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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

会上指出，要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党

员干部要自觉践行初心使命，切实把党史学

习教育成果转化成为民办实事、解难事的实

际行动，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玉门市政协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中，以

基层协商民主平台建设为抓手，扎实开展

“政协协商向基层延伸+我为群众办实事”活

动，切实推动协商民主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为

民服务、为民解难题的工作成效。

协商民主助力基层治理

乡镇、街道是推进政协协商向基层延伸

工作的主攻点，市政协稳步推动乡镇、街道

协商议事常态开展，调动基层群众参与协商

议事的积极性，将政协协商转化为助推基层

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的强大动力。如：赤金镇

开展“推动韭菜产业提质增效”协商议事活

动，提出了拓展韭菜销售市场、实现农药残

留就地检测、推进韭菜标准化生产等 13 条

针对性意见建议，形成了推动韭菜产业提质

增效的共识；花海镇通过协商帮助 15 户村

民要回了被拖欠的土地租金，化解了村民和

合作社的突出矛盾；新市区街道将基层协商

与小区治理相结合，解决了饮马嘉园 11 年

来无物业管理，居民反映强烈的问题，并被

《民主协商报》进行报道，进一步扩大了全市

政协协商向基层延伸工作的影响力。

协商民主化解基层矛盾

在实现乡镇、街道协商议事会全覆盖

后，市政协逐步将工作重心放在村组社区，

推动基层协商工作向乡村、社区延展，在街

头巷尾、田间地头听民声解民忧。目前，全

市有条件的村和社区已成立协商议事会 38
个，覆盖率达 54%，解决了一大批群众急难

愁盼的问题。如：玉门镇沙梁子社区围绕社区学生上下学交通安全

问题开展协商，解决了群众的难心事；花海镇黄水桥村开展协商议事

活动，达成了“拆除卡死地闸口”的共识，解决了村民春耕的燃眉之

急；柳湖镇岷州村通过协商解决了土地流转问题，土地流转示范点建

成后，每年可为村集体经济增加 2-4万元收入。

民主协商推动经济发展

玉门市政协围绕“工业强市”发展理念，全面推动“一区三园”协

商议事室建设。目前，三个园区全部建立协商议事室，达到了 100%的

覆盖率。通过企业座谈会、经济界别委员活动等方式，把“有影响力”

的群体联起来，把各方资源聚起来，解决了一大批企业关心关注的问

题。如：建化园区把基层协商与服务企业结合起来，为企业在环保、

安全等方面提供了牢固保障；老市区协商议事会围绕“地下水管线老

化”开展协商，进一步优化了园区基础设施，为企业打造了更好的营

商环境；开发区协商议事会通过协商帮助企业开展招聘会，解决了企

业用工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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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天水讯（通讯员高 磊）近日，天水

市政协党组书记王燕带头，市政协班子成

员和机关干部职工一同深入包抓街区，开

展创城志愿服务活动，为全市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贡献政协力量。

活动中，机关干部职工在街巷认真清

理绿化带内的垃圾、清扫人行道上的落

叶、烟头，整治不文明行为，以实际行动倡

导城市文明行为，传播文明理念，传递文

明新风。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是天水市委、市政

府今年做出的一项重要决策部署。市政协

坚持“市委有号召、政协有行动，市委有部

署、政协有落实”的工作理念，向全市政协

委员发出倡议、动员组织机关全体干部职

工积极参与创城志愿服务活动，并制定了

机关干部职工常态化志愿服务机制，每天

分组上街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同时，为创

城工作广泛收集社情民意，及时向有关部

门反应，充分彰显了市政协助推全市创城

工作的信心和决心。

市政协要求机关全体同志要切实增强

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实际行动为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贡献力量。要常态化抓好问题整

改，切实把“包街”责任落细落实。要充分

发挥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围绕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积极出主意、当参谋、献

良策，当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参与者、宣

传者、推动者，不断汇聚助推创建合力，努

力营造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浓厚氛围。

天水市政协开展创城志愿服务活动

以实际行动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贡献政协力量

本报兰州讯（通讯员解娅莉）10 月 20 日

上午，兰州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人大工作会议精神。

市政协党组书记王宏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

协主席李宏亚出席会议。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民政协的

性质、地位、作用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民政协制度，团结一

切可能团结的人，把工作的出发点、落脚点

放在一切为人民上，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

督。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和改进新

时代人大工作、政协工作提出的明确要求，

全面落实人大及其常委会和政协各项工作

职责，进一步明确政协工作性质、工作定

位、努力方向，把各方面智慧和力量凝聚起

来，形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强大合

力，实现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全面落

实党对人大、政协工作的领导，把坚持党的

领导贯穿到政协工作全过程，特别是要坚

持重要会议、重要工作、重大事项，及时向

市委请示报告。要全面落实全过程人民民

主，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

通过专题议政性常委会议、月协商座谈会、

对口协商会、提案双向办理、基层协商等方

式，不断拓宽协商议政途径。要深入推进

党史学习教育，大力推动政协协商向基层

延伸，加强政协自身建设，筹备好市政协十

五届一次会议，确保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兰州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召开

把坚持党的领导贯穿到政协工作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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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马铃薯秋收工作虽已进入尾声，但

在民乐县三堡镇库陀村千亩马铃薯种植基

地里，农机仍在田间忙碌作业，村民们把挖出

的新鲜马铃薯除泥、装车，田间地头一派丰收

繁忙的景象。

今年，民乐县马铃薯种植面积达到 24万

亩，预计总产量达 70 万吨，实现收益 1.92 亿

元。全县马铃薯产业从小规模起步，到稳步

做大做强，再到如今成为富民强县的“黄金

产业”，与县政协履职助推密不可分。

民乐县地处祁连山北麓，大部分地方属

冷凉山区，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雨热期

与马铃薯生长同季，自然条件非常适宜马铃

薯种植。自县委、县政府“打造马铃薯支柱

产业”部署实施以来，县政协每年筛选确定

2-3 个调研视察课题和提案督办议题，紧扣

推进脱毒良种繁育、发展龙头企业、促进产

品开发转化等关键环节建言支招，助推全县

马铃薯产业取得长足发展。

“应将马铃薯脱毒种薯高质量全覆盖作为

稳定粮食生产、做大做强优势产业、促进农民

增收的主要措施之一加以推进，力争最大限度

发挥脱毒种薯的增产增效潜力，促进马铃薯产

业发展。”产业发展之初，县政协组织委员考察

学习外地经验，深入本地调研后提出，脱毒种

薯抗病性强、产量高，只有大面积使用脱毒种

薯，才能提高全县马铃薯产量和品质。

建议站位高、靶向准，县委、县政府高度

重视，决定启动实施马铃薯种薯繁育工程，

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扶持、技术指导，促使种

薯生产水平、供给能力稳步提高。目前，全

县形成了以甘肃鼎丰、张掖绿禾为龙头，其

他企业为补充的脱毒种薯快繁体系，能够满

足 80万亩马铃薯大田种植的用种需求，为马

铃薯产业健康快速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

国家提出马铃薯主食化战略后，县政协

紧跟调研，指出，全县马铃薯加工单纯依靠

爱味客 1.5 万吨全粉生产线，存在开发产品

单一、链条较短、产值不高等问题，应加强政

策支持，形成“投资多元化、形式多样化、大

中小型企业互为补充、高中低档产品同时开

发”的加工格局。

该建议直指产业发展“软肋”，被写入当

年《政府工作报告》，转化为各级各部门共

识。近几年，全县利用国家马铃薯主食化加

工项目，引进天润园公司建成年产 2000吨马

铃薯饼干全自动生产线，扶持丰源薯业建成

年产 5000 吨马铃薯面条生产线、年产 500 吨

马铃薯馒头生产线、年产 500 吨马铃薯薯丸

加工生产线，支持新建乡村两级马铃薯淀粉

小型加工企业 12家，初步形成了“吃干榨尽”

式的产业循环链条。

产业要发展，必须建立品牌，打出市场影

响力，积极占有市场份额。县政协九届四次

会议专题协商大会上，部分委员就加大品牌

培育力度、提升马铃薯农产品市场份额、提高

市场营销能力、加快马铃薯流通服务体系建

设等提出建议。当年制定出台的县委 1号文

件，对协商建议予以充分体现，提出“要促进全

县马铃薯产业品牌提升，扩大市场影响力。”

经过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民乐县目前

在国家工商总局申请注册了“民乐宝”县域

公共商标，爱味客品牌快速进入国际市场，

全粉产品已进入以色列、马来西亚、智利等

国家和地区，丰源薯业有限责任公司的马铃

薯淀粉获得甘味“丰鼎源”品牌。全县还强

化政策扶持，培养马铃薯购销贩运大户 194
户，引导成立马铃薯种植运销专业合作社 29
个，建成 10个商品马铃薯收购网点。

“今年，我们围绕加快马铃薯设施建设，

就推广马铃薯水肥一体化节水技术、加快推

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冷链贮藏能力等方

面，开展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活动。”县政

协秘书长王祥说，下一步，要紧盯打造马铃

薯全产业链献计出力，推动全县马铃薯产业

逐步从传统、粗放、低效性向现代集约、精

细、高效型转变，切实助推将“土蛋蛋”变为

群众增收致富的“金蛋蛋”。

——民乐县政协履职助推马铃薯产业高质量发展小计

将“土蛋蛋”变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蛋蛋”

□通讯员 章新俊

本报西峰讯（通讯员王嘉勖）近日，西峰区

政协组织部分委员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就西峰

区高铁时代经济发展情况进行了调研。

调研组先后深入西峰区北部门户区基础

设施提质改造工程施工现场、中国邮政集团有

限公司庆阳市分公司、西峰汽车南站等调研

点，详细了解了全区高铁经济发展情况。

调研座谈会上，调研组围绕西峰区步入高

铁时代带来的发展机遇与相关部门和单位进

行了交流，就相关工作提出了意见和建议。调

研组提出，银西高铁的开通，为西峰区经济发

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相关部门应抢抓机遇，积

极应对虹吸效应，规避高铁经济发展掣肘，攻

克高铁经济发展难点，真正实现区域经济的转

型升级。应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学习

相邻地区高铁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深入研究

银西高铁对西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和促

进作用，为区委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

西峰区政协调研高铁时代经济发展情况

抢抓机遇 实现区域经济的转型升级

从 10 月 21 日开始，敦煌市政协机关干部分

成 4个工作组，深入肃州镇河州堡村开展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帮扶工作。根

据敦煌市委乡村振兴工作部署，市政协机关干部

将在走访农户、摸清底数的基础上，以组为单位

制定帮扶措施，有步骤地落实好乡村振兴“二十

字方针”。通讯员 张文德 郭继军 摄影报道

敦煌市政协机关干部敦煌市政协机关干部

深入定点帮扶村开展帮扶工作深入定点帮扶村开展帮扶工作

（接一版）同时，在博物馆的一张图片上，我们还看到了法国返还甘

肃的礼县大堡子山出土金饰片，其中高 14.5厘米，宽 9厘米，正面被

打磨得非常细致的鸷鸟形金饰片，美得令人震撼。据秦文化博物

馆馆员赵建牛介绍，这些虎、鸟图案及其纹饰，显然是受到了北方

草原文化影响。

因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秦人入居陇右后，在与戎狄交错的人

文环境中，两者相互影响、交流和熏染。从一些出土文物的形制、

植物纹饰的传承演变可以看出，秦人的风俗与戎狄接近，这既是秦

人入乡随俗的结果，也是其与土著民族西戎和睦共处的生存之

道。甘肃秦文化研究专家雍际春在《关于秦早期文化形成的思考》

一文中写道：“秦文化中的养马骑射、器具形态、纹饰图案、兵器车

马、生活习俗等，不可避免地吸收了不少西戎文化因素为其所用，

并构成秦文化极具个性风格成分的主要支撑。”

在大量引进、广泛吸收和移植了西戎等部族的畜牧文化后，开

放的秦不断发展壮大，秦人血脉中奋发图强的进取精神逐渐被唤

醒。

公元前 771 年，在中原农耕文明与西北游牧文明的碰撞中，秦

人不断崛起并最终在礼县为日后成就霸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史记·秦本纪》云：周避犬戎难，东迁雒邑，（秦）襄公以兵送平

王。平王封襄公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

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襄公于是始国，与诸

侯通使聘享之礼。

历史给了秦国一个决定未来命运的机会，而秦襄公果敢地抓

住了这个机会。此后秦人便开始了艰难的伐戎历程。秦襄公之子

文公继位后，因在礼县休养生息、积蓄力量，而最终击败了西戎。

正是因为有“西垂”这个稳固后方的支持，为文公伐戎在经济、兵

员、兵工提供了有力保障，文公东进扩疆的理想才得以实现。

也是在与西戎的不断交战中，秦人逐渐形成了勇敢坚韧、自强

不息的文化特质。吕思勉先生在《中国通史》中说：“秦国所以能灭

掉六国，原因之一便是秦国和戎狄竞争激烈，以磨砺而强。”礼县大

堡子山出土的雕刻有武士涉猎场景的骨片和虎食羊的鎏金青铜

器，也从侧面印证了秦人勇敢尚武的特征。

站在礼县大堡子山俯瞰县城，身旁西垂秦公陵园大量陪葬的

马车、兵器和战马时刻提醒着我们秦人曾经的军事实力和骁勇善

战的秦地民风。“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

《诗经·秦风·无衣》中秦军战士出征前的豪言壮语划破时空，回荡

在陇右大地的山川梁峁中，激励着今天的陇原人民不畏困难、团结

一致，在振兴陇原的战场上勇往直前。

秦人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在礼县采访的 3天里，我们走过礼县大堡子山遗址、四角坪遗

址、圆顶山遗址，参观了甘肃秦文化博物馆，先后采访专家学者及

一线文保工作者近 10人。他们同这些遗址、文物一道，共同向我们

描绘了秦人开放包容、自强不息、务实进取的精神，以及秦人英勇

无畏一路东征，最终统一华夏的波澜壮阔的时代图景。

今天，甘肃人以“人一之我十之”的甘肃精神，继续传承着秦人

踏实苦干的作风。秦人的文化、秦人的精神在今天甘肃人的血脉

中还在继承弘扬，当今黄土高原的建设者们敞开胸襟、打开发展的

大门，坚持开放包容、博采众长，在新时代蓄力追赶，力争在共和国

版图上吼出甘肃的大秦之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