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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徐本钰 窦翔）日前，
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近年来，我市坚持以高质量
发展为主线，统筹谋划，综合施策，构建起夜间经
济发展的新业态。

据了解，我市依托关城里、大唐美食街等知名
“打卡点”，持续巩固夜间消费聚集区地位；延长“新
华路”“名嘉汇”等重点商圈营业时间，发放“嘉享券”
并深化促销活动，有效拉动了消费增长；举办“夜赞
嘉峪关”“星空露营旅游节”等创新活动，增加了夜间
经济的新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深化“文化+科技”
融合，突破性推出《天下雄关》史诗剧、无人机天幕秀

等夜间演出项目，不断增强游客的参与度和体验感；
今年实施的夜游关城灯光剧《天下嘉峪关》项目，集
激光投影、数字科技等多种形式，生动讲述塞外边
关、河西风云、长城主宰、中国脊梁四个篇章的长城
故事，开创了以旅游带动长城文化价值传播和弘扬
的新局面，有效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
收”。同时，我市持续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
服务配套，建立跨部门联动机制，不断加强食品安
全、卫生质检、消防安全等方面监管力度，有效提升
了夜间经济城市管理保障水平，护航夜间经济持续
健康向好发展。

融媒体中心记者 朱玲

挖土豆、摘瓜果、做锅盔……丰收的大地无疑是
忙碌的，喜悦与希望同时在这片沃土上升腾，映照着
广大农民最朴素的心愿——钱包鼓、日子好。

农旅融合是农村产业融合的重要路径，也是实现乡
村振兴的重要突破口。近年来，我市坚持以工业化的思
维发展农业，按照“农旅融合、以农促旅、以旅强农”的思
路，以项目建设、节会经济、产业发展为抓手，大力发展
乡村旅游经济，通过厘清村集体资产，盘活村集体闲置
资源，将“研学教育”与“劳动教育”结合起来，为推动农
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开辟了新赛道、带来了新气象。

农旅相约感受乡情

“在小小的土地里挖呀挖呀挖，挖大大的土豆真
呀真多呀。在小小的菜筐里挑呀挑呀挑，把大大的土
豆挑出来……”土豆丰收的时节，为了让孩子们进一
步亲近大自然，体验劳动的辛苦和收获的喜悦，日前，
在文殊镇塔湾村农耕文化劳动教育研学基地里，孩子
们开展了“挖土豆”体验丰收喜悦的劳动实践活动。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乡村文旅深度融合
工程，推进乡村旅游集聚区（村）建设，培育生态旅游、
森林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推进乡村民宿规范发
展、提升品质。

塔湾村党支部书记张基伟告诉记者，从 2022 年
开始，塔湾村与校外培训机构展开合作，探索农业与
劳动教育、研学教育相结合，举办了面向中小学生“疯
狂的土豆”劳动教育课程，让游客参与农事体验，感受
乡村魅力。塔湾村农耕文化劳动教育研学基地建成
后，塔湾村尝试乡村资源多功能、多业态发展，举办了
嘉峪关市第一届露营大会，推动了嘉峪关市新产业、

新业态蓬勃发展。
通过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展示和美乡村新

风貌、农耕文化新风尚、休闲农业新发展，构建“点线
面”结合的乡村休闲旅游发展格局，持续释放乡村消费
潜能。今年以来，塔湾村劳动教育研学基地结合二十
四节气，开设农耕文化精品课程，这些课程突出农事节
令，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以田园赏景、农
事体验、乡土美食、民俗风情、亲子研学、非遗体验、节
庆活动为内容，拓展农业文化传承、涵养生态、农业科
普等功能，带领游客“云游”乡村美景，发现乡村好物，
体验诗和远方，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文化赋能业态多元

“黄黄亮亮，味香而脆。烧壳子，这份代代相传的
手艺，承载着童年的欢笑与记忆。如今，虽然制作方
式更加现代化，但那份对家的思念与对传统的尊重，
始终如一。”中秋佳节，塔湾村嘉农殊味农产品加工合
作社制作的烧壳子在中央卫视13台亮相。

近年来，我市支持和鼓励有条件的乡村挖掘展示
特色农艺，发展农耕体验游、民俗体验游、乡土文化
游、民族文化游等特色旅游业态，全方位展现乡村农
耕、农事、农活技艺，演绎本地民间传说、民歌民谣、谚
语、舞蹈戏曲等文化艺术。我市农村以农业为基础、
以文化为根脉、以乡村研学为依托，深度挖掘本土历
史文化，开发出农业多种功能，打造了嘉峪关市第一
家乡村记忆馆，领办了第一家农产品加工合作社，推
出一批像塔湾烧壳子、塔湾杏子罐头一样的特色美
食。积极举办手工艺品培训班，开发出一批银雕、葫
芦画、石头画等文创产品、伴手礼，不断丰富休闲农业
的消费场景。我市还建设塔湾村农耕文化劳动教育
研学基地，将研学教育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多种形式
展示乡土民俗、农事节庆，“研学活动”“露营大会”等
活动让游客感受到了烟火气息，感受农村之变。

多元发展强村富民

“我们乡村民宿被越来越多年轻游客认可，经营
状况持续向好，我们有信心带动村民共同增收致富。”
新城镇鹏龙度假村负责人孙建生信心满满。

在度假村里，游客住宿之余，还可品尝到乡村优
质新鲜的美食，亲手采摘果实、喂养家禽，体验自给自
足、简单纯粹的农耕文化，农旅产业造“富”一方百姓，
成为农民增收的“钱袋子”。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农旅融合作为
一种创新发展模式，正逐渐成为推动乡村经济多元
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通过将农业与旅游业有
机融合，不仅能够提升农业附加值，增加农民收入，还
能充分发挥文化赋能作用，挖掘提升乡村人文价值，
促进乡村生态、文化和产业的全面发展。

近年来，我市围绕乡村资源，深挖多功能拓展、
多业态聚集、多功能应用，扎实推进农旅融合发展，
开发多类农事体验等综合体验项目，把乡村的资源
优势、生态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产业优势，形成了

“农业+”文化、旅游、教育融合发展的新兴产业，在
带动农民增收和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方面发挥了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

如何把乡村田野打造成诗意栖居、宜游宜业的家
园，是我市一直以来的思考方向。我市以农民为主
体、以旅游为纽带，学习运用好“千万工程”经验，构建
集一、二、三产业与农旅相结合的“美丽乡村”发展系
统，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发展。

张基伟给记者举例，塔湾村农耕文化劳动教育研
学基地按照“保底收益＋分红收益”的运营模式，每年
能给村级集体经济增收30万元，这部分收入将用于
村民的分红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在项目建设和营
运期间，村民参与土建、搬运等工作，每天收入 180
元，参与农作物种植和草地养护每天收入150元。目
前基地能提供固定就业岗位5个、临时就业岗位10余
个，带动上百名村民就近销售农特产品。截至 2024
年上半年，塔湾村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35万元，仅8
月一个月，接待游客5000人次；农副产品就地销售收
入30万元，带动周边上百户农民受益。

一幅幅生态美、文化兴、产业旺的乡村文旅新画
卷正在徐徐展开，农旅跨界融合作为一种新型的旅游
业态，不仅碰撞出田园生活的好风景、农民生活的好
光景，更是碰撞出了乡村振兴的好前景。未来，随着
人们对休闲旅游需求的不断增加和对“诗和远方”的
热爱与追求，农旅融合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为乡村
经济的发展注入更多新的活力。

沃野“丰”景好 乡村美如画
——我市扎实推进农旅融合发展纪实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亮）今年以来，我市不断

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联动，持续丰富基层智慧治理新场
景，全力加强数字化治理平台建设，不断增强数字赋能基
层治理能力和水平。

注重统筹协调，常态化推进任务落实。建立成员单
位联席会议制度，会同政法、街道、郊区等部门，共同商讨
协调解决工作中的堵点难点问题，梳理形成具体措施任
务清单，推动工作落地落实。编制印发《数字政府建设方
案》《2024年数字嘉峪关建设工作要点》等文件，为不断提
升基层治理能力数字化厘清工作重点。

建强信息平台，数字化赋能基层治理。全面推广市
域社会治理智能平台应用，对接联通陇情e通（嘉峪关）、
雪亮工程和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等网络信息平台，汇
聚数据、录入事项，发现和推动各类事项解决。申请国家
卫健委、教育部、民政部的出生医学证明、学历信息、婚姻
信息等数据信息，并应用于我市数据查询核验等政务服
务事项。推进“甘快办”移动端建设，开发上线了助企纾
困、营商环境等特色专区，以及门诊预约挂号、生活缴费
等事项。将公积金、房产交易等自建系统与政务服务网
全面联通，为三镇和社区配备政务服务一体机，企业群众
可自主申报办件并进行打印。

强化数据应用，便利化服务为民。加速推进证照“免
提交”，归集电子证照，实现企业群众常用的营业执照、不
动产权证书等证照在业务办理中不再提交纸质证照。动
态调整下沉基层政务服务事项，确定高频事项并以清单
化的形式下沉三镇、社区办理。以“一网通办”拓展数字
政府应用成效，全力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推动
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与110报警服务台高效对接，获
评全国“为民惠企服务腾飞典范”荣誉。

加强数字化治理平台建设。学习借鉴先进工作经验，谋划建设智慧城市运
营指挥调度平台，打造集信息采集、汇总共享、预警监测、数据分析、指挥调度、
监督考核等功能于一体的基层治理大数据云平台，让数据“一头录入、多方共
享”，实现“一屏感知、一网统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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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窦翔 徐本钰）银发
经济是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的重要着力点。日
前，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为了给老年群体提供更
加优质的产品服务，近年来，我市多措并举不断扩
大老龄消费“新市场”。

老年助餐服务。制定印发了《嘉峪关市积极
发展老年助餐服务实施方案》，按照“政府可承担、
老人能支付、企业有微利”的可持续发展思路，全
市共设置17个老年助餐服务网点，每天就餐1900
余人次。加盟甘肃弘源中央厨房，可大批量提供
馒头、面条、米饭、中西面点等主食的同时，还可提
供1000余种副食菜品，提高了助餐品质。

居家养老服务。通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
方式，以高龄、失能、独居、留守老年人为重点，
每月提供 50-800 元的服务补贴，提供生活照料、
助餐供餐、健康管理、寻访探访、物业维修等 12

类 53 项居家养老服务，每年服务 25 万余人次。
创新开展“孝善基金+居家养老服务”模式，以

“子女交多少，政府补多少”的原则，按照 50 元、
75 元和 100 元的交纳标准，政府予以补助提供居
家养老服务。

养老照护服务。我市现有养老机构11家，共
设养老床位 886 张，其中护理型养老床位 604 张，
占比 68%，目前入住老年人 428 人，入住率 48%。
市社会福利院以公建民营方式为全市60名集中供
养特困老人提供保障养老服务。

农村养老服务。三镇农村共设立 23 个居家
养老服务点，每年服务老年人7万余人次，核发服
务补贴91万余元。建成了17个农村互助老年幸
福院、4 家孝老饭庄和 1 家乡镇综合养老服务中
心，为农村老年人提供了功能完善、设施齐全的
养老服务。

夜间经济发展呈现新业态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闫立成 李冰）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我市不断优化惠企助企服务流程，提升服务效
能，不断提升企业归属感和满意度，保障企业安心生产、稳健发展。

据了解，今年以来，我市以简政放权为重点，高标准打造公
平有序的市场环境，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和发展内生动力。加
快电子证照数据汇聚推进“免证办”，95 类证照实现“免提交”。
推行信用报告代替无违法违规证明，累计办件700余件。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推动交易全流程电子化、规范化，“不见面”开标率

达100%，各方交易主体实现“不来即享”。持续加大支持中小企业
发展力度，授予中小企业政府采购合同金额占政府采购总额
92.22%。全面推广电子税务局及“非接触式”办税缴费服务，233项
办税事项实现

“非接触式”网
上办理，纳税缴
费时间压缩至
60小时内。

我市不断扩大老龄消费“新市场”

11月16日，新城镇新城村农民驾驶农机车辆回收废弃农田地膜。
近年来，新城镇采取“以旧换新+补贴+回收”的模式，对农田黑色地

膜开展废旧回收再利用或进行无害化处理，有效促进农业生产持续健康
发展。 葫芦河 摄

黑地膜回收净化环境

持续为企服务 护航企业发展
不断提升归属感和满意度

新华社巴西利亚11月19日电（记者宿亮 陈昊佺）当地
时间11月19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巴西利亚，
开始对巴西进行国事访问。

专机抵达巴西利亚空军基地时，巴西总统府首席部长科
斯塔、巴西利亚空军基地司令米格尔、司法部长莱万多夫斯
基、总统府机构关系部长帕迪利亚等高级官员在机场热情迎
接，代表卢拉总统和巴西政府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几十名巴塔拉艺术家演奏热情奔放的巴西特色鼓乐。
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中资机

构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旁挥舞中巴两国国旗，高举“欢迎习近平主
席访问巴西”“中巴友谊万岁！”等红色横幅，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习近平是在结束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九次峰会活动
后离开里约热内卢抵达巴西利亚的。

习近平抵达巴西利亚开始对巴西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向2024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开幕视频致贺
（文详见第三版）

新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