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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锻造“火眼金睛”，守护绿色祁连。“‘天

上看、地上查、网上管’天地一体立体化生态环境

监测网络的构建，实现了对全市环境质量、重点

污染源、生态环境状况监测的全覆盖。”张掖市生

态环境局四级调研员韩多钢说。张掖市与科研

机构合作，运用卫星遥感、航空遥感和地面监测

等信息技术建立“天眼”。

三是调整“指挥棒”，夯实发展底色。将祁连

山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纳入甘肃省政府生态环保

目标责任考核体系；将祁连山执法检查纳入市县

生态环境部门年度考核工作，形成执法监督和治

理监督机制；武威市叫停高耗能、高耗水项目；张

掖市、武威市分别取消对肃南县和天祝县、民勤

县、古浪县 GDP 等主要经济指标的考核⋯⋯“生

态产业增加值”还成了独一份的“甘肃出品”。统

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生态产业实现增

加值 1149.9 亿元，同比增长 21.5%。

绿色共识，在落实、落细、落长（长效机制）、

落常（常态化）中得到升华。

百业要兴，环保先行；“指挥棒”精准，干事才

能有效。被自然资源部门誉为生态环境科学修

复治理“教科书”的祁连山，正在迈向绿色发展新

境界。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相映成趣，各

美其美，美美与共。

换 个 思 路“ 靠 天 吃 饭 ”，
戈壁荒滩“风光”起来

整治祁连山生态环境，没有商量余地，但发展

要有内涵、有质量，不是一关了之、一封了之、一禁

了之。经济发展要跟得上，产业必须撑起来。

如何让风大光强的戈壁荒滩变成金银滩？

2013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时曾作出

“八个着力”重要指示，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及着力发展现代农业，

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包含其中。祁连山整

治强化了甘肃落实“八个着力”的力度。

风电产业做全做大，戈壁荒滩“风情万种”。
风电是酒泉乃至整个河西走廊近年发展起

来的大产业。今年 6 月，全国首个千万千瓦级风

电基地在酒泉建成，全市并网风电装机累计达到

1039 万千瓦。西北风喂饱了风机，千里荒滩有了

澎湃动能。预计“十四五”时期末，酒泉风电装机

将达到 2025 万千瓦。

龙头企业带动产业链条。酒泉肃州区工业

园区和高新技术工业园区汇聚的企业覆盖了风

机产业全链条，从金风风电、华锐风电等制造企

业，到甘肃省特检院、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公司

等检测企业，再到运维服务企业、科研院所，甚至

包括为企业培育和寻找风电人才的继续教育公

司、人力资源公司等。甘肃风能服务产业技术创

新联盟理事长亢景龙说：“在酒泉这两个园区里，

一套风电能完成从设计、制造到交付的全过程。”

光伏产业做优做强，戈壁荒滩“光芒万丈”。
“戈壁滩不长庄稼，但适合‘种’光伏板。刺得

人 睁 不 开 眼 的 阳 光 恰 恰 是 光 伏 板 最 爱 的‘ 口

粮’。”酒泉肃州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马慧君说。

面对一望无际的光伏板，酒泉市肃州区能源局

干部冯丽娟无限感慨，她眼看着这片园区用短短几

年时间实现了从无到有。她介绍，园区能吸引企业，

一大优势是有个 750千伏变电站，这也是西北地区

不多的几个 750千伏变电站之一。通过它能够稳定

地将光伏发电并入国网，解决了发电出口问题。

“风光”起来的不只是酒泉。“双碳”背景下，清

洁能源将大比例取代传统燃煤发电。目前，甘肃新

能源装机 2522万千瓦，成为省内第一大电源，占比

超过43%。2017年，甘肃上榜全国首批电力现货交

易试点地区名单，作为西北地区的唯一代表，率先

成为新能源电力的大“卖家”。2020 年，甘肃新能

源外送电量146亿千瓦时。今年10月15日，979万

千瓦光伏发电项目在河西走廊五市集中开工。

新能源的快速发展，将带来巨大的生态环境

效益、节能减排效益和经济效益。甘肃省“十四

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打造新能源新材料、特色

农产品、数字智能等六大千亿元级产业集群。每

一个集群，都建立在对资源再认识的基础上。

数据产业日渐成势，戈壁荒滩“能掐会算”。
数据被称为数字经济时代的“石油”。甘肃

的互联网企业不多，但他们为“数据石油”提供储

存仓和加工厂，“东数西算”更划算。

“纬度高，西北风大，常年气温只有 4℃到

9℃，有利于处理器散热，特别省电。电价占数据

中心运营成本的 60%以上，省电就是省大钱。”甘

肃紫金云大数据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杨大利一口

气抛出了好多条不能拒绝甘肃的理由，“这里地质

结构稳定，电网架构也稳定；电力资源丰富，而且

以新能源发电为主，比其他地方的煤电便宜得

多。”这些因素，条条都符合大数据中心的胃口。

一年成型、二年成效、三年成势。目前，最看

重数据安全与稳定的北斗卫星、规划全国飞机航

线数据的中航信和各大电信运营商，都把部分数

据放在紫金云。金昌市委书记王钧表示，金昌正

集中力量做大做强有色金属新材料千亿元级产

业链，数字经济、新能源、化工循环、资源综合利

用、高品质菜草畜五个百亿元级产业链。

数据存贮不是终极目的，关键是要用起来。结

合特色产业，甘肃提出各地错位竞争。“酒泉大数据

中心以‘5G+新能源’为主要方向，我们收集了风力、

气象、地质等数据，结合各种风机特征，可为风电企

业提供智能选址、风场规划、智能巡视等服务。”酒泉

绿能云计算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卢静拉出一张张电

子地图介绍，“只要企业告知想要的风场规模，我们

就能计算出最合适的场所和风机布置。”

这种“傻瓜”式服务节省了企业的落地成本，

提高了效率，也让数据发挥出应有价值。这个今

年 4 月才正式建成开园的数据中心，已经接入金

风、大唐等数十家新能源发电企业 13 个场站的

数据，并与中节能风电、三峡新能源及东方电气

等企业所属的 20 多个场站签署了入驻协议。

寒旱农业做高做优，戈壁荒滩“水滑甘甜”。
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使戈壁滩的瓜果独

具风味。这里的白兰瓜仿佛是蜂蜜压成的嫩豆腐，

入口即化；鹰嘴桃个头只有绿李子那么大，轻轻一

咬，白中透红的果肉就会甩开桃核；黄瓜、串收番

茄、红黄橙彩椒吃起来脆生生，让人啧啧称赞。

这些家常蔬果，有了戈壁寒旱农业的精心栽

培，才成为口味独特的特优农产品。

在张掖市民乐县海升公司的智能温室，碧绿

的叶片掩映下，五颜六色的串收番茄有的像一串

串红亮的“小灯泡”，有的像一颗颗紫黑的“大葡

萄”。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李自军介绍，大棚蔬菜不

打农药，用熊蜂等益虫防治病虫害，产品质优且生

态，供不应求。在网络直播间里，这些串收番茄按

串出售，每串售价近 10元，在一线城市大受青睐。

除了海升集团，河西走廊还有许多农业大

咖：酒泉是全国最大的洋葱种植、加工、流通、出

口等一体化的产业基地；张掖是全国最大的玉米

制种基地；河西走廊还是全国最大的花卉制种基

地；武威出产的藜麦和天祝白牦牛远近闻名。甘

肃“牛羊菜果薯药”六大主导产业，培育出河西走

廊酿酒葡萄、甘肃高原夏菜、靖远旱砂西瓜、民勤

肉羊等特色农畜产品，叫响了甘肃人口中的“丝

路寒旱农业”。

“风光”的背后是“眼光”。换个思路看资源，

产业洼地也能变成价值高地，“风光”优势转化为

发展优势，戈壁滩也是聚宝盆。

科 技 赋 能 ，擦 亮 发 展 的
“硬核”成色

无论是守好筑牢祁连山生态屏障，还是河西

走廊产业转型发展，都离不开科技创新。在创泽

智能机器人（甘肃）有限公司，我们体验到与一群

机器人的亲密互动；在张掖海峡元程消防高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我们看到新一代生态灭火剂快速

降温灭火的演示⋯⋯沿河西走廊一路走来，处处

可见科技创新的魅力。

精打细算，用好每一滴水。
如何在缺水的地区搞绿化、种蔬菜、发展工

业？节水是河西走廊的坚定选择。金川科技馆馆

长孙娥介绍，近 10年来，金川公司投资 6.89亿元用

于废水治理，废水中的有色金属得到回收。工业废

水处置率100%，年均中水回用量1450万立方米。

农业节水更不含糊。大禹节水集团是其中的

代表。在公司生产制造车间，记者看到了内镶扁

平滴头的滴灌管生产线。工厂副厂长马亮成告诉

记者，这一根根细小滴管和滴头，可根据玉米、土

豆、小麦等农作物的不同种类和不同生长期，分小

流量和大流量，作物用水做到了“按需分配”。

如今，这种技术在戈壁滩上广泛应用，记者

走访的每一个蔬菜大棚几乎都能见到这种小黑

皮管。在张掖，节水滴管配合取水井里的智能超

声波水表，可对农作物按照品种和生长周期定时

定量灌溉，真正做到一滴水都不浪费。

点石成金，“吃干榨尽”每一块矿石。
矿石丰富曾是河西走廊的发展优势，金昌的

镍、嘉峪关的钢铁都在历史上创造过辉煌。现

在有了科技的“加持”，矿还是那些矿，而“业”已

经是升级的“业”。

对酒泉钢铁集团宏兴钢铁股份公司选矿厂党

委书记、厂长陈毅琳来说，这几年的头等大事就是

悬浮磁化焙烧选矿生产线。这条生产线投资4.5亿

元，年处理原矿 165万吨。“原来选矿只能选择直径

15毫米以上的矿石，再细的颗粒就用不到了，成了

废弃的矿渣，十分可惜。”陈毅琳说，现在这条生产

线能把每一块矿石“吃干榨尽”，相当于每年增产铁

精矿21.86万吨，年经济效益近8000万元。

这些矿石经过锤炼成为不锈钢分公司研发

铁素体抗菌不锈钢的基础材料。这种不锈钢对

大肠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抗菌率均超过

99.9%，陆续应用在锅具、菜板、刀叉等制品上，是

科技战“疫”期间紧急研发的拳头产品。该公司

也成为国内唯一具备批量生产铁素体抗菌不锈

钢能力的企业。

不再“广种薄收”，戈壁智慧农牧业大放异彩。
科技创新在土地上发力，改变着古老的农业

和牧业。在酒泉东汇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记

者见到一条投资千万元的生产线，占了两排厂

房。这么大的架势，竟然只为加工一粒粒毛豆。

公司负责人于鸿哉介绍，这条生产线可实现毛豆

脱毛、清洗、煮熟、速冻、包装的全过程，最终产出

的熟冻毛豆荚在国外市场很受欢迎。在武威，食

用菌也上了“生产线”，播种收获一条龙；中国—以

色列（酒泉）绿色生态产业园的蔬菜住进了“智慧

屋”，不用一粒土，也能枝繁叶茂。

肃南县培育出了新一代的细毛羊。肃南县

委书记陆思东风趣地说，“肃南高山细毛羊懂礼

貌，不啃草根不伤草场”。在技术员的指导下，这

种繁殖难、效益好、对环境友好的细毛羊已成为

农牧民收入的重要渠道。马鹿也是肃南草原的

活风景。甘肃祁连山生物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总经理杨旭忠介绍，公司拥有 5 个国家专利，

与清华大学合作后改进工艺和配方，马鹿血红素

明显高于平原马鹿和梅花鹿，产品销路很好。

不久前，甘肃省印发《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机

制改革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为破

解发展难题、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加油助力。

安居乐业，何愁留不住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老

百姓利益着想。在采访过程中，记者有深刻的

体会。

祁连山环境整治，既要有霹雳手段，也要有菩

萨心肠。矿山关闭、产业转型、生态移民，无不关

乎群众就业方式和生活状态的变化，如何安置好

生态保护区群众，是党员干部时时牵挂的事情。

建“金窝”“银窝”，让生态移民乐于离开
“老窝”。

乐民新城是民乐县投资 56.6 亿元打造的移

民小镇，预计安置从农业基础薄弱、居住地点分

散、产业发展滞后、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易发

多发区域搬迁过来的群众 7 万多名。目前，已有

7000 多户 3 万多名群众搬迁入园、分房到户。

56 岁的易其财今年 8 月 5 日从山里搬下来。

坐在家里的新沙发上，谈到生活，他连说几个好。

祁连山深处的易家湾是易其财原来的家。说

起那里的交通，他开玩笑地说，上坡是“气管炎”，下

坡是“关节炎”。有了移民搬迁政策，才下得了山。

这样的新城在武威、张掖都有。古浪县委书

记苏国波介绍，仅古浪县在祁连山外围地带，就

搬迁 1.53 万户 6.5 万人。迁出区腾退复垦，退耕

还林。移民户下山入城，住楼房开启新生活。

产业兴旺，移民腰包鼓起来。
搬迁不仅是让农民住新房，更重要的是让农

民有活干、有钱赚。乐民新城不是一个单纯的居

民安置点，而是一个三产融合示范园区。这里不

仅以人口聚集建起城镇社区，还发展起产业园，引

进企业，建成千亩果品园、绿色有机果蔬分包车间

和果汁生产加工厂、果蔬包装箱生产等项目。在

各类企业带动下，已有 1.8万多名群众稳定就业。

产业兴，搬出来的农民才住得稳。古浪县在

黄花滩建设干城乡富民新村，安置 8 个乡镇的生

态移民和脱贫搬迁户。2018 年 8 月竣工，已经安

置 1379 户 4580 人。

记者走访了富民新村的王树智老人。他家

8 口人原住在祁连山深处。他养了一辈子牛羊，

也种一点薄地。如今，全家搬进新居，房屋宽敞，

院落整洁，家里还种着大棚。光一个大棚，王树智

一年收入就有四五万元。妻子还可到附近打工。

73 岁的王树智说，“种了一辈子地，现在开始学

种‘棚’。这会儿的生活，是过去想不到的”。

富民新村里，很多像王树智老人这样的移民，

在易地搬迁中成为“新农民”。富民新村目前累计

建成养殖暖棚2199座，日光温室422座。长势喜人

的一排排大棚，支撑起祁连山生态移民的新生活。

排忧解难，让移民“乐不思蜀”。
穷家难舍、故土难离。新居“留得住人”，一

个重要原因就是每个地方都出台了针对性的保

障政策。张掖市采取一户确定一名护林员、一户

培训一名实用技能人员、一户扶持一项持续增收

项目、一户享受到一整套惠民政策的“四个一”措

施，确保农牧民搬得出、住得稳、收入有保障、生

活有改善、发展有前景。

在干城乡富民完全小学，校园新操场上，穿

着崭新运动服的校足球队的孩子们正在老师的

带领下盘球热身，个个踢得有模有样。据说，他

们还在全县拿到了比赛第一名。干净整洁的教

室里，音乐班的孩子们正对着琴谱练习乐曲，《小

燕子》的旋律婉转悠扬。

新村新事新景，让我们想起村口墙上的一行

标语：让老百姓幸福，就是共产党的事业。

共建共享，“大河有水小河满”。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生态环境美了，每个人

都舒心。祁连山环境整治让参与生态建设的人

多起来。

在隆畅河边，记者遇到正和同伴们清理杂草

的王延茂夫妇。这里曾经是白泉门矿区治理现

场。路边展板上，还能看到当年的图片：断流的

河床，蜿蜒的公路，灰色矿渣堆在路边，几架塔吊

高高耸立，把长长的皮带链条探进山体。

王延茂现在是肃南县园林站季节性管护人

员。3 年前，他们来这里栽树。肃南县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巴玉霞介绍，像王延茂夫妇这样专职

从事林业管护工作的有 378 人，包括 151 名临时

管护人员和 227 名生态管护员。

记者在肃南县康丰村遇到了 57 岁的黄玉

梅。她说，家里种着 1300 亩草场、养着 90 头牦

牛，“祖祖辈辈在这里生活，祁连山就是我们的福

山。即使有金子，也不能挖”。

奋斗与坚守，敢把沙漠变绿洲

“我 们 对 绿 色 有 特 殊 感 情 ，这 里 最 需 要 绿

色。”酒泉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何效祖说。河西

走廊的绿，满足了人们朴素的愿望，孕育着无限

的希望。绿色也凝结成一种精神，在一代代人身

上传承光大。

沙漠“愚公”怎样把沙海变成了绿海？
“一夜北风沙骑墙，早上起来驴上房。”从腾

格里沙漠南缘的古浪县老百姓的顺口溜，就能想

象当年的光景。这里有一个村子叫八步沙。据

说，是因为出门八步就见沙而得名。

面对沙丘步步逼近、家园被毁的危险，1981

年，老党员郭朝明找来贺发林、石满、罗元奎、程

海和张润元，六位老汉以联产承包责任制方式组

建起集体林场，开始向沙漠进军。从那时起，“六

老汉”不仅把自己“埋”进沙漠，还立下父死子继

的誓约。郭万刚就是从父亲手中接过治沙铁锹

的。如今，“六老汉”只有八十岁的张润元老人还

健在，第二代治沙人也即将迈入老年，郭玺等第

三代治沙人又加入这支队伍。

40 多年的拼搏，“六老汉”三代治沙人，风餐

露宿，接力相传，把一片沙漠变成了绿洲，从防沙

治沙、植树造林到培育沙产业、发展生态经济，走

出了一条新路。

40 多年的坚守，“六老汉”三代治沙人在八

步沙、黑岗沙以及北部沙区完成 25.2 万亩治沙造

林，管护封沙育林草 43 万亩，完成通道绿化 200

多公里，营造农田林网 5000 多亩。

习近平总书记 2019 年 8 月 21 日亲临八步沙

林场。他强调指出，新时代需要更多像“六老汉”

这样的当代愚公、时代楷模。要弘扬“六老汉”在

困难面前不低头、敢把沙漠变绿洲的奋斗精神，

激励人们投身生态文明建设，持续用力，久久为

功，为建设美丽中国而奋斗。

“八棵树”如何绿满一座城？
在河西走廊，不仅随处可见绿色，而且每片

绿色背后，都透出令人感动的精神。在嘉峪关，

这股精神写在 8 棵合抱粗的老杨树上。

登上 90 多米高的“碧海明珠”气象塔，放眼望

见四周的黄沙和戈壁滩。嘉峪关却是这戈壁黄沙中

涌动的一片绿色海洋。记者想探究这顽强的绿色，

嘉峪关市委副书记唐斫提议去看看“八棵树”。

“八棵树”是嘉峪关的一个地名，也是一个起

点。作为地名，就是312国道路旁的一排老杨树；作

为起点，它却是嘉峪关苦战风沙、绿化家园的标志。

在八棵树广场，那 8 棵 70 多年树龄的老杨树

并不显眼，但皲裂的树皮透出沧桑。上世纪 50 年

代，工人们在这风沙弥漫的戈壁滩上修路，看不见

一星半点绿色。也许是心中渴望绿色太久，几位

筑路工就挖了一片沙土，买来杨树苗栽了下去。

不曾想，这些枝条能把根扎进戈壁滩，最后竟有

8 棵成活下来。很长一段时间，过路司机都以这

8 棵树为路标，“看见八棵树就到了嘉峪关”。

“八棵树”是树，也是一种精神。嘉峪关人从此

开始不间断地栽树种草，把绿色种在戈壁滩上。嘉

峪关市委书记雷思维介绍，嘉峪关城区绿地面积

2766公顷，绿地率和绿化覆盖率分别达到 39.4%和

40.5%，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36.39平方米。嘉峪

关正在让城市从绿起来到美起来。

河西走廊靠什么变成绿色长廊？
在曾经黄沙漫漫的河西走廊，每一点绿都显

得那么坚韧和顽强。人们像珍惜绿色一样，格外

珍惜这绿色背后的精神文化。

绿色坚守正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铺展出壮美

画卷。张掖提前 3 年完成草原减畜任务，1653 万

多亩草原实现草畜平衡目标，草原综合植被覆盖

度由 2015 年的 46.78%提高到 48.86%。酒泉 2017

年以来完成人工造林 16.5 万亩，新建改造农田防

护林 305.5公里、绿色通道 165.7公里；古浪县每年

农历正月初八、十月初八开展大规模义务压沙行

动，打造出一条长 50 公里、宽 20 公里的生态修复

区，实现了人退山绿、人进沙退。武威市凉州区红

水村农民王银吉带领家人 18 年如一日，固沙造林

8000亩，挡住了逼近家门口的黄沙。

“不望祁连山顶雪，错将张掖认江南”⋯⋯绿

色正成为河西走廊发展的主旋律。曾经干涸 51年

之久的民勤青土湖，几年前出现湖面，如今形成旱

区湿地，“水乡”现身大西北。漫步在张掖 10 万亩

森林公园，行走在 8 万亩的湿地公园，成片的马鞭

草和万寿菊，让人如置身塞外江南；因矿而兴的金

昌，万亩花海，醉美心田。嘉峪关打造全域旅游发

展新格局，方特欢乐世界、方特丝路神画两大主题

园区累计接待游客 500 万人次，实现收入 8 亿元。

今年国庆假期，嘉峪关市共接待游客 44 万人次，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2.82 亿元，同比 2020 年分别增

长 37.23%、29.17%。武威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魏红霞说，从盼绿栽绿到绿色自觉，绿色已是河西

文化的时代底色。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酒泉肃州区的西汉胜

迹公园专门为一棵老柳树做了标记，那就是著名

的“左公柳”。望着这棵苍劲的老柳树，酒泉市委

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茹作刚不胜感慨：“人们 100

多年来一直在传诵‘左公柳’。今天，我们在祁连

山下营造出的这份历史功绩、这份绿色气质，又

哪里是‘左公柳’可以比拟的呢！”

方法对头，大有作为犹可期

一切现象的背后，都有章可循。思路更新、

产业风光、科技赋能、安居乐业、精神富足，彰显

了大大的“威武”。而祁连山得以“威武”，是因为

找到了、用对了图治的方法，更是因为把新发展

理念化成了生动的实践。

——这是辩证思维落地的体现，讲究方略不
蛮干。

如何认识、把握好保护生态与发展生产力之

间的关系，是记者在采访中问得最多的。武威市

委书记柳鹏给出的答案是：“辩证地看，科学地

谋，务实地干。”有了这样的认识，各地政府面对

保护与发展、发展与安全、优势与劣势、创新与守

正、提质与增效、潜力与显力、当前与长远、公平

与效率、先富与共富、奖杯与口碑等关系处理时，

作出了最为有利的战略安排。

——这是精准施策带来的改变，因地制宜不
硬干。

放矢要有的，下药要对症。任谁看，祁连山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矿业权退出工作都是块难啃

的硬骨头。但硬骨头非但没拖后腿，甚至还抢了

先。原因就在“精准施策”上，“共性问题统一尺

度，个性问题一矿一策”，分区域整治、分阶段推

进。不仅如此，生态修复也是坚持因地制宜不硬

干。“能够人工修复的，就人工修复，栽林还是种

草，土壤环境说了算。位置偏远、海拔过高的，就

选择自然修复静养。”肃南县自然资源局干部罗

英文告诉记者，他参与白泉门矿区大湾区段整治

修复，如今 3 万株云杉覆满河岸。

——这是系统观念推进的行动，统筹兼顾不
乱干。

通过统筹推进三北防护林建设、退耕还林

（草）、草原生态修复治理、草原灾害防治、冰川保

护等重点生态工程，“山水林田湖草沙冰是一个

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在祁连山区全面实践、落地

生根，一个治理有效、系统完备、功能提升的模式

形成。系统观念，也体现在地区的协调发展。据

甘肃省畜牧兽医局二级巡视员何其健介绍，自祁

连山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开始，肃南县的一些牧民

就尝试赶着羊群在农区“借牧”，有的租赁种植苜

蓿的土地，有的“消化”玉米采收后的秸秆，成了

秋后一景。

——这是久久为功追求的成效，持之以恒不
懈地干。

“生态文明建设是久久为功的事情。”习近平

总书记多次强调的这一点，经历祁连山环境整治

的党员干部熟稔于心。而真正做到长久求成效，

一要讲政治，胸怀“国之大者”，多干打基础、谋长

远的事；二要靠法治，长出制度的“牙齿”；三要推

动群治，动员群众，实现众人拾柴火焰高；四要严

格吏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五要坚持德治，

使绿色理念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习惯。落脚

到实践，成立祁连山林区法院、林区检察院，在祁

连山林区法院设立环境资源巡回法庭；建立生态

环境保护联席会议制度和政法、林草、水务、自然

资源、生态环境等多部门联动执法机制；从核心

区搬迁农牧民中选聘生态管护员⋯⋯无论哪一

个，都肩负着几代人“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的

绿色梦想。

由乱到治，大见成效。甘肃生态地位极其重

要，生态环境极其脆弱，实现高质量发展，还要爬

坡过坎，依然任重道远。

高质量发展怎样精进？高质量发展急需产业

支撑，但急需不等于可以饥不择食，决不能装进篮

子就是菜。甘肃省工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程学

钦坦言，现在能做到“确认有生态破坏风险的项

目，坚持一票否决”，在承接产业转移上，要瞄准更

高的要求。“十四五”期间，甘肃省将以补链、延链、

强链和引链为重点，育新提旧并举，促进各产业深

度融合和价值链转型升级，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

找准甘肃在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定位。当

然，这也绝不仅是甘肃省要解决好的重大课题。

绿色发展后劲怎样增强？如果后劲不足，那

么前期成效也会大打折扣。现实情况是，一边是

持续提升的生态保护修复需求，一边是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的矛盾。特别是甘肃，全省GDP不足1万

亿元、人均 GDP 全国排名落后，困难程度更是不

言自明。甘肃省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翟

建军告诉记者，保护与发展两件事都没有捷径可

走，更没有后路可退，需要加大支持力度，在有条

件 的 情 况 下 ，也 需 要 撬 动 更 多 社 会 资 本 参 与

其中。

“双碳”目标怎样达成？碳达峰、碳中和是重

大战略决策，是重大系统工程。对甘肃乃至全国

来说，减排并非坦途，这对经济结构转型、技术创

新、资金投入、消费方式转变以及制度框架、政策

体系等都提出更高要求，逐步实现“双碳”目标，既

考验能力，也考验定力。

⋯⋯

行而不辍，未来可期。只要路子对、人心齐，

没有什么干不成的事，祁连山会更加“祁”妙无

穷，诗意连连，河西走廊会更加绚丽灿烂。

造化自然，千秋万年；修齐平治，威武祁连！

（调研组成员：季 正 聚 齐 东 向 李 琛 奇

魏永刚 牛 瑾 佘 颖 周颖一 刘辛未 赵 梅

执 笔：魏永刚 牛 瑾 佘 颖 周颖一

统 稿：季正聚 齐东向 魏永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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