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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谱写富民兴陇新篇章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陈发明

赵

梅

党的十八大以来，甘肃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对甘肃的重要指示要求，全省各族干部群

众负重自强、顽强拼搏，推动各项事业全面进步，

呈现出综合实力显著提升、改革开放不断深化、

生态治理大见成效、人民生活明显改善的良好局

面，如期实现同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

目标。

培育产业接续推进乡村振兴

姚东利家住甘肃通渭县李家店乡姚川村，

2017 年之前是建档立卡贫困户。2015 年，李家店

乡因地制宜发展以金银花为主导的特色产业，姚

东利观望 2 年后，将自家 6.5 亩地全种上了金银

花，一年平均收入 3 万多元，摘掉了贫困户帽子。

在甘肃，数百万贫困群众像姚东利一样实现

脱贫增收。党的十八大以来，甘肃如期实现现行

标准下 552 万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7262 个贫困村全部出列，58 个国家片区贫困县和

17 个省定插花型贫困县全部摘帽，区域性整体贫

困得到解决，书写了脱贫攻坚的甘肃篇章。

随着“牛羊菜果薯药”六大特色产业蓬勃发展，

甘肃脱贫群众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2013年的 2415元

增加到 2020年的 8539元，年均增长 19.8%。甘肃脱

贫人口全部实现“两不愁三保障”，义务教育巩固率

达到96%以上，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

保障”全面建立，88.63万户群众通过危房改造住上

安全住房，106.9万农村人口通过易地扶贫搬迁住进

新家，历史性地解决了农村饮水安全问题。

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后，甘肃将 5 年过渡

期作为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

兴陇新局面的新起点，在巩固成果上持续用力，

接续推进脱贫地区发展。

为进一步稳定农民增收渠道，甘肃启动实施

了现代丝路寒旱农业优势特色产业 3 年倍增行动

计划，重点支持帮扶产业补上技术、设施等短板，

巩固脱贫人口稳岗就业良好势头。2021 年，甘肃

脱贫人口人均收入首次突破万元，达到 10079 元。

去年 5 月 28 日，周鹏超被中国石化集团派驻

到东乡族自治县布楞沟村担任第一书记。“脱贫

之后要为村里的产业发展培育持续造血功能。”

周鹏超告诉记者，一年多来，他们设计注册了“崖

端云上”商标，打造布楞沟木耳品牌，2021 年实现

销售额 130.35 万元。2013 年以来，中国石化累计

在东乡县投入帮扶资金超 6 亿元，帮助东乡县

3102 户、16952 名贫困群众实现脱贫。

甘肃携手天津、山东两省市和 36 家中央定点

帮扶单位，启动“一县一园”和“百村振兴”计划，

共建产业园区 73 个，协力打造乡村振兴示范村

171 个，引进了一批联农带农、促进地方产业发展

的大企业、大项目，帮助脱贫群众就业 24.1 万人

（次），消费帮扶金额达 79.8 亿元。

守护绿水青山铺就发展底色

盛夏时节，甘肃天祝县炭山岭镇原千马龙煤

矿绿意盎然。千马龙煤矿于 1991 年建成投产，曾

是天祝县重点企业之一，99.4%的矿区面积处在祁

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内。

“2017 年 8 月份，我们按照‘边拆除、边清运、

边覆土绿化’的治理方案，对千马龙煤矿进行生

态环境整治。”天祝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张有宗说，

通过关闭煤矿、植树造林，昔日的矿区已不见踪

影，取而代之的是绿色山川。

近几年，甘肃将祁连山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作

为重要政治任务，以“钉钉子”精神一抓到底，按

期完成阶段性整改任务，实现“由乱到治、大见成

效”。甘肃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闫子江介绍，评

估结果显示，祁连山保护区生态质量稳中有升、

持续向好，植被生长状况明显改善，明显改善区

域占保护区总面积的比例增加 37.5%。

甘肃不断加大重点生态工程实施力度。通

过加大南部秦巴山区生态保护和修复力度，陇南

长江生态林建设和天水南北两山绿色生态长廊

初具规模。统筹实施甘南黄河上游水源涵养区、

河西走廊、秦岭生态保护和修复等重大生态工

程，仅 2021 年就完成营造林 343.5 万亩、沙化土地

治理 212.2 万亩、草地改良治理 411 万亩。

甘肃是黄河流域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和补给

区，肩负着黄河中上游生态修复、水土保持和污染

防治的重任。为此，甘肃构建了黄河流域生态环

境质量监测“一张网”，将沿黄流域划定为 513 个环

境管控单元，与相邻 4 省份签订跨界流域水污染联

防联控框架协议，黄河干流出境断面水质连续 6 年

达到Ⅱ类。2021 年，甘肃沿黄流域 41 个国考断面

水质优良比例为 92.68%。

立足生态环境脆弱、自然条件严酷的省情实

际，甘肃把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作为优化产业结

构的前提要求，将构建生态产业体系作为建设幸

福美好新甘肃的现实路径。“十三五”期间，甘肃

省共压减生铁产能 160 万吨、粗钢产能 174 万吨，

关闭退出煤矿 100 处、化解过剩产能 1400 万吨。

同时，甘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2021 年装机容量

达 1285 万千瓦的新能源项目开工建设，新增并网

装机 740 万千瓦，建设规模达到 3355 万千瓦，酒泉

建成全国首个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

甘肃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

年，甘肃十大生态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0%，占

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24.7%；新能源外送电量

达 114.5 亿千瓦时。

“一带一路”引领外贸提质增量

7 月中旬，天水大洲跨境电商综合服务有

限公司申报的 15 吨秦安蜜桃通过跨境电商

B2B 模式顺利出口新加坡，这是甘肃跨境电

商发展驶入兰州、天水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

验区双轮驱动“快车道”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甘肃出台新时代融入“一带一

路”建设规划，制订配套实施方案，谋划具体

实施路径，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统领，推动

高水平对外开放。

随着兰州铁路口岸、航空口岸和敦煌航空口

岸建成运营，以及武威保税物流中心（B 型）、兰州

新区综合保税区 2 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分别封

关运营，甘肃依托开放口

岸 ，建 成 运 营 进

境植物种苗、肉

类 、冰 鲜 水 产

品、水果、粮

食、木材、整

车、活体动物

8 类 10 个指定口岸，境外货物可直达甘肃再分销，

集散效应不断扩大。此外，甘肃还在“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设立了 14 个商务代表处，与 18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往来关系。

甘肃致力于建设四通八达的外运通道。今

年 2 月 4 日，75011 次中欧班列“天马号”在甘肃武

威南站驶出，发往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此次

班列的开行，开辟了甘肃省中欧班列跨里海、黑

海发运的跨境陆海联运新通道，助力甘肃加强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往来。

近 年 来 ，甘 肃 围 绕“ 畅 通 道 、聚 物 流 、兴 产

业”，以通达国际的外运通道为支撑打造枢纽制

高点，带动甘肃优势产业融入国际大循环。5 年

来开通了 21 条国际贸易线路，通过铁路、公路、海

运等方式通达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货运班列

实现多式联运常态化运营。

随着开放平台和外运通道建设不断完善，甘

肃对外贸易不断提质增量。近年来，甘肃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累计实现贸易额 909 亿元，年均

增长 11.5%，占贸易总额的比重达 46%。

借力“一带一路”东风，甘肃外贸主体规模由

“十三五”时期末的 4500 家增加到 7100 多家，全省

进出口 1 亿元以上外贸企业达 41 家；跨境电商交

易额达 23.8 亿元，连年保持倍速增长。此外，甘肃

累计建成国家级外贸转型升级基地 6 个，省级外

贸转型升级基地 28 个。甘肃支持企业在“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设立国际营销网点 121 个，带动甘肃

省特色优势产品“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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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川上隆起产业高地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陈发明

今年 6 月份，位于甘肃兰州新区的甘肃海亮新

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15 万吨高性能铜箔材料项

目一期首条生产线试产成功，距离项目开工还不到

半年时间。

“项目从落地到开工的高质量快速建设，得益

于兰州新区亲商清商、尊商护商的营商环境。”甘肃

海亮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树光说，“行业

同类项目从开工到试生产建设周期一般需 18 个

月，但我们的项目不到半年时间就成功出箔。”

兰州新区位于秦王川盆地，是 2012 年 8 月份

国务院批复设立的全国第五个、西北第一个国家

级新区。10 年来，兰州新区从 3 个村镇起步，实现

了从拓荒起步到新城崛起、改革从学习跟跑到赶超

领跑、发展从基建拉动到产业带动、生态从黄土荒

丘到花海绿洲的“四大转变”，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

速保持在 20%以上。

兰州新区的快速发展，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

境。近年来，兰州新区打造 365 天 24 小时不打烊的

商事登记模式，创新“容缺登记、工位注册、独任审

核、包容审慎”的服务机制，企业开办从“即时即办、

一日办结”到“30 分钟办结”，开办费用“零成本”，

市场主体年均增长 30%以上。

兰州新区出台普惠制产业发展扶持奖励政策，

推行“标准地”出让，创新弹性年期供应、租赁、先租后

让、作价出资（入股）等灵活供地方式，大幅降低企业

生产要素成本，大数据、大工业电价降至0.28元/千瓦

时、0.35元/千瓦时，工业用水降至 2.69元/吨，社保费

率降低25%，企业总体要素成本下降20%以上。

与“十三五”初期相比，兰州新区的国家级高新

技术企业总量增长 2.8 倍；省级以上工程研究中心、

重点实验室增长 2.3 倍；规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

业总量增长 2.5 倍，营业收入增长 1.9 倍。

近年来，兰州新区按照“产业园区化、园区专业

化”发展思路，培育形成了先进装备制造、绿色化

工、新材料、新能源、数据信息、生物医药、现代农

业、城市矿产和表面处理、商贸物流等现代产业集

群，已成为西北地区产业集聚发展新高地。

前不久，在第二十八届兰洽会期间，兰州新区

成功引进签约产业项目 32 个，总投资 700.2 亿元，

签约所有项目均为投资亿元以上产业项目。

兰州新区管委会主任李东新表示，将严格落实

“一个项目、一名领导、一套班子、一个方案、一抓到

底”项目责任制，给每个项目配好“保姆”，以优质、

快捷、全方位的项目服务和一流营商环境、一系列

最优惠政策保障项目快速推进，将企业生产营业成

本压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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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 游客在甘肃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游客在甘肃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

景区游览景区游览。。 张晓亮张晓亮摄摄（（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图图②② 甘肃张掖市甘州区乌江镇新河田甘肃张掖市甘州区乌江镇新河田

园综合体稻田景观区园综合体稻田景观区，，呈现出一幅秀美的田呈现出一幅秀美的田

园风景画园风景画。。 王王 将将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图图③③ 甘肃兰州新区绿色化工园区甘肃兰州新区绿色化工园区。。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