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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的陇原大地烈日炎炎。走进甘肃天水华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芯片

封装作业。“今年以来，公司外贸订单需求旺盛。上半年，外

贸订单较去年同期增长 15%左右。”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总经理助理彭成告诉记者，随着新能源汽车、5G 基站等

领域对芯片的需求增加，作为芯片生产主要环节之一的封

装测试行业迎来利好。“目前公司正抢抓机遇，加大自主创

新力度，积极推进高端集成电路封装，带动出口持续增长。”

彭成说。

来自兰州海关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甘肃省外贸进出

口总值同比增长 48.6%，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

增长51%，占全省进出口的比重达到46.5%。

外贸增长势头良好

据兰州海关介绍，今年上半年，甘肃省外贸进出口 255亿

元，同比增长 48.6%。其中，出口 41.2亿元，同比增长 3%；进口

213.8亿元，同比增长62.5%。

“上半年，甘肃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持续增

长，进出口 118.7亿元，同比增长 51%，占甘肃省外贸进出口总

值的 46.5%。”兰州海关副关长朱雪迎介绍，同期甘肃省对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贸易伙伴进出口 45.2 亿

元，同比增长46.4%。

对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增长势头良好。上半年，甘肃省

对主要贸易伙伴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蒙古国和欧盟进出口分

别同比增长 67.4%、330%、17.7%和 65.1%。一般贸易进出口也

大幅增长，贸易方式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甘肃省一般贸易

进出口 172.3 亿元，同比增长 51.3%，占甘肃省外贸进出口总

值的67.6%，比去年同期提升1.1个百分点。

朱雪迎说，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分别为甘肃省出口和进口

主力。上半年，甘肃省民营企业进出口 88.6 亿元，同比增长

43.2%，占甘肃外贸进出口总值的 34.7%。其中，出口 34.8 亿

元，占甘肃省出口总值近九成。同期，甘肃省国有企业进出口

164 亿元，同比增长 51.4%。其中，进口 158.3 亿元，占甘肃省

进口总值超七成。兰州新区综合保税区进出口保持倍增态

势。上半年，兰州新区综合保税区进出口37.8亿元，同比增长

3.9倍。

多因素发挥支撑作用

甘肃省外贸进出口何以大幅增长？朱雪迎分析，首先是

国内经济稳中向好，为外贸持续稳定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

“今年以来，主要经济指标持续向好，生产需求稳定上升，带动

甘肃省有色冶金、化工、装备制造等优势和重点产业所需资源

产品、初级材料、机电产品等进口值实现大幅增长。”

上半年，甘肃省金属矿及矿砂进口 119.3 亿元，其中铜

矿砂、镍矿砂、锌矿砂进口量分别同比增长 14.7%、18.9%

和 0.8%；镍及其制品、铜及其制品进口值分别增长 82.1%和

28%；机电产品进口值同比增长1.1倍。此外，自去年9月份

以来，全球“缺芯潮”局面持续，甘肃省芯片企业迎来芯片

加工爆发期，推动甘肃省集成电路进口值同比增长 1.1 倍。

“上半年，甘肃省进口值占进出口总值的 83.8%，对全省进

出口增长贡献率为 139.9%，成为甘肃进出口实现高速增长

的最重要因素。”朱雪迎说。

其次是全球经济复苏对甘肃省货物出口起到提振作用。

今年上半年，甘肃省机电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其中重点出

口产品炉用碳电极自 4 月份开始保持增长态势。同期，甘肃

省优势出口产品鲜苹果自4月份起连续3个月实现倍增。

“另外，价格因素一定程度上对外贸进出口增长起到拉动

作用。”朱雪迎说，今年以来，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保持上涨

态势，6月底反映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的 CRB 指数比年初

累计涨幅超过 25%。以甘肃省进口大宗矿砂产品看，上半年，

甘肃进口铜、镍、锌矿砂及其精矿均价分别上涨 39.6%、23.4%

和91.1%，带动相关产品进口大幅增长。

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近年来，甘肃省不断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出台稳外贸稳外

资政策，持续推进外贸便利化。朱雪迎说，兰州海关持续优化

口岸营商环境，深化“放管服”改革，积极推动跨境贸易便利化

措施落地，不断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深化“单一窗口”建设，

推动精简进出口环节监管证件和随附单证，巩固压缩整体通

关时间成效，降低进出口环节合规成本。落实关税调整、减税

降费等惠企政策，促进外贸稳中提质。

同时，兰州海关支持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支持兰

州新区综合保税区重点项目建设，促进贸易新业态发展。推

动支持甘肃中欧班列发展 11 条措施走深走实，争取试点“中

吉乌”多式联运海关监管新模式，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14

个海关合作框架，助推甘肃省构建向南开放“高速路”。此外，

支持外繁制种等甘肃特色产业发展，动态调整关区重点关注

的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录。支持种子、果蔬、中药材及畜产

品等具有竞争优势的农产品扩大出口。保障种猪、种羊等优

质物种资源引进，促进产业提质升级。

兰州海关综合业务二处副处长黄志恒表示，保持甘肃外

贸出口动能强劲活力足的态势，下一步要积极发展贸易新业

态，培育外贸新动能。同时，应积极落实稳外贸相关政策，加

大对外贸企业财政、融资等支持力度。

上半年进出口同比增长48.6%——

甘肃外贸动能强劲活力足
本报记者 李琛奇

仲夏时节，海南省儋州

市大成镇的黄皮迎来了丰收

季。走进大成镇各村，一串

串黄澄澄的黄皮压弯了枝

头 ，成 为 儋 州 一 道 亮 丽 风

景线。

黄皮在儋州大成镇有着

悠久的种植历史。由于独特

的气温、降水、土质等自然

条件，这里产出的黄皮有着

果大、香甜、汁多、籽少的特

质，在海南乃至全国都颇有

名气。

近年来，大成镇立足自

然资源优势，大力发展黄皮

产业，不断延伸黄皮产业链

条，将黄皮与其他种植业、加

工业、旅游业等相结合，推出

了黄皮鸡、黄皮茶、黄皮果脯

等黄皮系列美食和以黄皮为

核心的沉浸式、体验型文化

消费内容，为农业农村经济

发展增添了新动能。据不完

全统计，目前，大成镇黄皮种

植面积达 5300余亩，共 16万

余株，黄皮年产量超 240 万

斤，年产值达到 1920 万元，

产业兴旺有力带动了农民

增收。

提起今年黄皮的收成，

调南村村民符启蒙说：“我

今年种了 20 亩黄皮，每日采

摘量近 200 斤。预计今年黄

皮 收 成 能 达 到 15 万 元 左

右。今年市场行情好，黄皮

供不应求，明年我准备贷款

扩大种植规模，再加种 500

株黄皮树。”

“如今，大成黄皮的产业链不断延长，村民们种植黄

皮的热情高涨，许多外出务工的村民也回到村里种植黄

皮。”提起村里的变化，调南村党支部书记符启周感慨

地说。

目前，调南村黄皮种植面积有 500 亩共 1.5 万多株，

预计今年收入将达到 100 万元。同时，调南村委会成立

了黄皮种植农民合作社，在老树黄皮的基础上，研发了

“调南老树黄皮老盐茶”“调南老树黄皮馍”和“老树黄皮

鸡”等产品，受到市场欢迎。

“乡村振兴离不开各级帮扶部门的支持。”黄皮种植

农民合作社财务负责人符有传告诉记者：“儋州市各部门

为乡村振兴提供助力和支持。例如，税务局选派 25名干

部组建驻大成镇乡村振兴工作队，帮助和鼓励我们找准

路子，引入了黄皮这种经济效益好的产业，不仅在税收政

策上给予了优惠，还经常上门做辅导，帮我们节省了一大

笔资金以扩大生产规模，打造独具特色的大成黄皮品

牌。”不仅在调南村，在大成镇的道隆村、南园村、大星村

等10个村庄，同样能看到帮扶干部忙碌的身影。

如今，海南省一大批乡村振兴工作队正扎根基层，把

国家优惠政策的“活水”源源不断输送到乡村特色产业主

体的土壤中去，持续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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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馕饼能保存多久？在气候

干燥的新疆可长达 3个月，在特别

湿润的地区则只能保存两三天。作

为新疆特色食品，馕饼要走出本

地，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延长

保存期。为此，新疆组织科研力量

专治“水土不服”，让馕饼离开产

地依然能保持风味，为馕产业高质

量发展提供了科技支撑。

近年来，新疆立足新时代推进

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强化开展

了“棉花优质高产高效标准化生产

技术集成示范”“薰衣草产业发展

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新疆奶业

创新项目”等科技攻关，逐步推动

特色产业发展阔步迈向高质量。但

与发达地区比，一些西部地区发展

相对滞后、活力不足，一个重要原

因就在于科技创新方面存在明显

短板。

从笔者在新疆采访调研的情况

看，弥补这一短板，西部地区需进

一 步 加 大 投 入 力 度 ， 重 点 围 绕

“特”“精”“优”三个关键字发

力，念好科技创新“三字经”。

一是“特”字。近年来，新疆

着眼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从特

殊的地域特点、独特的自然条件，

以及浓郁的民俗风情等方面入手，

大力培育和壮大特色产业。这些产

业往往具有鲜明特点，本地不大力

推进科技创新，就没有可供利用的

科技成果，产业升级也就失去了科

技支撑，因此必须重点向这些特色

产业倾斜，加大科技创新力度。

二是“精”字。企业离市场

近，是科技创新的主体；从另一方面看，抓好科技创新，

也是企业提升竞争力，离市场更近的必要手段。建议西部

地区精准发力、精准投入，提高投入产出成效，在政策、

税收等方面支持带动性强的龙头企业，将这些企业培育为

科技创新主力军；同时，大力扶持成长性好的创新型中小

企业，将他们培育成为科技创新预备队、生力军。

三是“优”字。地区间科技创新能力的差距，背后是

科技创新环境的差距。对西部地区来说，优化科技创新环

境是个紧要问题，应持续发力、久久为功，营造勇于创

新、鼓励成功、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其实，西部地区一

些产业极具市场潜力，只是因为地方发展不充分，没有形

成竞争力。在良好科技创新氛围下，科技成果可实现加速

转化，进而支撑产业加速升级，“养在深闺人未识”的产

业，完全可以成长为具有竞争力的产业。

甘肃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甘肃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正在工作公司员工正在工作。。 魏珊珊魏珊珊摄摄

抢抓机遇谋转型

近段时间，南方电网广西柳州供电局陆

续收到企业提高绿色能源供应占比并提供认

证的需求，广西柳州富达机械有限公司就是

其中之一。该公司隶属于某外资企业，按照

集团要求生产环节使用电能中的可再生能源

占比不低于 40%。为满足该企业用能需求，

柳州供电局协调当地光电、风电、生物质

发电等资源，使该企业使用绿色能源占比

达到 61%。

“目前我们的清洁能源占比符合外资企

业的绿能占比要求。下一步，我们将服务前

移，通过客户走访、大数据分析等多种方

式，编制定制化的电能替代、综合能源设计

方案，提供能耗检查、用电安全检查等服

务，不断满足客户多样化、个性化需求。”

南方电网广西柳州供电局副总经理沈涛说。

“清洁能源发展关系到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的实现。目前，从广西能源结构来看，

一次能源比较匮乏，缺煤少油乏气，加快发

展清洁低碳能源十分迫切。”南方电网广西

电网公司计划发展部 （运营监控中心） 副总

经理文香军说。

“十三五”以来，广西大力调整产业结

构、能源结构、交通结构，有效增加清洁能

源利用，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从非化石能

源发电情况看，“十三五”期间，广西非化

石能源发电量平均占比超过50%。

“十四五”时期，广西将迎来清洁能源

加速发展期。截至今年 6 月，广西清洁能源

“风光”装机容量双增长，风电、光伏发电

装机容量分别达 692.1 万千瓦、239.2 万千

瓦，同比分别增长100.5%、44.9%。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广西水力、

风力、光伏、生物质等清洁能源总发电量创历

史新高。1月份至 6月份，风力、光伏、生物质

发电量同比分别增长68.2%、54.8%、24.1%。

在风电装机、光伏装机容量逐年递增的

同时，广西已连续三年全额消纳清洁能源，

实现“零弃水、零弃风、零弃光”。今年上

半年，广西全额消纳水电、光电、风电、生

物质电和核电，累计超过 488.8 亿千瓦时，

非化石能源占比近48%。

2020 年广西全额消纳水电 496 亿千瓦

时，风电 106亿千瓦时，光伏发电 17亿千瓦

时，核电 168 亿千瓦时，相当于实现替代标

煤约 2203.6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5729

万吨，减排效果相当于千万亩森林的净化效

果 ， 使 八 桂 大 地 天 更 蓝 、 水 更 清 、 环 境

更美。

对于光伏和风电新能源，广西坚持“加

强规划引导”和“就近接入、就近消纳”的

原则，优化新能源并网服务，加快推进新能

源资源富集地区并网和送出工程建设，确保

新能源送得出、并得上。“十三五”期间，

光伏发电量、风力发电量分别累计 44.9亿千

瓦时、247.2亿千瓦时。

“十三五”期间，广西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平均占比过半——

推广清洁能源加快绿色发展
本报记者 周骁骏 童 政

8 月 2 日，河北新河经济开发区一家制管企业，工人在

盘点产品。近年来，河北新河经济开发区抢抓京津冀协同

发展机遇，积极承接京津产业转移，注重打造企业服务体

系，促进管材产业快速发展。 张 驰摄（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