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年前，阿米尔江·艾力木和萨尔巴依·
库尔巴尼克失业了——2020 年 6 月 29 日，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

克自治县大同乡通上了大网电，作为乡里的

小水电管护员，他俩曾经的岗位不复存在。

但那次失业，两人打心眼儿里高兴：“有

了稳定的电，乡亲们的生活方便多了，而且，

各方面都能发展起来，大同乡也跟上了乡村

振兴的脚步，不愁新工作。”

这不，经过培训，阿米尔江成了乡卫生

院的救护车司机，而萨尔巴依在做护边员之

外，还加入了村里的家政服务队，和供电公

司员工一起解决村里大小用电事宜。

日常生活更方便

刮了一晚上风，却没有影响萨尔巴依的

睡眠，早上起来精神头儿不错。“刚通大网电

时，一到刮风下雨就睡不好，这是管护小水

电的时候养成的习惯。”两三个月后，萨尔巴

依发现刮风下雨不会停电了，更不用半夜起

来跑到山上开水闸，这才能踏实睡个好觉。

“库尔班·买买提亚尔家更换线路。”萨

尔巴依配着奶茶一边吃馕一边翻开自己的

记事本，上面是他今天的工作安排，第一条

就是库尔班预约的线路更换。

吃完早饭，萨尔巴依背上工具包往库尔班

家走，一边走一边解释：“他们家原来的电线旧

了，现在开了牧家乐，用电地方多，要换新的。”

3 年前，从干了 15 年的小水电管护员岗

位上退下来后，萨尔巴依成了一名护边员。

但因为他长期从事电力工作，乡亲

们和刚到岗的供电公司员工还不熟

悉，乡亲们有啥用电方面的事儿都

爱找他，休息时间，他就当起了大家

的“电保姆”。

刚通电，萨尔巴依拿着供电公

司 配 发 的 POS 机 帮 助 老 乡 缴 费 。

后来村里改成电采暖，大家又经常

向萨尔巴依请教和寻求帮助。

2021 年 5 月，萨尔巴依家所在

的 阿 依 克 日 克 村 要 成 立 家 政 服 务

队，需要一个人专门负责解决村里

人的用电问题，他主动报了名，现在

已经成了供电公司的得力干将。

给库尔班家换完线路，已经快

到中午，萨尔巴依赶回家。“早上没

来得及给你介绍，现在带你看看。

这是电采暖的开关，冬天一按这个

开关，过一会儿家里就暖和了。”

妻子英吉比格·拜格多来提正

在用电磁炉做饭，洗衣机里正在甩

干昨天换下来的衣服。“通电后，最让人高兴

的就是洗衣机能用了，不用冷水手洗衣服太

幸福了，你看我的手是不是都好看了？”英吉

比格笑着问。的确，与 3 年前相比，她手上

的皮肤细嫩了不少，也没了冻疮的痕迹。

2021 年，大同乡完成电采暖户表安装

工作，现如今大家都能在冬季用上安全、便

捷的电采暖。萨尔巴依说，照明、做饭也都

用上了电，现在房前屋后早已不见堆积着当

柴火的树枝了。

产业发展有动能

夜幕下的大同乡灯光熠熠，门口的“大

同欢迎您”5 个大字欢迎着各地来的游客。

“欢迎你们来到我家，快请进！”萨依甫

那孜尔·库尔班招呼着从北京来的游客张航

一行六人进了自己家。大家还没坐定，萨依

甫那孜尔已经从冰柜里端出一大盆自家做

的酸奶，一人盛了一碗。“赶路辛苦了，大家

喝碗冰镇酸奶。”

喝完酸奶，张航和朋友收拾好行李，好

好洗了个热水澡，赶路的疲惫去了一大半，

“来之前，听几年前来过的朋友建议要住在

县城，说这里风景虽好，但因为没电，住宿

条件比较简陋，结果没想到这几年变化这

么大。”

张航一边和家人视频，一边通过镜头展

示牧家乐里的风景：篱笆围起来的院落里

一排整齐的葡萄架上，葡萄藤已经爬了一

半，葡萄架后的菜地里种着白菜、大葱；房

间里沙发和茶几摆放整齐，小套间里还有

电视机……

2019 年，萨依甫那孜尔把刚盖的富

民安居房改造成了牧家乐，但因为没电，

电器没法用，住着不方便，生意并不好。

“别说冰镇酸奶了，头天晚上做好的第二

天上午喝不完就会坏，肉类没法保鲜，我

们的菜单里大部分都是风干肉，晚上还得

点上蜡烛吃‘烛光晚餐’。”萨依甫那孜尔笑

着说。

如今，用上了冰箱、冰柜，食材保鲜问题

解决了，萨依甫那孜尔家的菜单丰富了不

少，晚饭给大家准备了抓饭和清炖羊肉。目

前村里正在开展烹饪培训，以后可以给游客

带来点单式服务。在灯光下，大家一边吃饭

一边聊天，屋里传出欢声笑语。

待到客人们都休息了，萨依甫那孜尔拿

起手机，开始剪辑白天拍摄的视频素材，再

上传到短视频平台，介绍自己的家乡和自己

的牧家乐。“有很多人看了视频之后问我住

宿的问题，有些还直接打电话预订房间。”最

多的时候，家里一天能接待 20 个人左右，萨

依甫那孜尔说，“今年 3 月底到 4 月初，收入

已经有两万元左右了。”

有了电，乡里的产业发展就有了动能。

目前，全乡共有 68 家牧家乐，还开了不少小

超市、商店、餐馆，几户玉石初加工作坊也陆

续开始营业，相比出售原石，效益大幅增加。

“产业带来的效益是看得见的，2020 年

大同乡人均年收入 8264 元，到 2022 年已经

提高到了 11910 元，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不断提升。”大同乡党委副书记、乡长阿力木

江·西仁说。

公共服务上台阶

大同乡中心小学三年级一班，屏幕上，

不 同 颜 色 的 文 字 标 注 着 课 文 的 重 点 、难

点。校长兼语文教师李媛正给孩子们讲解

课文。

下了课，孩子们拿着自己的水杯排队

去恒温饮水机接水喝，李媛抽空和我们聊

起 来 ：“ 你 们 看 到 的 教 室 是 去 年 下 半 年 改

造的，教室、学生宿舍、教职工宿舍楼都安

装了电采暖，孩子们在温暖安全的房子里

上课、休息，相较烧煤炉子，老师和家长都

放心。”

今年 30 岁的李媛，2019 年从山西来到

大同乡中心小学，没待多久就有点吃不消

了。“老师们都用电灶做饭，集中到一个时间

导致要么停电要么跳闸，尤其冬天，吃口热

乎饭还得排队，还要轮流烧水给孩子用。”最

难的是与外界联系，李媛说，“找手机信号要

到乡政府门口。”

李媛萌生了辞职回家的念头，还好有次

去塔县办事儿，回大同乡的时候看到了正在

施工的电力职工，让她感觉“能用上稳定的

电”的梦想不再遥远了。如今已是校长的李

媛，谈起通电这几年的变化很是开心，“现在

学校正在扩建，条件也越来越好了，我对学

校的未来充满了期待。”

“今天晚饭食堂有烤包子！”有机灵的孩

子向同学们报告好消息，教室里传来一阵欢

呼声。李媛告诉记者，现在食堂有电烤箱、

和面机、蒸箱等大功率电器，孩子们的伙食

品种也很丰富。

太阳落山了，乡卫生院一楼办公室的灯

全都亮着，忙碌了一天的医生们这会儿正在

对白天的体检结果进行整理，这几天乡里正

在组织体检。“这台尿检机今年是第一次接

入电脑，再也不用手写报告了。”乡卫生院院

长菲扎力·加米招呼着老乡有序排队等待检

查。虽然这几天很忙，可他的心里很高兴，

“B 超机、X 光机都是以前就有的，3 年前有

了电才真正开始用。现在很多检查在乡里

就能做，有了检查结果，我们医院的医生给

老乡看病也更有底气。”

菲扎力介绍，现在能做的体检项目有大

生化、血常规、腹部 B 超、乳腺 B 超、心电图

和 X 光。“牧民们不用再缺项体检或把血样

往县医院送了！而且效率也高，手写报告变

成了电脑操作，便捷多了。”

（范增琴参与采写）

图①：2020 年 6 月 30 日，本报经济版推

出报道《稳稳的电 稳稳的幸福》。

资料图片
图②：国网喀什供电公司线路运维人员

对电力铁塔进行检查。

王 康摄（人民视觉）

图③：供电公司员工上门为民宿检查用

电安全。

王 康摄（人民视觉）

使用更便捷，场景更丰富

新疆喀什大同乡 电力保障幸福生活
本报记者 李亚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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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的大网电，让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塔什
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大同乡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更舒适
的日常生活，更高效的产业
发展，更完善的公共服务，当
地群众的生活日新月异，越
来越幸福。

■脱贫地区回访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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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绿意渐次在祁连山深处铺展

开来。位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

连 县 央 隆 乡 阿 尔 格 村 雪 山 家 庭 牧 场

内，刚刚放牧回来的东知布来不及歇

息，及时拨通县畜牧兽医站的电话，详

细询问分群饲养的相关问题。

“由于以前没有培育推广良种的

意识，牛羊品种五花八门，影响了本土

牦牛和白藏羊的品种繁育。”抹抹鼻尖

上的微微细汗，东知布打开了话匣子，

“去年开始，在县畜牧兽医站工作人员

的指导下，我们尝试分群饲养，不仅把

牛羊分开，羊羔、母羊和公羊也要分

群，相比于传统放牧的方法，这么做可

以实现精细化饲养、分类销售，从今年

牧场里牛羊产仔的情况来看，仔畜成

活率高、长得也更壮实。”

作为青海省北部重要的农畜产品

生产基地，祁连县的牛羊肉远近闻名，

但与此同时，品种退化、养殖方式粗

放 、饲 草 供 应 短 缺 等 问 题 也 不 断 凸

显。今年主题教育开展以来，青海省

农业农村厅围绕规模化养殖、基础设

施建设、藏羊高效养殖技术推广等情

况分组分类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以高

标准开展牛羊育种科研、高要求推动

项目落实落地、高质量推进技术指导

服务为抓手，不断推进传统畜牧业焕

发新活力。

“以发展壮大饲草产业为例，我们

通过充分利用撂荒地、低产田和贫瘠

地等土地资源，扩大燕麦草、苜蓿等优

质饲草种植，大力推动‘优质苜蓿种

植’等项目实施落地，积极落实专项补

助资金，扩大饲草机械补贴范围，提高

苜蓿、燕麦草等紧缺饲草自给率。”青

海省农业农村厅畜牧业处处长邓生栋说，“今年，全省饲草种

植规模达到 230.83 万亩，有序构建了‘粮草兼顾、种养结合、农

牧互补、循环发展’的新型农牧业经营模式，提升了饲草料储

备和抗灾保畜能力。”

随着提升科技服务、补强产业链条、完善基础设施、扩大

输出力度等一系列措施，截至今年 5 月底，全省牛羊出栏和仔

畜繁活实现“双增”，一季度肉类产量达到 5.93 万吨，其中牛肉

2.71 万吨、羊肉 1.79 万吨。

2021 年以来，青海省发挥高原生态优势，全力打造“绿色

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坚定不移走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共赢

之路，绿了高原，强了产业，富了牧民。

目前，青海有机监测认证草原面积突破 1 亿亩，占总面积

的 20%以上，以牦牛、藏羊为特色的有机牛羊占比超过 22%。

稳定产量，扩大输出。截至今年初，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

出地建设两年来，青海全省累计输出牛羊肉、油料、青稞、枸

杞、蔬菜等各类绿色有机农畜产品 158 万吨，价值达 232 亿

元。牦牛存栏量占全国 34%，藏羊存栏量占全国 46%；冷水鱼

产量占全国 1/3。

“接下来，我们将聚焦打造现代化的农牧业产业体系、生产体

系、经营体系，加快从追求数量增长向提高质量、分户经营向联合

经营、生产产品向发展产业、培育品种向打造品牌转变，加快推动

全省生态畜牧业转型发展。”青海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杨毅青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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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亏了五莲县行政审批服务局的‘信任审批’，提交材料

当天就拿到了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前两天，山东日照

莲城客运出租汽车有限公司负责人吴经理专程到五莲县行政

审批服务局送上锦旗。

在以往，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受“法定时限”“现场核

查”等因素影响，至少需要 20 天的时间才能办理完成。利用

“信任审批”服务新模式，工作人员上门服务、现场指导，减环

节、减时限、减流程，帮助企业提前拿到相关证照。

从 20 天缩减至 1 天，五莲县行政审批工作的提速，与“走

进五莲、办事不难”“莲捷办”营商环境品牌的打造密不可分。

今年以来，五莲县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全县“一号服务工

程”，专门制定实施相关方案，不断提升营商环境“软实力”，助

推县域经济“硬发展”。

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前沿阵地，五莲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强化党建引领，擦亮“暖+服务”党建品牌，按照“创新服务、廉

洁高效”的要求，实施服务提升行动。开展“走企业、进项目、

送政策、解难题”包联服务工作，分线成立项目建设、市场准

入、帮办代办等 6 支服务队。目前，已走企业、进项目 35 个，梳

理问题 18 件，解决 18 件。

五莲县委书记武光锋表示，五莲县将牢固树立“服务企业

就是服务发展”的理念，全力支持企业发展，在全县营造尊商

重商亲商的良好氛围。

山东省五莲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助企服务 提速升级
本报记者 肖家鑫

本版责编：沈 寅 白之羽 林子夜

版式设计：沈亦伶

四川省广元市素有“川北门户、蜀道咽

喉 ”之 称 ，沟 通 南 北 的 大 蜀 道 穿 越 广 元 全

境。现如今，处于成都、西安、重庆、兰州 4
个城市几何中心的广元，1 小时到成都、2 小

时到西安、3 小时到重庆和兰州，是国家重点

打造的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

独特的交通区位，如何变为经济优势？

2022 年，随着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

市建设名单公布，广元找到了将“路过地”

变 为“ 聚 集 地 ”的 新 路 径 —— 加 快 发 展 现

代物流产业，大力创建国家物流枢纽承载

城市。

今年 1 月 3 日，总投资 55 亿元的广汇物

流四川广元煤炭储备基地项目开工建设。

“项目建成后，将成为煤炭年吞吐量 3000 万

吨、铝锭等大宗生产物资西南地区集散中

心，可有效缓解西南地区煤炭供需矛盾，畅

通国际铁路货运大通道。”广汇物流股份公

司董事长赵强说。

不仅如此，广元还按照“一港三园多中

心”物流枢纽布局，有力推进广元国际铁路

物流园、广元（中欧）国际木材物流园、传化

公路港等项目建设。

除了利用好区位优势，在借力资源优

势 、推 动 产 业 发 展 方 面 ，广 元 近 年 来 动 作

颇多。

广元是“北铝南铝”交汇之地、四川唯一

的铝基材料产业发展基地市。目前，全市已

形成电解铝产能 61.5 万吨、再生铝产能 170
万吨、铝精深加工产能 180 万吨，规上铝产

业企业近 50 家，产值 342 亿元，初步构建起

“绿色水电铝—铝精深加工—铝资源综合利

用”产业链条，构建起以国家级广元经开区

为“中心”，青川庄子工业园、剑阁金剑工业

园为“两翼”的发展格局，形成“产能规模全

省第一、园区集中集聚集约、产业成链延伸

发展”的基本态势。

去年 7 月以来，广元建起 17 个重点产业

专班和 1 个要素保障专班，从企业招引、落

地、建设、竣工、生产等过程全生命周期服务

超过 19 万户的实有经营主体，确保干部都

落在产业链上，确保企业反映的问题有专人

解决，确保重大问题有市领导牵头研究。

目前，广元依托天然气、煤、水泥用灰

岩、玻璃用石英砂岩等优势矿产资源，统筹

产业结构调整，发展绿色低碳产业，正推动

新型工业、特色优质农业和现代服务业齐头

并进，持续做大做强做优。

“硬基础”打得好，“软环境”也不可或

缺。为助力产业转型、服务企业发展，广元

围绕优化营商环境措施频出。

2022 年 11 月 3 日，广元在四川率先挂

牌运行营商环境投诉举报中心，统筹纪检

监察、政务服务等力量，统一受理、统一分

析 、统 一 交 办 、统 一 督 办 企 业 各 类 投 诉 举

报，努力让服务围着企业“转”成为广元新

常态。

“衷心感谢各级党委政府提供良好的

企业发展环境。”今年 1 月 29 日，受邀参加

广元市第三次企业家恳谈会时，广元海螺

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鲁修奎说，有当

地持续向好的营商环境作保障，该公司已

成为四川北部、陕甘南部最大的水泥建材

生产企业，延链带动了相关联的 20 余家企

业发展。

当前，广元正围绕建设川陕甘结合部现

代化中心城市“总体定位”，深入开展产业集

聚提速行动、城市能级提升行动、民生保障

提质行动、干部争先提能行动“四大行动”，

加速推进通道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变、资源优

势向产业优势转变、环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

变“三个转变”。

四川省广元市推进通道、资源、环境“三个转变”

发力特色优势 推动转型发展
本报记者 王明峰

本报北京 6月 11日电 （记者常钦）记者从首届中国乡村

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峰会上获悉：中国乡村发展志愿服务促进

会对外发布《乡村振兴特色优势产业发展（2022）》系列蓝皮

书。丛书包括青藏高原青稞、牦牛，新疆南疆核桃、红枣，油

茶，油核桃，油橄榄，杂交构树，酿酒葡萄产业 9 个分册，约 170
多万字。

蓝皮书显示，目前全国油茶种植面积达 6888 万亩，油茶

籽产量达 394 万吨、茶油达 90 万吨，产值达 1920 亿元。油橄

榄总面积 177.59 万亩，鲜果总产量 90009 吨，初榨橄榄油总产

量达到 11021 吨，综合总产值 43.24 亿元。核桃油企业数量由

2018 年的 4035 家增加至 2023 年初的 4826 家，核桃油产量增

速高于核桃产量增速。国内布局核桃仁及仁类制品的企业数

量达 1992 家，布局核桃蛋白产品的企业约 1000 家，核桃深加

工成为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乡村振兴特色优势产业发展

系列蓝皮书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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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上海 6月 11日电 （记者谢卫群、田

泓、方敏）“2023 上海国际碳中和技术、产品

与成果博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开幕，

这是首个以碳中和为主题的博览会。

上海国际碳博会以“走向碳中和之路”

为主题，聚焦节能低碳技术、产品与成果展

示，搭建全产业链各类主体对接、合作、交流

的公共平台，推动碳中和相关技术推广应用

和新兴产业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低

碳转型。

碳博会由主题展览、系列论坛和贸易对

接 3 部分组成，涵盖能源转型、节能增效、循

环经济、实践探索、低碳服务、低碳交通六大

板块，共有 600 余家企业参展。

科学论坛邀请专家学者和各界嘉宾分享

交流低碳能源、循环经济发展相关的前沿科

学研究、变革性技术等内容，旨在推动该领域

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为加快全球绿色低碳科

技革命和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科

学指引和创新动力。

此外，首届上海国际碳博会还同时举办

“绿色金融论坛”“绿色消费论坛”“长三角碳

中和与绿色发展论坛”“低碳交通论坛”以及

其他会议活动。

展示成果、搭建平台

首届上海国际碳博会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