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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新定西·定西日报记者
姚玲）今年以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聚焦解决青年人、新市民住房问题，
不断调整优化政策，逐步提高租房提
取额度、提取频次，构建起覆盖公租
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市场化租赁住房
等多层次的住房公积金租房支付体
系。1至5月，全市租房提取公积金1071
笔，1576万元，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60%和78%。
  大学毕业后，姜女士开始了在安定
区某小区的租住生活，“租金一个月是
1000元，自从公积金政策调整为能够按
月提取租房后，每个月的房租用我的公
积金就够了，对于我们刚参加工作的年
轻人来说，真是太贴心了！”她开心
地说。
  同样受益的还有个体工商户王先
生。2023年，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制
定出台《定西市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
金缴存使用办法（试行）》，支持灵活就业
人员申请公积金贷款改善居住条件，王

先生作为第一批提交申请的缴存人，在
今年5月，成功用公积金贷款购买到自
己心仪的住房。
  截至5月底，已有73名灵活就业人
员建缴住房公积金，归集余额64.61万
元，发放贷款4笔，131万元。
  同时，在4月底开办公积金支付购
买新建商品房首付款业务，自开办以来，
全市共办理该业务11笔，成功提取金额
113万元。据市直管理部相关负责人介
绍，市直管理部已经为4名缴存人办理
了首付款提取业务，提取金额41.46万
元，随着政策知晓度的不断提高，这一举
措将为更多的青年人和新市民带来
实惠。
  为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作用，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进一步与住房
市场、住房保障等相关政策形成合力，不
断放大制度“乘数效应”，同时大力推进
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工
作，实现住房公积金“应缴尽缴、愿缴能
缴”，让制度惠及面更广泛。

  对庄稼人来说，麦黄六月是最忙的时
候。但自从种了金银花，农历五月，对于
通渭县榜罗镇文树村村民卢建华夫妇来
说，这种忙堪比麦黄六月。现在正是金银
花采摘期，尽管他家只种了一亩多金银
花，但是要将这些花全都摘完，可不是件

容易的事儿。因为金银花一年至少要摘
三茬花，一茬接着一茬，中途稍有耽搁，就
赶不上趟了。
  种得少，雇人不划算，60岁的卢建华
只好将在陇西带孙子的老伴也叫来帮他
摘花。老两口每天早上摸黑到地里赶着

摘，晚上天完全黑下来才回家。回到家以
后，老伴赶着做饭，而他得骑着电动车去
金银花加工厂交花。
  “基本能摘三茬花，最好的花是二茬
花，我们现在赶着摘头花，然后二茬花紧
跟着就能摘了。已经摘了三四天，卖了
1000元左右。金银花这个东西变现很
快，只要摘到盆子里就能变成钱。”卢建
华打趣地说，尽管摘花的这段时间很辛
苦，但是能很快变成钱，这种辛苦也就
值了。
  金银花开之前是金，开之后就变成银
而掉价。正因如此，每到摘花的时候，就
特别赶。榜罗镇文树村村民卢建刚家共
种有9亩金银花。每年摘的时候，他都会
雇几个人。
  “今年雇6个人，我们自家2个人，还有
2个亲戚，一共10个人，计划花25天时间摘
完。”由于田间管理到位，卢建刚家的金银
花是乡亲们眼中长得最好的，去年就收入
了两万多元。时下走进他家金银花地里，
一米多高的金银花树翠绿翠绿的，一条条
藤蔓四处延伸笼罩地面，绿白相间的花朵
簇拥枝头。四五天时间，他们一家三个人

就卖了2000多元。卢建刚很有信心地说，
今年预计能摘一吨的鲜花。
  田间地头忙着摘，烘干厂内赶着烘。
榜罗镇文树村金银花加工厂的建立，极大
方便了老百姓交花。从六月初开始，该加
工厂已收购了20吨左右的鲜花。
  “已经收购十多天了，晚上交花的
人非常多，平均每天100人左右。每天
下午六点到凌晨两点才能收完，早上农
户也来交，我们就从六点开始收，直到
收完。”该加工厂负责人焦建刚介绍说，
加工厂有11台烘干机，有四个库，每库
能装1500-1600斤左右的鲜花，烘干一
库鲜花需要18个小时，不管白天还是晚
上，只要装满一库就烘一库，以防金银
花受潮烂掉。
  近年来，榜罗镇以“公司+农户+基地”
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在毛店、文树、红
岘等适宜种植金银花的区域种植金银花
1.1万亩，并在这三个村建设金银花烘干加
工厂，老百姓可以做到随摘随交，既方便
又能保证金银花的质量。经过7年时间的
发展，金银花产业已成为榜罗镇的主导产
业之一。

榜罗镇：早出晚归摘“银”忙
新定西·定西日报记者 李娟 通讯员 惠施阳

  本报讯 近年来，我市抢抓数字化
变革重要机遇，不断强化系统观念，注
重系统集成，以共建共享为目标，以创
新应用为切入点，着力构建数据资源管
理和共建共享能力体系，推动业务、数
据、技术等资源融合创新，持续赋能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建设一中心，加强系统共建。投资
4000多万元建设集综合调度、能力复
用、资源共享为一体的联合大数据中
心，建成全市共用的大数据展示、全域
时空数据聚合、视频汇聚和智能分析等
系统，为全市信息化系统建设提供数字
地图服务、AI智能算法、物联网汇聚等近
20项可复用基础能力，形成全市“一个
指挥中心、一套算法体系、一张三维底
图和一个数据底座”的共性能力。在全
市智慧水务、智慧城市等5个项目中成
功复用，预计节约成本1000多万元。
  搭建一中台，加强数据共聚。以地
理信息、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

为依托，建成大数据基座和市级数据共
享交换平台，形成统一的数字中台底
座，通过在同一底座上开发各类应用场
景，实现各项应用之间数据共享，促进
资源共享整合与业务协同。同时，印发
《定西市公共数据资源指导目录》，并将
数据收集汇聚纳入党政履责管理考核
体系，打通了数据汇聚高速通道。截至
目前，汇聚公共数据100多亿条，视频资
源981路，倾斜摄影数据3116万条。
  集聚一朵云，加强资源共享。统筹
各类云计算资源，建设定西市政务云计
算中心，推动非涉密政务信息系统向全
市统一的政务云迁移。市直各部门、县
区90%以上信息系统已集中上云，承载
系统115个，运行效率提升85%，节约财
政资金2800多万元。云平台上线运行
以来，已进行5次扩容改造，计算虚拟化
CPU超过16130核，存储空间1500T，内存
26000G，累计投资达到5140万元。
             成雄雄

  本报讯 （新定西·定西日报记者王
芳） 近日，安定区畜牧兽医局在西巩驿
镇举行牛羊适度规模户基础母畜发放仪
式，为全镇16个村33户肉羊适度规模养殖
户发放良种羊680只。
  在基础母畜投放现场，镇畜牧兽医站
技术人员从种羊的饲养管理、疫病防控、

基础母畜死亡后的赔付及无害化处理等
方面详细向现场群众进行了培训，帮助养
殖户办理养殖业保险和相关手续，降低养
殖风险，同时为保障现场秩序，工作人员
提前组织养殖户进行抽签。
  领到羊的养殖户满脸洋溢着喜悦的
笑容，颗颗致富的种子在心中悄然生长。

“感谢党和政府的好政策，我一定会好好
饲养这20只羊，它们就是‘摇钱树’，通过
发展养殖业，争取早日奔小康。”小溪村
养殖户水清真牵着发放的致富羊激动
地说。
  西巩驿镇通过基础母畜的集中投
放，实现由“输血”式扶贫逐渐转变为“造

血”式致富，进一步调整生产结构，让养
殖户通过自己养牛、羊等途径不断拓宽
增收渠道，助推养殖户经济提升，帮助他
们树立致富信心，让养殖户的生活越来
越甜美。
  近年来，西巩驿镇把草牧产业作为经
济社会发展和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来抓，
坚持把牛羊适度规模户养殖发展项目作
为检验纵深推进“三抓三促”行动成效的
主阵地，全程参与，一抓到底，纵深推进。
积极推进肉牛羊圈舍标准化建设改造，持
续推动肉牛羊产业突破性发展，为当地农
业、文化和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如今，观展已成为人们的
一种生活方式，博物馆的内涵
和形式也愈发丰富。尤其是
随着数字技术在展览服务中
的应用更加成熟，“智慧博物
馆”建设成为当前我国博物馆
发展的新趋势。
　　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
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手段广
泛应用于展陈过程中，让文物

“活”了起来。例如，云南澄江
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
运用先进设备和技术手段，打
造沉浸式体验空间。在寒武
纪球幕体验馆，直径高达16米
的巨型球幕，接近360度的宽
广视角，能为观众带来“手可
摘星辰”的视觉效果，生动形
象阐释生命演化和宇宙变迁
的历程。技术的应用能增强
参观者的互动性和体验感，让
知识更好入脑入心。从某种
程度上说，文物虽然是具象
的，但其承载的信息量较大。
科技手段的加持，如裸眼3D、
全息投影展示、VR虚拟现实、
体感互动等数字化技术，能让
知识的获取变成体验项目，让
悠 久 历 史、灿 烂 文 化 可 感
可及。
　　把科技应用于博物馆建
设中，也有助于提升博物馆的
服务功能。现在一些展览通
过新媒体平台走向“云端”，摆
脱了实物展览的时空限制，以
生动活泼的表达方式和更大
的信息量，丰富了传统的博物
馆语言。越来越多博物馆在
线上实现了“永不闭幕”，一定
程度上延长了博物馆的服务
时间。技术的多元化应用在
提升展陈趣味性的同时，也进
一步提升了博物馆的吸引力
与影响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
“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
度”。数字化技术改变了知识

与文化的传播方式，让一眼千
年、一眼万里成为现实，推动
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有了更多可
能。我们乐见前沿科技与优
秀传统文化实现深度融合，以
科技赋能文化传承发展，不断
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质量与
效率。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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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定区：手牵致富羊 脱贫奔小康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 保障群众住房需求

我市持续打造资源共享“枢纽站”提升共建共享能力

  6月13日，
安定区西巩驿
镇罗川村第二
茬一百多亩高
原蔬菜正式进
入 移 栽 定 植
环节。
  仲 夏 时
节，在罗川村
高 原 夏 菜 基
地，蔬菜长势
喜 人 、陆 续
上市。
  新定西·
定西日报记者
郭强 摄

  夏收临近，陇西县12.77万亩冬
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笔者走访
全县冬小麦主产乡镇时了解到，全
县区域内冬小麦长势良好，丰收
在望。
  近日，笔者在宏伟乡贾家屲村
走访时，见到了正巡回田间地头查
看小麦长势、指导开展田间管护的
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牛
红莉。
  “（冬小麦颗粒已经）比较饱满
了，现在后期温度一升上来，过段时
间籽粒马上变硬了，月底基本就可以
收割了。”牛红莉说。
  灌浆期是决定冬小麦夏收产量
的关键时期，抓好当下田间管护就显
得格外重要。在宏伟乡贾家屲村种

粮大户张禄家的百亩麦田里，县农技
中心技术员牛红莉现场指导张禄开
展夏收前的最后一次田间管护工作。
伴随着阵阵轰鸣声，植保无人机从地
头起飞，在麦田间来回穿梭，进行低
空叶面喷施作业。
  牛红莉告诉笔者，在这个小麦
最后的生长环节，最重要的一点就
是防衰防灾，因为到生育期后期，小
麦的根系供不上营养，因此会影响
小麦的品质和产量。
  用无人机植保，对于种粮大户
张禄来说，已经不是新鲜事了。近
年来，全方位的政策扶持、“零距离”
的技术指导、穴播技术的推广应用，
以及高标准农田的建成和一系列机
械设备赋能粮食生产，不仅提高了

农户种植小麦的积极性，还为冬小
麦的丰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看着
长势喜人的麦田，张禄欣喜地说：

“今年种了500亩冬小麦，好得很。
今年天气上雨水也多，麦的长势也
好，估计5月底到6月初就可以收麦
子了。”虽然是旱地种植，但估计今
年夏收他家的冬小麦平均亩产可达
600斤以上。
  在通安驿镇、云田镇等海拔相对
较低的地方，小麦已经由绿转黄，一
株株麦穗颗粒饱满。正在地里查看
农情的云田镇二十铺村村民告诉笔

者，再有半个月当地冬小麦便可开镰
收割。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今年
以来，陇西县守牢国家粮食安全底
线，始终把确保粮食安全作为“三农”
工作的头等大事和首要任务，积极落
实高标准农田建设“藏粮于地、藏粮
于技”战略重要举措，坚决落实小麦
种植面积任务。同时，积极开展良种
推广、精准配方施肥等小麦增产技
术，有力地保障了冬小麦稳产增收。
目前，全县12.77万亩冬小麦长势喜
人，静待开镰丰收。

陇西：12 . 7 7万亩冬小麦丰收在望
新定西·定西日报通讯员 傅洁 王昱霖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乡村振兴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