落细，海东市结合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创建，将食品安全“两个责任”纳入创城工
作重要指标，与创城工作同安排同部署，
同落实同推进。针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短板和省食药安办督查反馈的问题，强化
工作措施，督促各县区及时进行问题整
改，确保相关工作按照省食药安办要求扎
实推进。

为推动工作全面铺开，海东市重点督
促指导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互助土族自
治县两县先行先试，深入摸排市场主体，
规范建立包保主体台账、包保干部台账，
落实包保责任，将不在包保范围内的经营
主体单独建立台账并予以标注，通过典型
引路，推动食品安全“两个责任”在全市全
面铺开。同时，增点扩面，落实主体包保
责任。在对照省食药安办提供的 19958 家
食品生产经营许可登记主体、落实领导干
部包保工作机制的基础上，乐都区、民和
县、平安区、化隆回族自治县等地将新获
证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和食品加工小作坊、
食品摊贩等“三小”食品经营主体同步纳
入包保范围，落实干部包保责任，做到了
包保任务提前落实，食品安全干部包保工
作全覆盖。

在原有互助天佑德青稞酒股份有限
公司 1 家 A 级食品生产经营主体的基础
上，海东市根据食品经营主体发展现状，
将 18 家 B 级重点食品生产经营主体纳入
市级领导包保范围，进行提级管理。为解
决基层干部包保主体数量多、包保任务重
的问题，市食药安办指导县、乡、村三级将
食安委成员单位、食品安全协管员纳入包
保干部范围，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落实
包保责任，确保了各级领导干部包保任务
均衡。

本报讯（特约记者 周晓华 通讯员 马永
霞）2022年以来，海东市乐都区围绕“优质、
高效、生态、安全”的发展目标，坚持保供给、
调结构、扩总量、上规模、提标准、促转型，推
广生态养殖、绿色养殖，加快畜牧业稳产保
供工作，全力推动畜牧业高质量发展。乐都

区各类畜禽存栏 76.06 万头只，畜禽出栏
69.93万头只，畜产品产量达3.16万吨。

据了解，乐都区采取规模适度、生产集
约等原则，把家庭牧场作为畜牧业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组织形式和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
抓手，提高农牧民畜产品商品生产能力，实
现畜牧业经营方式的转变和增产增效。
2022年，乐都区养殖场直联直报系统中畜禽
规模养殖场达31家，肉牛家庭牧场10户存
栏812头，肉羊家庭牧场21户存栏3315只，
生猪家庭牧场7户存栏484头，蛋鸡家庭牧
场1户存栏4000只。

同时，乐都区积极落实各项现行防控
措施，全面加强监测排查，加强基层动物防
疫体系建设，形成运转高效、联防联控的组
织协调机制。扎实开展牛羊感染情况调查
和“月月驱虫”工作，累计驱虫 13.81 万条
次；抓好应急死亡和无害化处理工作，无害
化处理各类死亡动物 2520 头只；持续加强

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组织技术人员认真开
展每日排查和疫情上报，共调查 276 个村、
2703户散养户、27家规模养殖场，累计动态
排查生猪13.39头次；举办各类非洲猪瘟防
控培训班 36 次，开展防控宣传 29 次、受众
达 8500 人次。按照“种植—加工—养殖—
粪污无害化处理—还田”的生态循环模式，
该区积极推广废弃物综合利用和产业融合
发展，抓好畜禽粪污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深
入开展畜牧业绿色发展示范县区创建工
作，推广种养结合循环发展模式，不断调整
和优化养殖结构，全区畜牧业迈上了循环
发展的新路子。

2022年，乐都区规模以上养殖场粪污利
用量4.96万吨，规模以下养殖场粪污利用量
27.64万吨，综合利用率为86.3%。31家畜禽
规模养殖场均建有堆粪场、尸体坑、雨污分
流设施、化粪池，粪污处理设施配套率
100%，设施运行率达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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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守护百姓舌尖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