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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赋能，小辣椒做
成大产业

走进位于石柱县龙沙镇的重庆
小天鹅百福食品公司的加工车间，一
股加工辣椒的香气扑面而来。这是石
柱县一家食品加工企业，一年加工的
鲜椒就超过3000吨。

在石柱，小辣椒做成了大产业：
全县辣椒种植面积超过10万亩，辣
椒种植户3万多户，类似小天鹅百福
这样将辣椒作为主要加工原材料的
企业就有6家，全县辣椒产业综合产
值达到7亿元。

好的产业离不开科技支撑。在石
柱县，靠着香辣味厚、耐煮耐熬的品
质，“石辣一号”优质辣椒品种名头很
响，其种植面积占全县辣椒种植面积
的一半左右。

“石辣一号”是石柱县辣椒研究
所所长谭杨国带领的科研团队，历经

5年攻关研发出的优质品种。谭杨国
告诉笔者，好的辣椒品质还能获得好
的市场价格。普通品种干辣椒市场收
购价一般是每斤12元至13元，而“石
辣一号”能达到每斤16元至18元。市
场销路好，农民愿意种。

通过创制优质种质资源材料、开
发潮汐式育苗新技术等，石柱县辣椒
研究所先后育成推广包括“石辣一
号”在内的优质辣椒品种10多个，累
计种植面积超过100万亩。

◇ 构建全产业链，黄连
大产地有大市场

在石柱县黄水镇，大片种植基地
里的黄连长势正好。石柱生态良好，
高山植被茂盛，是黄连等中药材的重
要产区。

一条覆盖黄连种植科技研发、市
场交易、中成药深加工的全产业链在
石柱逐渐形成，近万户种植户每年依

靠黄连产业，户均收入超过3万元。
在黄连产业链上游，石柱县建有

黄连种植研发中心，依靠这一创新
“发动机”，漂浮式育苗、小拱棚种植
等新技术在全县推广，农民种黄连更
省时、省力。石柱县农业农村委副主
任汪祈登说，县里还建有大型黄连专
业交易市场，年交易量占全国市场交
易量九成左右。大产地联结大市场，
让石柱黄连走向全国。县里还推动企
业加快黄连深加工，研发相关中成
药、黄连花茶等产品，进一步提高附
加值。

近年来，石柱挖掘中药材资源优
势，黄连、黄精、天麻等中药材种植面
积达到31万亩。靠着这些优质、生态
的道地中药材，大山深处不少农民走
上了富裕路。

4月15日，是石柱中益乡华溪村
集体经济组织一年一度分红的日子。
靠着种植脆李、脆桃，林下再套种黄
精等产业，去年华溪村集体经济联合

社收入超过60万元，直接给农民分
红近15万元。“未来几年，村里黄精
将进入大面积采收期，加上乡村旅游
收益，村集体收入还会有更多增长，
村民得到的实惠也更多。”华溪村党
支部书记王祥生说。

◇ 推进农旅融合，莼菜
好吃好看更富农

在石柱县冷水镇八龙村，一块块
水田掩映在青山绿水间，嫩绿的莼菜
叶片漂浮在水面上。经过30多年发
展，石柱已成为全国莼菜主产区，全
县莼菜种植面积有1.4万多亩。

“莼菜作为纯天然绿色蔬菜，食
用价值高，有着‘水中人参’的美誉。
它对生长环境要求也很苛刻，种植
水源绝不能被污染，还需要流水种
植……”石柱县农业特色产业发展中
心主任王小军说。

“水中种莼菜，开门迎客来。”八

龙村360多户村民几乎家家户户种
莼菜，有 160 多户还办起了农家
乐，村里莼菜采摘比赛、莼菜烹饪
大赛、田园观光等活动搞得风生水
起。“从凉拌莼菜、莼菜蒸蛋到鲫鱼
莼菜汤……我能用莼菜做出一桌宴
席。”村民许先林一家既是莼菜种植
户，也是乡村旅游接待户，去年收入
将近30万元。

莼菜上得了百姓餐桌，也走得进
国际市场。石柱县已创建成国家有机
莼菜认证示范区，每年向日本、韩国
等国家出口莼菜超过1万吨。县里新
开发的莼菜饮料等30多种莼菜新产
品也逐渐被市场接受。

“好生态有好价值，好产地有好
市场，石柱将继续深耕以辣椒、黄连、
莼菜为代表的‘红黄绿’三色产业，延
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让特色农业
产业更强，大山里的农民更富。”石柱
县委书记张华说。

（新华社 李勇 张桂林 李松）

绿水青山到底价值几
何？在生态资源丰富的革命
老区山东临沂，当地积极探
索生态价值转化机制。蒙山
沂水间的古树、奇石，甚至是
小山村，都可以打上价格标
签，成为带动群众致富增收
的金山银山，不少村子发展
跃上新的台阶。

“前几天，蒙阴农商银行
给我打电话反馈，300万元贷
款马上到账，我们可以多改
造几间民宿了。”临沂蒙阴县
百泉峪村党支部书记方国明
告诉笔者，这笔钱将用于党
支部领办的乡村旅游合作社
民 宿 提 升 ，“ 接 下 来 还 有
4000万元贷款陆续发放，帮
助村子吸引更多游客，增加
村民收入。”

位于沂蒙山腹地的百泉
峪村，是个典型的偏僻小山
村。过去一段时间，方国明响
应生态建设号召，带领村民
关闭矿厂，引入社会资本，修
建起拦水坝、蓄水池，并栽植
上苗木。曾经废弃的矿坑上，
建起了生态旅游项目，百泉
峪村农家乐搞得有声有色，
目前已发展 40家农家乐和
民宿。

游客越来越多、环境整体提升、服务水
平跟进……新的变化对百泉峪村发展提出
了更高要求。一份生态系统生产总值
（GEP）报告，为蒙阴县许多像百泉峪村这
样靠生态吃饭的村庄解决了“升级”资金
难题。

2021年9月，蒙阴发布山东首份村级
GEP核算报告，经初步核算，百泉峪村生态
产品总价值7000余万元。2022年3月，蒙
阴农商银行基于GEP核算报告创新开发
了“GEP贷”，给予百泉峪村3个贷款主体
4300万元授信额度。

其中，给予百泉峪生态价值转换整村授
信额度2000万元，给予村党支部领办的合
作社授信额度300万元。另外给予来村里进
行旅游开发的公司授信额度2000万元，这
家公司瞅准了百泉峪村在生态旅游领域的
口碑，在村里开发了综合性酒店，让这个百
户生态山村有了接待大型团队的能力。

“百泉峪村生态旅游产业大有可为，这
也是提供这笔贷款的重要依据。”蒙阴农商
银行有关负责人告诉笔者，银行基于蒙阴
县2021年发布的山东省首个村级GEP报
告，以村子生态产品价值作为质押担保，让
生态产品价值变现成为可能。

“绿色账本”变现，小山村成功换来4300
万元贷款。这是革命老区破解乡村建设资金
不足、探索生态资源转化的一个缩影。

近一年来，费县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
值核算体系，成功运作生态资源贷款 85
笔，为乡村振兴领域提供信贷额度超过
7000万元。

乡村秀丽的山水、优质的旅游资源可
以明码标价、用作抵押。笔者了解到，围绕
十类生态资源，临沂市明确“两山”转化范
围，同时搭建“两山”转化平台，让生态优势
转化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

（新华社杨文孙晓辉）

春忙时节，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曹镇乡组织党员干部成立支农服务小分队，深入田间地头送政策、送技术、送服务，通过到生
产一线帮助群众，锤炼干部的实干作风，提升干部服务群众的能力。图为4月20日，曹镇乡党员干部在该乡齐庄村蔬菜大棚里帮助
菜农采摘番茄。 王毛生 摄 黄河甘肃段“体检报告”：

主要河流健康状况良好

新华社兰州4月20日电（记者 文静）
记者从4月19日召开的甘肃省河流健康评
价报告发布会上获悉，针对黄河甘肃境内
71条河流的健康评价显示，主要河流健康
状况良好。

当日，甘肃省水环境监测中心发布了
《甘肃省河流健康蓝皮书（2017-2021）》。
此次河流健康调查与评价工作涵盖了黄河
甘肃境内的71条河流，占全省评价河流总
数的66.4%。评价河长5616公里。其中，非
常健康河流6条，占黄河流域评价河流的
8.5%；健康河流48条，占67.6%。

甘肃河流东西跨度大，分属长江、黄
河、内陆河三大流域，涉及黄河干流等11
个水系。甘肃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
区和补给区，黄河甘肃段干流全长913公
里，占干流河道总长度的16.7%。

“从总体结果来看，甘肃省主要河流的
健康状况良好，全省多数河流水质好于Ⅲ
类，且主要指标不断向好变化。”甘肃省水环
境监测中心主任刘进琪说，此次评价包括所
有年径流量大于1亿立方米以上的河流和
95%以上年径流量在0.5至1亿立方米之间
的河流，总径流量超过520亿立方米。

据介绍，此次河流健康调查与评价工
作从水文水资源特征、物理形态变化、水质
状况、水生生物状况和社会服务功能等方
面进行定量分析计算，并按照非常健康、健
康、亚健康、不健康、病态5个等级，给出河
流的综合健康状况。

（上接A1版）
走进端州区城西街道城中社区，

花园姹紫嫣红，邻里悠然自得，老旧
小区蜕变成幸福小区。“我们的家园
越来越美了。”这是城中社区居民的
心声，是肇庆人民的切身感受。

如今，肇庆社区基础设施建设、
便民设施配套、综合服务水平日渐提
升：724个老旧小区旧貌换新颜，近
600条背街小巷实现华丽蝶变，不少
曾经脏乱差的市场整治后也获得市
民盛赞：“像逛超市一样舒心！”

一组数据看成效：2021年，肇庆
在持续巩固提升城区576个老旧小
区、593条背街小巷整治成果基础上，
完成提升老旧小区148个，新建无障
碍停车位89个，主次干道、商业大街
改造人行道降坡126处，电动自行车
上牌率超80%，城中村、城乡接合部
和镇村人居环境得到进一步整治，评
出文明星级农贸市场27个……

硬件设施日益完善，管理服务亦

在提档升级。肇庆以数字化城市管理
平台为基础，整合数据资源、扩大监
控覆盖面，以数字化城市管理平台发
现问题，以“12345”平台“交办问题”，
各区、各责任单位解决问题。

此外，肇庆持续探索文明创建中
建立的1名社区干部+1名公安民警+
1名城管执法人员+1名市场监管人
员+1名环卫工人的“5个1”社区网格
管理新模式，发挥“5个 1”网格政策
宣传、民情收集、卫生保洁、设施维
护、秩序管理、为民服务的各项职能，
做到网格问题随时有人管、随时有人
发现、随时有人上报、随时有人处理、
随时有人协调跟进的“5个随时”，为
加快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推进
社区日常事务落实落细落地提供坚
实保障。

近年来，县域文明城市创建得到
纵深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德庆县持
续实施“创文微实事”180多件，着力
改善城乡环境，2021年全国文明城

市年度测评中，在省内县级文明城
市排名并列第1；同是全国文明城市
的四会市安排专项工作经费800多
万元，通过优化网格化管理、持续完
善公共设施建设、提升市容市貌和
城市秩序、开展各类新时代文明实
践活动等各项措施，推进文明城市
常态化创建。

注重以文化人
凝聚家园意识

端州区城东街道和平社区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内传来铿锵有力的朗
读声，市民群众齐聚一堂，肇庆市文
联“红色文艺轻骑兵”——“小肇老
师”文艺宣讲团用“文艺+宣讲”的模
式为大家上课。“这个党史学习教育
日不仅充实，还很有‘文艺范’！”居民
邓大爷带着孙女参与活动，获益
良多。

一直以来，肇庆市积极探索新

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模式，灵活运用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创新
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把文化
大餐、精神大餐送到百姓身边，切实
提高市民群众的幸福感、归属感、获
得感。

当前，肇庆出台《肇庆市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建设工作指
引》，明确阵地规范化建设和活动开
展的具体要求。据悉，全市已建成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1662个，
打造示范所（站）224个。

此外，肇庆实施“新时代宣讲师”
计划以来，组建156人的“百姓宣讲
队”，广泛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全市共开展学习实
践科学理论等文明实践活动 16639
场次，惠及群众30多万人次。

通过深入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
活动，强化文明实践阵地和队伍建
设，更多肇庆市民积极投身志愿服务
事业，营造积极向上、崇德向善的志

愿文化，利用志愿服务活动参与城市
治理，全市上下凝聚起浓厚家园
意识。

在肇庆街头巷尾，到处都能看到
志愿者身影：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志愿
服务队在社区引导群众填写信息，关
爱未成年人服务队定期走进校园开
展心理沙盘辅导，春运暖流行动服务
队连续19年为返乡务工人员提供暖
心服务，获评全国最佳志愿服务
项目。

为了向市民群众提供更优质的
志愿服务，肇庆围绕文明交通劝导、
为老服务、生态环保、文明旅游、健康
知识普及等多个领域，打造建设了24
支特色化的市级专业志愿服务队伍。
同时，全市8个县（市、区）均成立了志
愿服务促进中心，并成立329支县级
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伍，志愿者总人
数约9400人，提供了4200多场理论
政策宣讲、文化文艺服务等常态化

“8+N”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

创建成果惠及百姓 文明之花处处绽放肇庆

（上接A1版）
2017年以来，塞罕坝将土壤贫瘠、岩石裸露

的石质阳坡作为攻坚造林重点，5年累计造林10.2
万亩，林场内石质荒山全部实现绿化，林场森林面
积增加到115.1万亩。

为确保森林资源安全，林场建立了一体化森
林防火预警监测体系，实现了卫星、无人机、视频
监控、高山瞭望、地面巡护有机结合，快速反应。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
担当。”塞罕坝机械林场场长陈智卿说，“守住、守
好这片林子，让它绿得更有质量，是我们肩负的重
大政治责任！”

“二次创业”
谱写绿色发展新篇章

60年来，一代代塞罕坝人用心血和汗水浇灌
出百万亩人工林海，有效阻滞了浑善达克沙地南
侵，为滦河、辽河下游地区涵养水源、净化淡水、防
止土壤流失提供了“绿色保障”。

“塞罕坝的创业路，是播种绿色之路、捍卫绿
色之路，更是一条绿色发展之路。”塞罕坝机械林
场党委书记安长明说，“碳达峰、碳中和”战略行动
引领新变革，也必将给塞罕坝拓展巨大发展空间。

到 2030 年，塞罕坝林地面积将达到 120 万
亩，森林覆盖率将提高到86%，森林生态系统更
加稳定、健康、优质、高效，生态服务功能进一步
增强。

2021年，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推
进塞罕坝机械林场“二次创业”的实施方案》，全面
开启了“二次创业”新征程，力争经过10年的建设
发展，实现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良性
循环目标。

统计数据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累计完
成造林9.6亿亩。森林覆盖率提高2.68个百分点，
达23.04%。绿色，浸染了塞罕坝，也在中华大地
上、在每个人心里生长。

（新华社李凤双曹国厂高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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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科技赋能，鲜红的辣椒走出了大山，“红”遍全国；打造全产业链，黄连成为近万户农民致富的骨
干产业；抓住农旅融合的机遇，嫩绿的莼菜既好吃又好看，效益增值……近年来，重庆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深挖资源禀赋，深耕以辣椒为代表的调味品产业、以黄连为代表的中药材产业、以莼菜为代表的绿色蔬果
产业，以“红黄绿”三色描绘乡村振兴的新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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