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刚刚过去的母亲节，买花成为许多人的过节“仪
式感”。 盒马数据显示，5 月 12 日，公司线上线下的鲜花
销售比平时增长近 10 倍， 和去年母亲节同期相比增幅
超过 40%。

新品种表现抢眼，实体店售卖鲜活有趣，线上新模
式花样迭出……越来越火的“鲜花经济”，正催生千亿级
消费新蓝海。

生活里有了花， 平凡的每一天也能过成诗
和远方

在云南昆明斗南花卉交易市场内， 游客络绎不绝，
玫瑰、月季、向日葵等鲜切花争奇斗艳。

“现在大家比较注重仪式感， 鲜花成为了表达爱的
常见方式。 ”商户郎宇说，除了传统的康乃馨和玫瑰以
外，芍药、绣球花等也成了母亲节花束的“新宠”。

斗南花卉交易市场被誉为“亚洲花都”，我国消费者
购买的鲜切花，大部分来自这里。 据斗南花卉产业集团
执行总裁钱崇峻介绍，目前斗南花卉产业园日均交易鲜
切花 4000 万枝， 每天有 117 个大类、1600 多个品种的
鲜切花在这里完成交易。

“现在鲜花消费其实并不局限在固定节日或特定场
合。”盒马花园负责人吕玲林说，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会在
下班时间、周末逛街时为自己买束花，给生活增加一份
“小确幸”。

“每天起床第一件事情， 就是去看看它今天变成了
什么颜色。”这是近日上海市民张女士发的一条朋友圈，
七张照片拼图记录了她买的“落日珊瑚”芍药从闭合到
盛开、从珊瑚红到象牙白的变化。

今年以来，重庆、西安以及江苏、浙江的多个城市鲜
花销售增幅都超过 50%，鲜花成为许多中国家庭的日常
消费品，这为整个花卉产业的发展带来巨大潜力。

“新玩法” 1 小时卖出 20 万枝花

记者多地走访发现，懂得设计、会讲故事的鲜花实
体店正受到年轻消费者的追捧。

“不要蕉绿”“工资飞掌”“注定红”“金玉满堂”“心想
柿成”……走进位于北京丰台区玉泉营附近一家鲜花店
内，多肉植物、小仙人掌、朱顶红蜡球、郁金香、观赏柿子等花草被冠上
“谐音梗”，吸引了很多年轻顾客。

而以无人售货机、无人超市为代表的智能销售终端，为鲜花产业的
发展带来新的增长点。 “** 元包月，每周一束”的包月鲜花模式则顺应
了消费者反复购花的需求，开拓鲜花送货上门的新场景。

与此同时，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 很多人的买花方式也从线下逛花
店，变成手机“蹲”直播间。

“今天的顺序是草花、康乃馨、玫瑰，大家可以根据需求下单。 ”“90
后” 女主播毕茜茜正在斗南花卉交易市场内通过电商平台带货,“最多
的一场，是 1 小时卖出 20 万枝花！ ”

鲜花网络销售的兴起， 离不开快速发展的物流行业和保鲜技术等
对鲜花“颜值”的保驾护航。

从硬件设施提升到服务流程优化， 近年来花卉市场物流配套和供
应链不断完善。 中通数据显示，母亲节期间，每天有 200 余吨鲜花通过
空运“专机”及冷链通道从昆明抵达北京、上海等城市，全国省会城市基
本实现 24 小时内送达。 在保鲜方面，鲜花加固、防水棉、保鲜袋等精细
化措施，让鲜花送到顾客手中时依然能够保持较好状态。

中国花卉协会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我国花卉电商零售市场规模
已占总体规模的“半壁江山”。

“鲜花经济”铺就致富“芬芳路”

新品种的培育，释放出更多消费潜力。 拼多多平台数据显示，近两
年弗洛伊德、洛神、卡布奇诺、艾莎等新品种表现抢眼，不少店铺单一品
种花束的拼单量就达上万件。

“除康乃馨外，母亲节我们推出了新品种‘甜心’,花瓣呈渐变色，香
气也更加馥郁。”上海市崇明区源怡智慧生态花卉基地工作人员杜明媛
说，今年推出的新品种超级凤仙、超级舞春花、超级天竺葵等也都特别
受欢迎。

在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昆阳街道的绿色高效花卉生产示范基地，
400 余亩花田里的玫瑰含苞待放。 农户们穿梭在一茬茬玫瑰花中，忙着
采收玫瑰切花。

这个基地是昆阳街道墩子村和兴旺村的集体资产。“我们的玫瑰鲜
切花产品发往国内 30 余个城市，部分玫瑰品种还远销国外。”墩子村乡
村振兴专员朱婷介绍，目前基地共有 56 名工人，每人每月底薪为 4000
元，根据年终的产量评比，工人还可以获得额外奖励，一年的综合收入
能达到 6 万元左右。

在甘肃临夏市， 百益亿农国际鲜花港已累计带动当地群众 500 多
人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百益亿农国际鲜花港工作人员苏婷婷说：“在这
上班每个月能获得 4000 元左右的工资收入，还可以就近照顾家里的老
人和孩子。 ”

国家林草局、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的全国花卉业发展规划提出，到
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花卉业现代化，力争花卉年销售额超过 7000亿元。

美也是一种生产力，人们对美的不懈追求将不断拓展“鲜花经济”
的广度与深度。

（记者 张梦洁 林碧锋 熊轩昂 程楠 马莎）
（新华社北京 5 月 14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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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9 月 13 日按照中共岚皋县委、 岚皋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岚发
[2015]13 号）文件，撤销岚皋县农业局，组建岚皋县农林科技局。2008 年 4 月 2 日岚皋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县畜牧兽医体
制改革有关机构设置的通知（岚编发[2008]1 号）文件，岚皋县畜牧兽医站更名为岚皋县畜牧兽医中心。2014 年 6 月 10 日岚
皋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规范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机构编制事项的通知（岚编发[2014]16 号），岚皋县植保植检站、能源站整
合为岚皋县农业科技服务中心。 2011 年 8 月 11 日岚皋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县农业局下属事业单位机构设置人
的通知（岚编办发[2011]18 号）文件，撤销县魔芋生产办公室，设立岚皋县魔芋产业发展局，撤销岚皋县畜禽良种场。

由于原岚皋县农业局、岚皋县魔芋生产办公室、岚皋县植保植检站、岚皋县畜禽良种场都已撤销；岚皋县畜牧兽医站也
已更名为岚皋县畜牧中心。 加之历次机构改革，原单位及二级单位人事流动较大，单位又多次搬家，原岚皋县农业局、岚皋
县魔芋生产办公室、畜牧兽医站、植保植检站、畜禽良种场的开户许可证也已丢失。 所以现将原岚皋县农业局、岚皋县魔芋
生产办公室、岚皋县畜牧兽医站、岚皋县植保植检站、岚皋县畜禽良种场的组织机构代码证、开户许可证、银行印鉴、公章一
并作废，特此登报声明作废。

1.岚皋县农业局
组织机构代码证：016055735公章、银行印鉴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Z8016000016501 开户许可证编号:791000191728
2.岚皋县农业局 公章、银行印鉴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8016000007901 开户许可证编号:791000620740
3.岚皋县魔芋生产办公室 公章、银行印鉴 组织机构代码证:727368316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8016000007201 开户许可证编号:791000620733
4.岚皋县畜禽良种场 公章、银行印鉴 组织机构代码证:436241632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8016000003501 开户许可证编号:791000620192
5.岚皋县植保植检站 公章、银行印鉴 组织机构代码证:436241657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8016000003201 开户许可证编号:791000620189
6.岚皋县畜牧兽医站 公章、银行印鉴 组织机构代码证:436240195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8016000003601 开户许可证编号:791000620197
7.岚皋县畜牧兽医站 公章、银行印鉴 组织机构代码证:436240195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Z8016000021201 开户许可证编号:791000191869

岚皋县农业农村局
2024 年 5 月 11 日

岚皋县农业农村局
关于相关证件作废的声明

大漠戈壁，雪域高原，滚滚江河……
占据我国国土面积七成多的西部地区是
保障国家安全的基石。

4 月 23 日下午，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
庆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
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坚持统筹发
展和安全，提升能源资源等重点领域安全
保障能力。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西部各省份要凝心聚力抓好发展
和安全两件大事，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加
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积极探索区域协同
发展，促进产业集聚。

端好能源饭碗 打造西部能源
资源高地

西部地区资源富集，清洁能源高速发
展， 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
障。

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
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做大做强一批国家重
要能源基地。 加强管网互联互通， 提升
“西电东送”能力。

“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水平安全。 ”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董事长罗必雄认
为，当前国际能源短缺问题日益突出，我
国化石能源资源有限， 油气对外依存度
高。 这些问题相互交织，给我国能源安全
带来挑战，破解困局的关键在于找到充足
的替代能源，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是出路。

在宁夏，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腾格里
“沙戈荒”250 万千瓦风电基地项目建设
正稳步推进，该项目是我国最大“沙戈荒”
能源大基地的首批风电项目之一。

向西而望，腾格里、巴丹吉林等沙漠
中，一片片蓝色“光伏海”正加速延展。

在四川，“五一” 期间川渝 1000 千伏
特高压交流工程进入组塔放线的高峰期，

近万名施工人员奋战在建设一线。
四川现已建成投运向家坝—上海、雅

中—江西、白鹤滩—江苏等特高压输电工
程，与华东、华中、西北等电网相联，成为
“西电东送”的主力军。

在西南崇山峻岭中，大江大河奔流不
息。 金沙江、雅砻江等流域水电基地建设
如火如荼。

“加快开发西南水电将为促进能源清
洁化转型提供有力保障。 ”全球能源互联
网发展合作组织驻会副主席刘泽洪说，我
国水能技术可开发量约 6 亿千瓦，目前开
发率约 50%，未开发部分主要集中在西南
地区。

“西电东送”“西气东输” ……源源不
断的清洁能源输往大江南北，保障全国经
济社会稳定发展。

“北煤南运”“疆煤外运” ……西部地
区矿产资源丰富，多类矿产储量占全国一
半以上。 “在清洁能源蓬勃发展的同时，
煤、油、气、稀有金属等矿产行业也要步入
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快车道，进一
步为经济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中国石化
西南石油局党委书记郭彤楼说。

雪域高原，中华水塔。 西部地区既是
资源富集区，又是生态脆弱区，而且是长
江、黄河、澜沧江等江河的发源地，肩负着
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重任，既关系到
西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也直接关系到中
华民族的永续发展。 “下一步要坚持因地
制宜、分类实施，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 ”
宁夏水利厅水资源管理处副处长陈丹说。

东西双向奔赴 携手产业协作

西部地区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东西
协作的强大助力。

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
跨地区产业协作和优化布局机制，有序承

接产业梯度转移。
国网能源研究院能源战略与规划研

究所所长鲁刚认为，“双碳”目标下有必要
推进“西电西用、产业西移”，以适应西部
地区新能源的大规模发展，新能源的巨大
市场将带动相关产业向西部转移，同时产
业转移也能促进新能源就地消纳。

东西协作，双向奔赴。
宁夏永宁县闽宁镇，西北首个“绿电

小镇”的集中式储能电站施工现场一片火
热。

“闽宁镇土地、 电力资源丰富，2023
年福建厦门与永宁县共建闽宁产业园，引
入福建大数据企业， 加速闽宁镇产业升
级。 ”闽宁镇党委副书记田鹏说。

近年来，西部地区引入东部优质企业
和资源，因地制宜发展新兴产业，电子信
息、新能源、数字经济等特色产业如雨后
春笋般 “破土而出 ”， 地区生产总值从
2019 年的 20.5 万亿元增长至 2023 年的
26.9 万亿元，年均增长 4.9%，高质量发展
坚实迈进。

山海携手，互利共赢。
在东西部日益频密的联动之下，西部

地区加速走向“开放前沿”。
2023 年， 云南与上海探索 “上海企

业+云南资源”“上海研发+云南制造”等
“沪滇+N”协作模式，上海临港经济发展
（集团） 有限公司与昆明经开区共建沪滇
临港昆明科技城，将上海经验“打包”到云
南。

自西向东，从高原到海滨，山河壮美，
源远流长。东西部协作正以新面貌踏上新
征程，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新力量。

城市群加速崛起 引领西部高
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指出，大力

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积极培育
城市群， 发展壮大一批省域副中心城市，
促进城市间基础设施联通、 公共服务共
享。

成渝地区，陆上，在建和已建成川渝
间省际高速公路通道 21 条；水上，万州新
田港、涪陵龙头港实现铁路进港……

占全国 1.9%的国土面积，产出超 6%
的地区生产总值，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
新时代大开发的区域一体化建设提供样
本。

从陕西西安市中心出发， 驱车 30 公
里便抵达咸阳。

“西安与咸阳一体化， 将在关中城市
群形成具有强劲驱动力的引擎，达到引领
西北、辐射西部、服务全国的目标。 ”西安
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凯说。

随着新能源汽车企业比亚迪落户西
安，一批企业落户西安周边地区，推动新
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加速崛起。

路网不断延伸，产业加速聚集。 西部
多省份构筑起产业新构架，新能源、新材
料、 大数据等一批新兴产业渐成气候，形
成产业集聚效应。

走进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察
尔汗厂区，盐田绵延无边，采盐船游弋其
间。当地用新技术将盐湖丰富的矿产资源
“吃干榨净”， 由单一的钾元素开发转向
镁、锂、钠、氯等元素的梯级开发和循环利
用，初步形成覆盖正负极材料、电解液、锂
电池制造的锂电产业链。

产业握指成拳，城市加速成“群”。
北部湾、兰州—西宁、呼包鄂榆、宁夏

沿黄、天山北坡等城市群互动发展也为新
时代西部大开发注入强大动力。

（记者 戴小河 雷肖霄 许晋豫 张斌）
（新华社北京 5 月 14 日电）

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
———落实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精神系列综述之四

新华社记者

（上接一版）政府承担行政执法监督具体
事务。 县级以上政府部门在本级政府司
法行政部门指导下， 负责指导监督本行
政区域内主管行业的行政执法工作。 要
完善行政执法监督法规制度体系， 推进
行政执法监督立法， 健全行政执法监督
工作制度，完善行政执法行为规范，健全

行政执法管理制度。 要严格履行行政执
法监督职能，开展行政执法常态化监督，
抓好行政执法专项监督， 可根据工作需
要对重要法律、法规、规章的执行情况组
织开展行政执法检查， 强化涉企行政执
法监督， 强化对行政执法工作的综合协
调， 做好对跨领域跨部门综合行政执法

改革以及基层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指导
工作。 要充分运用行政执法监督结果，拓
宽行政执法监督渠道， 加强行政执法监
督信息线索的汇集统筹。

《意见》强调，要强化工作保障，加强
组织实施，加强行政执法监督队伍建设，
推进行政执法和行政执法监督数字化建

设，建立督促落实机制，加强协作配合 ，
做到有部署、重落实、见成效。 国务院司
法行政部门要认真开展督促指导检查 ，
推广有关经验做法，研究协调、推动解决
问题。

（上接一版）

春耕生产忙起来

“春节后的正月初七，6 名工人就开
始赶订单，春节期间待发货的订单和现在
每天 200 单的新增订单，让大家一刻都不
停歇地赶工。 ”秦府庄原商贸有限公司负
责人李聪正在一旁忙着包装。

3 月 20 日， 走进江口镇新庄村乡村
振兴厂房内， 机器轰鸣，2 名工人配合一
台分选设备正在对香菇进行分选，厂房内
木耳、天麻等宁陕山珍筛选、分装、发货的
场面井然有序。

这边的生产车间内热火朝天，另一边
的筒车湾镇七里村也一片繁忙。 山坡地
上，10 余名务工群众正有序地进行着种
植天麻的工作。 他们忙碌地平整土地，拿
着锄头开挖带状天麻坑，熟练地放置天麻
种子。 不一会儿，一条条天麻繁殖带出现
在眼前。

“今年连接去年的基础， 发展天麻种
植 100 余亩，今年新增天麻菌棒 40 余亩，
下种 5000 余斤。”宁陕县富恒达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负责人何达斌介绍。

进入 3 月以来，宁陕县按下备耕生产
“加速键”， 迅速投入春耕农忙的热潮中，
复工开足马力忙生产，田间地头、生产车
间处处呈现出繁忙发展景象。

为抓住有利时机， 守住农业基本盘。
宁陕县将农林产业作为全县三大主导产
业之一，出台《宁陕县支持农林产业高质
量发展十条措施》，并围绕重点任务，早谋
划、早部署，以全县春耕备耕暨产业发展

工作会为号令，安排部署当前春耕备耕暨
农业产业发展重点工作，科学制定全年农
业生产技术培训计划，组织农技人员与镇
村干部一起到田间地头， 查看复耕生产，
进行农机及秸秆综合利用、粮油生产等实
用技术理论宣传培训，解决群众春耕生产
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全力促进粮油作物
稳产高产。

春耕生产，农资先行。 为打好春季农
业生产“第一仗”，宁陕县还充分发挥农资
供应主渠道作用，采取农资“联采直供”的
新模式， 整合全县 11 个乡镇的农资供应
需求， 直接与优质农资生产企业对接，提
前储备各种化肥、水稻、大豆、杂粮种子以
及地膜等， 全方位满足全县春耕生产需
求。

目前， 全县已完成马铃薯播种 0.72
万亩，蔬菜种植 0.78 万亩，春管油菜 0.6
万亩，春播玉米 0.02 万亩、水稻育秧 0.01
万亩；储备粮油种子 112 吨、化肥 521 吨，
春耕生产物资储备充足。

生态旅游火起来

“来到这里后，我感觉很放松、没有压
力。 这里的工作人员非常友好，我和孩子
们都很享受在这里玩。 ”外国游客沃利特
说，乘坐着网红小火车，穿梭在油菜花田
间，这种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体验让他们
倍感放松。

清明节期间，宁陕县渔湾逸谷田园综

合体以其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极具特
色的民宿， 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前
来游玩，并获得一致好评。 西安的游
客也都纷至沓来， 民宿基本都是满
房状态，渔湾村内一派热闹的景象。

渔湾逸谷清明假期间的火爆 ，
恰恰是宁陕县生态旅游开新篇的生
动体现。 为让宁陕旅游一年四季都
充满活力， 该县按照 “做足夏季文
章，撬动冬季市场 ，强化春秋营销 ”
的思路，坚持“线上+线下”“引进来”
和 “走出去 ”相结合 ，围绕 “秦岭之
心·绿都宁陕 ”宣传营销主题 ，聚力
打造“四季旺游”的宣传营销闭环机
制。

从春节前夕就开始布局宣传 ，
以“冰雪宁陕·童话世界”为主题，打
造赏雪观光、滑雪竞技主题活动，精
心策划新春系列文旅活动， 先后举
办“春来早”等主题活动 41 场次，吸
引达人来宁游山玩水， 制作精品短
视频宣传宁陕，扩大影响力。

多维度、 立体式开展的旅游宣
传营销，持续传递出宁陕旅游“好声
音”，得到了客源和旅游市场的积极
响应。 1 至 3 月份，该县接待旅游大
巴 200 余辆， 吸引来宁游客近 20 万
人次，宁陕旅游势头强劲。

精心的宣传营销是吸引游客的
必要方式， 但如何提升接待能力和
承载力，让游客“留下来”，则是促进

生态旅游再上新台阶的必要方式。
位于秦岭腹地的宁陕县，坚持将生态旅游

作为首位产业，以精品民宿建设为抓手 ,为促
进精品民宿发展，统筹实施民宿“六百工程”，
以民宿产业带动星级农家乐的发展，培训一批
金牌“民宿管家”“民宿工匠”……达到旅游配
套设施齐全、旅游服务接待能力提升，从而带
动乡村旅游蓬勃发展。

为支持以民宿、农家乐为主的乡村旅游发
展，宁陕县还推出“旅游民宿贷”，吸引社会资
本投入乡村旅游产业。 目前，已累计发放贷款
37 笔 3000 多万元，持续招引社会资本和民间
投资建设民宿， 已达成初步意向 62 处，18 户
已启动规划设计，民宿产业“遍地开花”带动生
态旅游发展的态势正在加速形成。

2024 年全县安排生态旅游项目 41 个，31
个生态旅游项目全面开复工、10 个宿集项目
加快推进，为宁陕旅游持续升温注入了强劲动
力。

春光不自留，奋斗正当时。 重点项目建设
持续加速，企业生产抢抓工期，春耕生产忙碌
不已，生态旅游提前升温。 宁陕四面涌动的是
加快发展的热潮，八方呈现的是大干快上的景
象，全县上下正在以赶考的心态、拼搏的状态、
奋进的姿态，描绘出一幅蓬勃发展的奋进图。

（上接一版）
“刚搬来社区吃菜主要靠买，这是

一笔很大的开销。 我们一起把问题反
映给了人大代表， 现在我们都有一块
属于自己的菜园。 ”干惯了农活、闲不
住的搬迁户李功伦眉眼间掩盖不住笑
意。

群众的烦心事，连着代表的心。 白
河县人大代表刘汉泽在该社区征集民
意的时候了解到， 这里的搬迁户有一
个共同的心愿： 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
菜地。 通过调研走访， 这个群众最关
注、呼声最高的“大难题”被摆上了桌
面。

谈起这件事 ， 刘汉泽自豪地说 ：
“人大代表联络站积极组织召开人大
代表议事会议商定， 由东坡村集体经
济合作社流转附近农户的土地， 分配
给搬迁群众， 让群众自己种植时令蔬

菜。 人大代表议事会议制度确实能起
大作用。 ”

如今， 东坡村搬迁社区充分利用
社区土地资源，共建成了 4000 平方米
的蔬菜园， 并把蔬菜园划分成 92 份，
400 余名搬迁户在这里过上了和黄土
地紧紧相依的好日子。

代表议事会议什么？怎么议？为保
障代表议事会议程序合法、效果明显，
白河县人大常委会印发了 《白河县人
大代表议事会议实施办法》，按照 “广
泛收集民意、确定议事内容、召开议事
会议、跟踪督办落实、代表集中评议、
公开办理结果”的议事程序，由镇人民
代表大会主席团牵头组织实施，以镇、
村（社区）建立的代表联络站为平台，
各代表联络站站长具体负责， 只要是
关系到基层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 ，经
镇人大主席团审核， 报镇党委审核同

意后， 都可以在代表议事会议上共同
协商，对于提交相关部门的意见建议，
还有相应的措施跟踪督办落实。 2023
年以来， 白河县各镇人大主席团共组
织召开代表议事会议 115 场次， 督促
解决议定事项 106 件， 化解矛盾纠纷
67 起，形成闭会期间代表建议 38 件。

“我们将坚持把人大代表议事会
议制度作为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
抓手，按照‘听、议、办、督、评、晒’六个
环节， 组织引导各级人大代表在反映
群众呼声、化解矛盾纠纷、促进地方发
展等方面积极作为， 推动共识在议事
中形成、问题在议事中解决、矛盾在议
事中化解、和谐在议事中构建、民心在
议事中凝聚， 有效打通人大代表联系
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白河县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游益林信心满满地
说。

让群众“有事好商量”

掀起新热潮 干出新气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