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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的阳光穿透育苗中心的巨大

玻璃棚顶，倾泻在一排排整齐的种苗

盘上，嫩绿的秧苗正铆足了劲向上生

长。

在这片现代化的农业空间里，一

位黝黑、结实的身影正俯身仔细查验

着辣椒苗的长势。

“出芽的苗很多了，差不多可以撤

膜了。”这位一身朴素装扮、穿着胶鞋

的结实大汉一边用手摸着刚长出嫩芽

的辣椒苗，一边嘱咐旁边的工人：“积

水易烂根。这几天下雨，周围环境湿

润，咱们要保持好土壤的透气性。”

他叫陈玉红，是永昌海量辣椒专

业合作社育苗中心主任。虽然他只有

初中学历，却带领着合作社的农户们

实现了年培育3200万株优质菜苗的突

破。

从田间地头到智能温室，陈玉红

的人生轨迹，好似一部西部农民拥抱

科技的奋斗样本。

2016 年，陈玉红踏上了农业技术

管家之路。9年间，陈玉红一直保持着

记录菜苗工作日志的习惯。

工作日志里记录着陈玉红培育菜

苗的心路历程。而记录工作日志的习

惯，也给陈玉红在标准化、智能化育苗

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2021 年，陈玉红主导建成海量

智能化育苗中心。育苗中心集合应

用蔬菜穴盘育苗、智能嫁接、环境精

准调控等多种核心种植技术，可以

控制育苗周期，降低生产成本。但

是在实际操作中，陈玉红却面临了

不小的挑战。

种植密度应该怎样更合理？不同

品种的菜苗关键成长时间如何掌控？

不同季节下如何精准测算菜苗的生长

时间和品质？春夏季最常遇见的病虫

害如何依靠智能化设备检测和解决？

层出不穷的问题困扰着陈玉红。

“穴盘育苗、嫁接、环境调控，再难

也得拿下。咱们农民工干技术活，靠

的就是手勤眼尖。”陈玉红认为，机会

总是留给有准备、有毅力的人。而自

己记录的数百个品种的育苗关键数据

和应对策略就是新农人能领悟的数字

化农经。

依靠着多年来积累的经验和一本

本泛黄的日志，陈玉红不仅解决了育

苗中心建设初始的问题，还催生了一

场当地的惠农变革。“农户育苗成本锐

减32%，每亩增收1800元！”陈玉红举

着统计数据的册子兴奋地向永昌县六

坝镇的农户们说。

面对农户育苗成本高的难题，陈

玉红毅然创新“订单育苗+全程托管”

模式，推动集中采购、规模化生产。仅

这一举措，便强力链接起“企业+基地+

农户”的共富桥梁，撬动永昌地区2万

余亩蔬菜生产升级。

他的“精打细算”不止于此。穿行

在田间，陈玉红的眼光早已锚定绿色

农业的广阔未来。他带领团队严循

《绿色食品生产准则》进行土壤改良与

种植管理。短短几年，“海量”品牌的

青笋、娃娃菜、西兰花、辣椒全部披上

国家认可的绿色食品“外衣”，合作社

年经营收入稳稳攀升至 4000 万元以

上。

“陈主任从来不将育苗方法藏着

掖着，哪里都是他的课堂，我们都是他

的学生。” 农户王风说。

一辆皮卡，几块黑板，是他独创的

“移动课堂”。春季专讲育苗精要，盛

夏主攻水肥调控，深秋聚焦采收保鲜，

冬寒则倾授温室种植奥秘。他还就地

开办“田间门诊”，一季解决农户各类

技术难题200余个。近3年，27位农民

经他“理论授课+实操指导+跟踪服务”

的三维培养，已成长为扎根乡村的“土

专家”，实实在在地兑现了“讲给农民

听、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的科技

兴农誓言。

“让技术扎根土地，让农民收获希

望。”这是陈玉红坚守的信念，更是他

躬耕农业的坚实注脚。从传统把式到

技术先锋，他用泥土上的智慧升级和

泥土般的朴素情怀，在金昌大地上描

绘着乡村振兴的时代剪影。

“让技术扎根土地，让农民收获希望”
——记甘肃省劳动模范、永昌海量辣椒专业合作社育苗中心主任陈玉红

记者 孟文佳

本报讯（记者文星乃 刘璐）7

月 2 日，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专题

会议在市行政中心召开。会议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

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审议通

过相关事项，研究推动重点任务落

实。

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市委

统战部部长赵小庚主持并讲话，副市

长吴双峰参加。

赵小庚指出，全面抓实人才工作、

培养和引进更多高层次人才既是当务

之急，更是长远所需。要在深化人才

体制机制改革上持续用力，完善评价

机制、畅通流动渠道、加大激励力度，

不断破解人才工作制约瓶颈。要在聚

焦需求招才引智上持续用力，精准对

接人才供需，提升“双招双引”质效，大

力推行柔性引才，在人才工作中抢占

先机、把握主动。要在加强重点人才

队伍建设上持续用力，加强“十五五”

人才发展谋划，实施“镍都菁英”人才

计划，推进产才产教融合，培养更适应

社会发展的高技能人才。要在搭建平

台促进作用发挥上持续用力，强化产

学研用融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深化

“人才+产业+项目”模式，为人才干事

创业搭建舞台。要在营造人才发展良

好环境上持续用力，不断加强政治引

领，着力强化政策落实，全方位提升服

务水平，构建更具竞争力的人才发展

格局。

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专题会议召开

本报讯（记者李峰）7月2日，甘肃

佰利联化学有限公司举行冶炼副产硫

酸资源及氯碱废电石渣综合利用生产

40 万吨合成金红石二期项目开工仪

式。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马国开出席

并致辞。

甘肃佰利联化学有限公司40万吨

金红石一期项目 2023 年 12 月达标达

产，二期项目投资16亿元，引入国际顶

尖智能化设备，打造全流程数字化管理

体系。目前，已组建了专业的项目推进

组和攻坚专班，计划 18 个月完成厂房

与设备主体施工任务，24 个月实现联

动试车目标。

马国开在致辞中说，甘肃佰利联化

学40万吨金红石二期项目开工，是政

企关系的进一步升华，是政企合作的进

一步加深，也是政企互信的进一步体

现。我们将一如既往当好“店小二”，认

真践行“只要企业定了干、一切手续政

府办（除了环保和安全）”的承诺，大力

营造重商兴商、亲商爱商、护商安商、利

商富商的浓厚氛围，全力以赴为企业发

展保驾护航。希望企业能坚持效率与

质量并重，加快项目建设进度，严格项

目质量管理，加强施工安全管控，切实

提升项目建设水平，确保项目早日建成

投产，为金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

献。

甘肃佰利联40万吨金红石二期项目开工

6 月 28 日，市区龙

首湖公园湖面几只水

鸟或游弋嬉戏、或驻留

礁石，湖岸绿植葱郁，

楼亭相映，呈现出自然

生态与人文交融的惬

意景致。

记者 柯玉栋 摄

“小窗口”服务“大民生”，政务服务

窗口是服务企业群众的第一线，也是优

化营商环境的前沿阵地。6月25日上

午，市发改委党组书记、主任张仰才在

市政务服务大厅开展“一把手”进驻政

务大厅现场办公解难题求实效活动，以

“现场办、马上办、承诺办”的务实作风，

直面项目堵点痛点。

“没想到主任现场就帮我们解决了

燃眉之急，下一步其他手续的办理程序

也一下子明晰了！”企业负责人感慨

道。金昌华电2x100万千瓦调峰煤电

项目作为省重点项目，深切感受到了政

府对重大项目建设的支持力度。在办

理取水许可审批时，项目负责人当即反

馈缺少关键的“年污水处理量证明”，张

仰才了解情况后，马上连线了市聚源污

水处理厂，核实该项目污水处理需求与

区域污水处理能力匹配情况，在确认具

备条件后，协调相关单位当场为该企业

出具了证明文件。全程高效的办公，真

正做到了“最多跑一次”。

随后，国网金昌供电公司项目负责

人带着10千伏及以下业务项目核准申

请前来咨询，张仰才详细询问了项目具

体情况和前期工作进展，了解到该项目

点多面广、对提升区域供电可靠性至关

重要时他当场要求相关科室启动“绿色

通道”，并郑重向企业承诺将在月底前

完成全部核准手续。这一明确的时间

表让前来办事的企业人员吃下了“定心

丸”，为项目的前期工作推进按下了“快

进键”。

只有真正站在群众的角度，才能发

现办事过程中的堵点。近年来，市发改

委以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为抓

手，将“产业第一、企业家老大、我们当

好店小二”的服务理念落到了企业和项

目最需要的实处。张仰才表示：“我们

将聚焦发展所需、企业所急、群众所盼，

不断疏通堵点、化解难点，以更优服务、

更高效率，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贡献力量。”

市发改委：“一把手”坐窗口通堵点破难点
记者 刘璐 陈刚

本报讯（记者刘璐 李新宇）6 月

27 日，团市委、市青年联合会组织金

川区双湾镇天生炕小学43 名学生，走

进金川植物园、市科技馆，依托“希望

小屋”项目，为乡村孩子们搭建起探索

科技与自然的桥梁，助力乡村振兴发

展。

来到金川植物园，热带雨林区、沙

生植物区、观赏竹林区里形态各异的

乔木、灌木及藤本植物，让孩子们大开

眼界。孩子们全神贯注地聆听植物在

维持水土、净化空气、调节气候中的核

心作用，深切感受植物的多样性与独

特魅力。

在市科技馆，前沿科技项目令孩

子们惊叹连连。VR 虚拟现实技术带

他们身临其境体验奇幻世界，“航天

探索”模拟体验让他们仿佛化身宇航

员，遨游浩瀚宇宙，人工智能互动环

节更是激发了孩子们强烈的好奇心，

大家踊跃参与，感受着科技的无限魅

力。

团市委开展“希望小屋”公益研学活动

本报讯（记者刘璐 李新宇）为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4周年，6月28日

晚，“永远跟党走 筑梦新征程”文艺演

出及“镍都之光”系列展演之《聚金汇

川》，在金川国家矿山公园“龙首魂”主

碑广场火热展演，市民们在喜庆的氛围

中，为党庆生、为党祝福。

当晚，夜色下的金川国家矿山公

园，在美丽的光影下“换装”。市民们纷

纷在“龙首魂”主碑前观看表演，歌伴舞

《和谐中国》传递着各民族团结友爱、社

会安定祥和的美好愿景，男声独唱《好

日子歌里过》唱出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人民生活水平节节攀升的喜悦与自

豪，舞蹈《颂歌献给党》歌颂党为人民谋

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伟大功绩，每一

个音符、每一段舞蹈，都表达了老百姓

“矢志不渝跟党走”的深情。

文艺演出结束后，“镍都之光”系

列展演之《聚金汇川》震撼上演。当

荡气回肠的朗诵声划破夜空，万缕光

影瞬间映照整个山体，同时，“龙首

魂”主碑随音乐缓缓舞动，其周围升

腾起的冷雾激光配合原本硬朗的工

业遗迹巧妙编织出绚丽的画卷，让观

众仿佛置身于未来科幻世界，从空中

俯瞰，愈加壮观。

据了解，这场融合光影技术、机械

装置、冷雾激光的视觉奇观，不仅用科

技手段重构了镍都工业记忆，更通过天

地礼赞、矿山脉动、生命绽放、砥砺前

行、创新征程、我与祖国六个章节，让观

众在声光电的交织中，读懂金昌从“艰

苦奋斗”到“创新发展”的精神密码。

“镍都之光”系列展演之《聚金汇川》上演

本报讯（记者李峰）为有效保证市

列重大重点项目的落地实施，6 月 25

日，金川区宁远堡镇党委与中铁一局、

中铁十局兰张三四线铁路武张段ZQ2

标项目经理部党支部举行“先锋领航

路通兴民”党建联建合作签约活动。

“先锋领航 路通兴民”党建联建

协议以“组织共建、资源共享、党员共

管、活动共办”为核心，聚焦兰张三四

线铁路建设与地方发展需求，明确通

过党建联建实现“促乡村振兴、促企业

发展、促生态和谐”三大目标，标志着

政企合作从项目协同迈向党建融合的

战略升级。

此次签约是党建引领政企协同的

生动实践。宁远堡镇将以联建为契机，

推动企业深度融入地方治理，让铁路建

设成果更好赋能乡村振兴。中铁一局、

十局兰张铁路ZQ2、ZQ3标将发挥行业

优势，在基础设施援建、劳动力就业、产

业帮扶等领域主动担当，实现“建一条

铁路、兴一方经济、惠一方百姓”。

金川区宁远堡镇举行党建联建签约活动
本报讯 今年以来，永昌县六坝镇

以“清脏、治乱、添美”为重点，发动群

众、整合资源、攻坚难点，全域推进人居

环境整治，让乡村“颜值”与“气质”双提

升。

全民参与：从“干部干、群众看”到

“一起干、共治理”。六坝镇通过“1456”

定期会活动宣传、村民议事会、入户宣

讲等方式，动员群众主动参与。各村成

立“党员先锋队”“巾帼志愿队”，带头清

理自家院落、街巷杂物，带动村民自发

加入整治队伍。截至目前，全镇累计发

动群众 1260 余人次，形成“人人参与、

共建共享”的整治热潮。

靶向攻坚：从“单点整治”到“全域

提升”。针对乱堆乱放、污水横流、残垣

断壁等难点问题，六坝镇实行“一村一

策”清单化治理。各包村领导包片督

导，由环卫部门牵头开展“三清一改”专

项行动。同时，因地制宜推进“五小园”

建设（小菜园、小花园、小果园、小公园、

小苗圃园），利用闲置土地打造微景观，

让村庄既有“面子”更有“里子”。

长效管护：从“短期见效”到“常态

保持”。六坝镇建立“镇考核、村评比、

户打分”机制，每月开展“最美庭院”

“卫生示范户”评选，将整治成效纳入

村“两委”绩效考核。部分村庄还推行

“积分兑换”制度，村民可通过参与保

洁积攒积分，兑换生活用品。如今，村

民主动维护环境的意识不断增强，“随

手扔”变“随手捡”，“乱堆放”变“巧利

用”，长效管护机制让乡村美成为常

态。（爱永昌）

永昌县六坝镇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扮靓乡村
本报讯 近日，金川区城市管

理局开展金昌经开区孵化办公楼周

边厂区环境卫生集中整治行动，以

“啃硬骨头”的韧劲，破解厂区环境

治理难题。

本次整治行动聚焦莱利经贸有

限公司、金荣冷链物流等12家厂区

长期存在的环境卫生顽疾，以问题

为导向精准施策。行动初期，金川

区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主动上门，

逐一对 12 家厂区发放责令整改通

知书，明确垃圾清运、杂物规范、车

辆停放等整治标准与整改时限，要

求企业开展全面自查自纠。

集中整治阶段，金川区城市管

理局成立了专项整治小组，分批次、

分时段深入厂区内部。面对部分企

业垃圾堆积如山、杂物乱堆乱放、报

废车辆长期占道等“硬骨头”问题，

整治小组迎难而上。部分企业因生

产作业繁忙，整改配合度低，工作人

员便多次上门督促，与企业负责人

反复沟通协调，甚至放弃休息时间，

利用企业生产间隙协助开展清理工

作。截至目前，累计出动 40 余人

次，清运生活垃圾 15 车次，清运建

筑垃圾 10 车次，清理卫生死角 40

余处，规范吊装房顶事故报废车辆

12辆，彻底改变了厂区“脏乱差”的

面貌。（金川区城市管理局）

金川区城管局破解厂区环境治理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