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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加快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甘肃加快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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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是连接欧亚大陆桥的重要通道，沟

通西南西北的交通枢纽。

市场繁荣，交通先行。甘肃不断完善综

合立体交通网，推进多层次一体化综合交通

枢纽建设，以“互联网+交通”等模式，加快交

通等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为建设现代

物流体系奠定了良好基础。

完善立体网络

“目前，兰州中川国际机场三期项目全场

区各专业工程全面开工建设，机场工程已完

成投资过半。”兰州中川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

程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工程管理协调组负责

人蒙路兵说，此项目除机场工程、空管工程、

供油工程 3 部分主体工程外，甘肃省还配套

建设综合交通枢纽环线铁路、高速公路 T3 航

站楼连接线、预留轨道交通工程及市政配套

工程的 4 个“项目包”。

“项目建成后，将全面提升兰州中川国际

机场基础设施保障能力、运行效率和服务水

平。”蒙路兵说，兰州中川国际机场三期项目

将于 2024 年 10 月建成投运。它将实现与兰

州至张掖三四线铁路、高（快）速公路等多种

交通方式深度融合，为构建以机场为核心的

“航空+高铁+城市轨道交通+高（快）速公路”

现代综合交通枢纽奠定基础。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必须完善国家综

合立体交通网。甘肃通过有序推进国家高速

公路待贯通路段建设和交通繁忙路段、共线

路段扩容改造，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

项目，加快完善甘肃“丝绸之路”“西部陆海”

“宁甘青”3 条主廊道 6 条主通道。通过构建

完善“三廊六通道”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布

局，增强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流通保障能

力。加快建设大敦煌“交响丝路 1 号线”综合

体、张掖新城互通立交“开口子”工程等项目，

推进交通运输与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努力打

造路衍经济千亿级产业集群。优化调整运输

结构，合理把握不同运输方式之间的比例关

系，发挥不同运输方式的比较优势和组合效

率，大力推进大宗物资中长距离运输“公转

铁”。

同时，甘肃加快构建城市群、都市圈交通

网络，通过推进兰西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

交通运输一体化发展，完善城市群铁路、民

航、快速公路网络，构建便捷高效的城际交通

网，提升城际客运服务品质。推进兰州都市

圈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建设，并推动城市过境

公路外绕段建设，推进客货高效分流，加强干

线公路与城市道路出入口等高效衔接，加快

瓶颈路段升级、打通待贯通路段。不断完善

城乡融合交通网络，为农产品进城和工业品

下乡双向流通提供基础支撑。

推进多式联运

“将兰州陆港打造为连云港向西开放的

前置港，将连云港打造为兰州向东开放的出

海港。”今年年初，兰州市与连云港市新时代

区域合作发展战略协议签署暨铁海联运班列

对开仪式以视频连线方式在兰州、连云港两

地同步举行。

此次签约后，两地企业将通过战略联

盟、资本合作、功能联合、资源共享等市场

化方式，增强两地国家物流枢纽间的业务对

接、标准协调和信息互联，加快融入联通内

外、交织成网、高效便捷的“通道+枢纽+

网络”全国物流体系，充分发挥市场主体作

用，有效整合双方优势资源，积极探索全新

运输模式，为两地贸易企业搭建一条绿色低

碳 、 高 效 便 捷 、 安 全 稳 定 的 铁 海 联 运 新

通道。

今年，兰州陆港克服各种困难，积极应对

不利影响，开行货运班列 81 列 5420 标箱，货

值约 6.6 亿元，总重约 10.4 万吨，发运货运航

班 69 班次。

推进多层次一体化综合交通枢纽建设是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基础。甘肃聚焦兰州

国家级陆港型物流枢纽和商贸服务型物流枢

纽承载城市、酒泉国家级陆港型物流枢纽承

载城市，构建多层次综合交通枢纽体系。推

动枢纽与城市综合一体开发，促进枢纽经济

发展。推动具有多式联运功能的物流园区建

设，加强重点枢纽集疏运铁路、公路及联运换

装设施建设，推进不同运输方式之间的有效

衔接。按照货运“无缝衔接”的目标，重点建

设兰州新区跨境电商物流园、酒泉智慧综合

物流园等具备多式联运功能以及线上线下结

合、干支衔接的综合货运枢纽（物流园区），服

务于省内重要经济开发区。

此外，甘肃加大对多式联运龙头骨干企

业的政策扶持力度，支持企业通过战略联盟、

资本合作、资源共享等方式，整合当地清关、

货代、运输、仓储等资源，积极拓展国内外地

面网络，提高“一站式”物流服务能力。依托

多式联运企业，推动建立全程“一次委托”、运

单“一单到底”、结算“一次收取”的多式联运

服务方式。

建设智慧交通

“清傅 5G+智慧公路建成后，将具备 8 公

里开放式车路协同无人驾驶测试路段。”甘肃

省交通运输厅科技处四级调研员赵一宝说，

目前正在积极推进项目前期工作，预计明年

实施建设。

清傅公路是 G312 线上海至霍尔果斯公

路重要组成部分，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环兰

基础路网，促进兰州市榆中生态创新城及兰

州新区互联互通，智慧化建设内容主要包括

对全线重点基础设施进行数字化改造，搭建

互联互通的网络传输与感知体系，建成智慧

交通大脑，通过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对采集汇聚的数据进行挖

掘分析应用，实现高速公路运行情况的精准

感知和预警，打造高效的管控体系，并完成智

慧隧道、智慧服务区、智慧桥隧等多项重点交

通场景智慧化应用。同时，清傅 5G+智慧公

路建成后将形成一套可复制、可应用、可推广

的智慧公路示范工程甘肃方案，为全省智慧

公路建设奠定基础。

“数字交通”是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的主要抓手。

甘肃省各级交通运输部门大力推进交通

运输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智慧化建设，加

快构建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

综合交通体系，深入推进智慧交通发展，全面

助力交通强国建设。当地以“互联网+交通”

为指引，按照“聚、通、用”的工作思路，以“整

合平台、对接系统、共享数据”为原则，全面推

进系统互联互通、数据交换共享，以“标准先

行、试点应用、成熟推广”的方式，积极推进智

慧公路建设，智慧交通建设取得了一系列新

突破、新进展。

“看得见、叫得响、调得动”，甘肃建成甘

肃省交通运输运行协调与应急指挥平台，实

现路网监测、生产调度、技术会商、应急处

置。建成“互联网+道路养护”平台，有效解

决了公路里程不清、病害信息难以统计、建设

监管跟踪困难等问题。

同 时 ，在 综 合 执 法、治 超 联 网、大 件 运

输、危货监管等方面建设了一批信息系统，

业务管理和治理能力大幅提升。建成全国

高速公路电子不停车联网收费、全省道路客

运 联 网 售 票 、“ 互 联 网 +政 务 服 务 ”、“ 互 联

网+出行服务”、12328 电话服务系统等一批

信息系统。

近日，安徽召开 16 个省辖市

二季度工作评议会，安徽省委负

责同志批个别干部“虚、躲、冷、

粗、假”，并指出作风问题背后是

政绩观问题，领导干部一定要处

理好显绩与潜绩的关系。

一段时间以来，个别地方领

导出现只注重显绩，不注意潜绩

的现象。比如抓“形象工程”，求

“轰动效应”，比如对于前任领导

规划、建设的园区和项目置之不

理而另搞一套，浪费了大量人力

物力财力。

部 分 领 导 干 部 片 面 追 求 显

绩，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因

素。从主观上看，一些领导干部

急于“表现”，干事喜欢“走捷径”，

项目追求“短平快”，对打基础、利

长远的工作，因暂时显不出政绩，

难入上级“法眼”，往往选择拒绝

或回避。从客观上看，少数地方

干部考核机制仍偏重于容易量化

的 物 质 成 果 ， 仍 以 GDP 论 英

雄；同时，一些地方干部任期

短，不到两三年就调整岗位，也

使他们不愿将更多精力投入到需

要久久为功的事情上。

其实，显绩与潜绩是对立统

一的关系。“潜”是“显”的基础，

“显”是“潜”的结果，后人的工作

总是建立在前人基础之上的，如

果大家都不去做铺路石，不能甘

于默默无闻地做一些基础性工

作，“显绩”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

之水，即使一时打造了“显绩”，也多是急功近利的“面子工

程”。因此，领导干部要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远见，要

有“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主观上摒弃“短平快”。

引导、激励党员干部多做埋头苦干的实事、创造泽被后

人的潜绩，要用好考核指挥棒。既要看当前成果又要看原

有基础，既要看时间短、见效快、容易显山露水的显绩，更要

注重考核打基础、利长远但又一时难以见效的潜绩。比如

对应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要求，增加能

够反映长远目标的项目，在具体考核指标中突出中心工作

分量；充分听取群众声音，把群众的“好差评”作为考察干部

“潜绩”的“测量尺”等。

当前，改革创新的任务更加艰巨。党员干部需要牢固

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不图一时之名、不贪一时之功，多干作

铺垫、打基础、利长远的事。“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

台，起于累土”，只有依靠党员干部带领广大群众“一张蓝图

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经济社会发展才能取得更大成

就，才能创造更加璀璨的业绩。

青山夹道，草木繁茂，盛夏的浙江省新昌县小

将镇，遍地的香榧林随风荡起绿色的波浪。

“这一大片山地，除了生态红线内的毛竹林，

其他都是香榧林。”登上小将镇南洲村一处山头，

香榧种植户丁强给记者算起了收益账：“以前，漫

山遍野的毛竹砍了生、生了砍，价格很低，没多少

经济效益；换种香榧后，去年销售干果 4000 斤，收

入 30 多万元。”

同样是绿水青山，收益反差为何巨大？“毛竹

林 13.9 万亩，总产值不过百万元，大多被撂荒在那

里。”新昌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吴青松告诉记者，因

山高路远，终端销售价格低、劳动力成本高，这些

林地大多无人问津，造成资源闲置浪费。作为“八

山半水分半田”的山区县，新昌有 30 多万亩毛竹

林、板栗林、荒芜果园等低效林。

不能守着好风景、好资源，却过着穷日子。经

过近半年摸排、调研，新昌决定用 3 年时间，探索

将 10 万亩低效林逐步改造为高效“经济林”，将目

光锁定在了香榧种植上。

“香榧储存运输方便、市场价值高，我们正好

处在最适宜种植香榧的地理位置和气候带上。”在

县里进行低效林改造前，种植大户俞益平已尝到

香榧致富的“甜头”。

天刚亮，新昌县康益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

事长俞益平来到位于小将镇大雷村的香榧种植园

查看树苗长势。“这些都是大龄香榧苗，过几年就

能采摘产生收益了。”俞益平告诉记者，他种植的

香榧示范园区 2750 亩，丰产期产值 540 万元，帮农

民增收 100 多万元。

通过香榧助农增收，需要长效机制。新昌确

定了“土地流转、资源入股、平台开发、规模经

营、金融扶持、期权兑现、强村富民”的闭环运

行机制，把闲置资源转化为优质资产，让农民成

股民，资金成股金，实现“存进绿水青山、取出

金山银山”。

“流转低效林，前期农户直接领取每亩 600 元

的年租金和林木处置费，后期还能按香榧产量分

红。”吴青松告诉记者，“盛产后，10 万亩香榧林年

利润可达 5 亿元，低收入农户每年至少增加 5000

元收入，年均固碳释氧价值达 3600 多万元。”

从毛竹林到种榧树，再到产果子，需要七八

年。考虑到一般工商资本不愿轻易投资，新昌选

择国有企业作为投资主体，通过向国有政策性金

融机构申请筹措资金，拓展山林权融资功能和规

模。目前，国开行已授信中长期贷款 30 亿元。

为消除群众顾虑，新昌邀请香榧产业致富带

头人现身说法，组织技术专家进村培训，引进龙头

企业开展示范种植⋯⋯慢慢地，越来越多的村民

行动起来。

在低效林改造中，新昌没有局限在单纯香榧

种植上，而是主动谋划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发展

高标准香榧基地，在种植传统香榧苗木基础上，引

进更多象牙榧等优良品种，做大香榧“一产”；开展

深加工研究，延伸香榧产业链，提高产业附加值，

积极推进“二产”；结合全域旅游规划，在规模种植

香榧的乡镇、村，大力开发以香榧为主题的特色旅

游线路，融合发展“三产”。

“香榧产业绿色、生态、富民，是我们推动共同

富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新亮点，也是实现农民

增收的新途径，一定要做大做强这个产业。”新昌

县委书记黄旭荣说。

图图①① 敦煌至当金山口高敦煌至当金山口高

速公路速公路。。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图图②② 兰州陆港举行的兰兰州陆港举行的兰

州—连云港铁海联运首发班列州—连云港铁海联运首发班列

现场现场。。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①①

②②

7 月 18 日，山东港口青岛港前湾集装箱码头车船如织，整个港区十分繁忙。今年以来，青

岛港依托山东港口一体化发展平台，积极开拓海外市场，航线不断丰富和迭代，上半年新增航

线 15 条，船舶靠离艘次同比增长 4.39%。 吴绍洋摄（中经视觉）

资源变资产 青山成金山
——浙江新昌发展香榧产业盘活低效林地

本报记者 柳 文

图为新昌县小将镇的香榧种植基地图为新昌县小将镇的香榧种植基地。。 周熠君周熠君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