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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蔡文正
通讯员 冯作文

今年以来，兰州石化牢牢把握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坚持整体效益最大化主线，推

动企业从“生产型”向“经营型”转变，加快建

设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示范企业。今年 1

至 6 月，公司加工原油 428.6 万吨、生产乙烯

73.2 万吨。

优 化 生 产 经 营 提 升
质量效益

兰州石化坚持“控油增化”“控油增特”，强

化资源、产品、营销、市场全链条管控，加强原

油原料、产品结构、加工路线、操作运行、产运

销储全流程优化，深入调整结构、优化运行。

公司每天召开生产调度会，推行管理人

员陪检、专业技术人员日检、岗位人员不间

断巡检，统筹装置大检修期间原油、原料及

中间产品优化平衡，抓好炼化物料互供和装

置联合优化运行，建立重点产品、关键时段

24 小时产供销专项值守机制，强化资源进

厂、产品出厂、销售进度、库存变化实时监

控，保持产销动态平衡。

在炼油业务发展方面，大力拓展高标号

汽油和高效油品市场，积极恢复和扩展航煤

消费增量；化工和新材料业务发展方面，重

点优化乙烯装置投油结构，统筹下游聚烯烃

装置排产、推动高附加值产品增产上量，持

续提升丁腈橡胶产品市场竞争力；炼油催化

剂业务发展方面，强化精细化工产销优势，

实现甲乙酮、丙烯酸、偏三甲苯、正己烷等产

品增产增销。目前，炼油高效产品收率提升

至 69.4%，丁腈橡胶产量创历史新高，炼油

催化剂产销均创出历史峰值，成功生产茂金

属聚乙烯，氯化聚乙烯基料实现工业化生

产，己烯-1 产品出口欧洲。

兰州石化以效益为目标、以降本为手

段、以增效为追求，基层算成本账、机关算效

益账、公司算整体账，全面推进提质增效。

2022 年全年实现提质增效 8.68 亿元，今年

累计实现提质增效 3.71 亿元。

聚 焦 绿 色 安 全 攻 坚
“四年一修”

兰州石化今年的大检修是首次“四年一

修”，检修工期 60 天左右，涉及 72 套装置

4671 个检修项目，集检修、改造、升级、项目

建设于一体，重点推进乙烯改造项目管线甩

碰头、征地拆迁及安全生产制约难题整治。

由于检修时间紧、任务重，检修高峰期单日

作业人员超万人。

“安全、绿色、精益”是兰州石化此次大

检修的主题。公司对标炼化装置大检修规

范化管理 100 条，分系统、分装置编写大检

修指导手册和开停工方案，狠抓施工方案、

现场施工、作业监督、质量验收、检查考核等

标准化管理，将安全作为“红线”，靠实安全

生产“双区长”制和“网格化”管理，保障安全

检修。公司突出绿色检修，强化应用密闭吹

扫、钝化清洗等先进的环保管控方法，确保

“ 气 不 上 天 、油 不 落 地 、渣 不 乱 倒 、声 不 扰

民”，实现零污染检修。

公司相关部门、属地单位协同奋战，严

格执行检修计划和网络进度图，每天召开调

度会，研究解决疑难问题，实现检修项目日

清日结、重要工作不过夜。在大检修期间，

兰州石化强化榆林、长汀、无锡等域外企业

经营创效工作，最大程度弥补大检修期间企

业效益损失，为完成全年生产经营目标任务

创造条件。

依 靠 创 新 驱 动 加 快
转型升级

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加快转

型升级成为传统炼化企业再造竞争优势的

必选项。

兰州石化立足现有清洁油品、合成树

脂、合成橡胶、炼油催化剂、润滑油基础油

“五大生产基地”，按照“炼油调结构、树脂品

牌化、橡胶特色化、催化剂系列化、小品种精

细化”思路，推动企业从“燃料型”向“原料+

材料”型转变。

公司建成投产长汀催化剂、长庆乙烷制

乙烯、3.5 万吨/年特种丁腈橡胶、电容膜聚

丙烯等重点项目，丁腈橡胶为国内规模最

大、品种最全、牌号最多的产品；炼油催化剂

产品产能跻身世界前五。

为加快开发高端新材料新产品，兰州石

化组建了科技创新中心，联合 19 家单位成

立甘肃省化工新材料创新联合体，聚焦瓶颈

和“卡脖子”难题，开发应用医药用聚烯烃树

脂、高耐磨羧基丁腈橡胶等一批成套技术，

自主开发了 10 万吨/年超高分子量聚乙烯

等工艺包，茂金属聚乙烯生产技术获得中国

石油集团公司年度“十大科技进展”。公司

加大“高精尖特专”产品高端化、系列化、差

异化、品牌化、定制化研发，着力打造合成树

脂 、合 成 橡 胶 、催 化 剂 优 势 特 色 产 品 群 。

2022 年，公司开发新产品 34 项、新材料 22

项，锂电池隔膜材料等 20 个新产品实现工

业化生产。今年上半年，公司完成 23 项新

产品工业化生产，产量达 24.09 万吨，生产

新材料 19.28 万吨。

—兰州石化依靠创新驱动推进高质量发展纪实

加快转型升级 培育竞争新优势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白永萍

一栋栋农家小屋点缀在绿水青山间，一个

个产业示范园里果蔬采收正忙，一辆辆满载着

农产品的三轮车穿梭在村道上……夏末秋初，

行走在甘谷县安远镇，一幅和美乡村新画卷正

在徐徐展开。

今年以来，安远镇立足镇情实际，坚持把壮

大村集体经济作为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通

过建强支部、培优产业、引进人才、联农带农等措

施，大力发展玲珑小番茄、水果黄瓜、榆黄菇等特

色产业，持续推动村集体经济提档升级。

截 至 目 前 ，安 远 镇 村 集 体 经 济 总 收 入

729.76 万元，同比增长 216.7%，村均收入 20.27

万元。

在王马村玲珑小番茄产业示范园里，记者看

到，日光大棚里，红彤彤的玲珑小番茄缀满枝头，

现场务工的村民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

王马村党支部书记马小东告诉记者，为了壮

大村集体经济，去年以来，镇、村干部先后多次赴

天津、山东、陕西等地走访调研，最终确定了产量

好、颜值高的玲珑小番茄种植项目。今年共整合

涉农资金 149 万元，建造了 12 座日光大棚，种植

玲珑小番茄。

“别看玲珑小番茄个头小，口感产量那都是

个顶个的好。”玲珑小番茄产业示范园负责人刘

军强告诉记者，产业示范园还和河南农业大学建

立了科研院所直通车制度，采摘的玲珑小番茄按

照每斤 2.5 元的价格统一销售，一座棚下来少说

也能挣 2 万多元。

“按照目前玲珑小番茄的销售情况，再加上

村里发展种植的贝贝南瓜、火龙果、水果黄瓜等

产业，今年下来，我们村的集体经济收入有望突破 60 万元。”

马小东说。

据介绍，王马村的玲珑小番茄不仅壮大了村集体经济，还

为村民提供了近 40 个临时就业岗位，让村民们顾家赚钱两不

误，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

“ 自 从 产 业 园 建 起 来 之 后 ，我 就 一 直 在 这 打 工 ，不 仅

赚 了 工 资 ，还 学 到 了 玲珑小 番 茄 种 植 技 术 。”王 马 村 村 民

张 琦 笑 着 说 ，等 全 面 掌 握 种 植 技 术 后 ，自 己 也 想 建 棚 种 植

玲 珑 小 番 茄 。

安远镇还深入挖掘“全国辣椒之乡”品牌，聚焦壮大村集体

经济发展，创新“党支部+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公司”的发展

思路，动员西城村 126 户群众将分散的 500 亩农田，以“土地银

行”的形式入股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邀请第三方公司合作，以

“统一地块、统一育苗、统一种植、统一施肥、统一滴灌、统一收

购”的标准化模式，发展辣椒种植产业。

“收入所得，我们按照所持股份分红，农户占纯收入股份的

80%，村集体和公司各占 10%，每年预计可增加村集体经济收

入 20 万元以上。”安远镇党委书记汪建全说。

“推动村集体经济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促进农村共同富

裕的重要内容。”汪建全说，我们将鼓励村集体利用资金、资产

和资源，以入股联营、合作租赁、专业承包等形式大力发展产

业，加快壮大村集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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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王占东 范海瑞 金奉乾

新能源汽车充上绿电能跑得更快更低

碳。可是，你见过电动三轮车也可以利用

太阳能奔跑吗？

夏日，记者在武威市凉州工业园区看

到，这里生产的新能源电动三轮车，不但

用 上 了 绿 电 ，而 且 随 时 随 地 能 让 车 子 在

“日光浴”中充电，享受零碳、零花费的用

能服务。

正在创造用“活”绿电故事的企业，是

甘肃牛电森祥车辆制造有限公司。由该公

司研发生产的带光伏发电板的新能源电动

三轮车正销往西北五省区的广大城乡。

近日，记者在该企业生产车间看到，一

辆辆架设光伏发电板的电动三轮车，正从

生产线依次下线。这些新能源电动三轮车

分为两种制式——驾驶座敞开式和驾驶座

厢体式，光伏发电板分别设置在车辆驾驶

座防雨棚的上方和车厢顶部，面积在 1—2

平方米之间。

“三轮车上装载光伏板，就升级到了光

电互补模式。车子在田间地头、在家里存

放时都能自动充电，充满电最少可跑 60 公

里。”甘肃牛电森祥车辆制造有限公司董事

长张生强告诉记者，“让更多的人特别是广

大农民兄弟用上充电的新能源电动三轮

车，我们找到了新路径。”

甘肃牛电森祥车辆制造有限公司进军

新能源电动三轮车制造领域，还蕴含着一

个企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故事。

早在 1998 年，张生强就进入了车辆销

售行业——在武威市注册企业，代理“永

久”牌自行车销售。2010 年，张生强进入

了电动三轮车生产制造领域，并于 2012 年

注册成立甘肃森祥永久摩托车制造有限公

司，“永久绿将”牌电动三轮车深受消费者

喜爱。2019 年企业正式被批准进入工信

部目录，成为国标产品制造企业。2020 年

底，张生强又挺进新能源电动三轮车研发

制造新赛道，注册成立甘肃牛电森祥车辆

制造有限公司，目前拥有 8 个品系 40 多个

类别，年产 30 万辆环保绿色的新能源电动

摩托车、快递车、环卫车等。

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

的强大支撑。

记者在焊接车间看到，一条条生产线

上，全部实现了机器人自动焊接，并引进双

机联动互补焊接技术，两台机器人并列，同

时焊接正面，车架自动翻转，再同时焊接背

面。整车核心车架，通过自动翻转一次成

型，成为国内电动摩托车行业车架焊接首

创技术。

张生强说：“机器人焊接流水线，不仅

提高了产品工艺、精度、强度，还节约了成

本，将原来的人工效率提高了 7 倍以上，提

高了企业核心竞争力。”

品质在提升，人性化服务也在加速。

在生产车间，张生强拿着一个智能控

制器说：“这是我们的最新研发技术，它有

国际发明专利，是由 SOC 集成芯片支撑的

智能集成装置，可实现车辆故障提醒功能，

可以在车前的仪表显示器上自动提示故障

点位，使维修更加便捷。”

不仅如此。在一辆新能源电动三轮车

前，张生强拿着手机，在微信上找到企业研

发的“智慧电三”小程序，通过蓝牙连接，可

以在可视化界面轻松掌控眼前车辆的状态

调节、速度调节、动能开关等功能，并且还

有一键检测故障功能。

甘肃牛电森祥车辆制造有限公司专注

绿色低碳产品制造，连续三年研发投入呈

上升趋势。目前，自主研发的光伏太阳能、

SOC 智能控制器、互联网+智能系统、机器

人双机联动智能自动翻转焊接等新产品新

技术新工艺项目达 56 项，先后取得了 60

余项国家专利证书。

——凉州区新能源电动三轮车生产见闻

用 ““““““““““““““““““““““““““““““““ 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 ””””””””””””””””””””””””””””””””绿 电

8 月 10 日，和政县城关镇咀头村雨后的道路、民居、田园等相映成趣，构成一幅美丽的山村画卷。近年来，咀头村持续开展农村生态环境整治，全力打造生态良好、环境优美、生活富裕的

美丽新农村。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田蹊

（接 1版）

兰州新区分层分类打造现代公司治理

示范企业。石化集团专精特新产业孵化基

地与 50 余个双一流院校和科研院所开展产

学研合作，入驻专精特新项目 170 个，落地

产品达 560 种，其中打破垄断、替代进口产

品超 110 种，出口产品近 200 种。科文旅集

团以 12 项运营孵化器及基地资质为契机，建

成企业入孵“一站式”服务等十大服务平台，

产业孵化大厦（国家级孵化器）新引进企业

39 家，新培育高新技术企业 7 家、科技型中

小企业 38 家，累计服务 200 余家企业，获评

“优秀（A 类）”省级创业就业孵化示范基地。

上 半 年 兰 州 新 区 监 管
国企实现营收 976 亿元

（接 1版）

“中药材质量安全关乎群众生命安全，

我们将履行好各项服务职能，认真开展中药

材药品检验方法和标准研究、起草和复核，

尽心尽责做好各项中药材检测工作，为陇西

中医药产业发展贡献力量。”董文涛说。

据了解，陇西在建成完善的追溯体系

基础上，加强中药材检测，目前，全县共有

中药材检验检测机构 6 家，是西北覆盖最

全的中药材质量检验检测基地。

岷县素有“千年药乡”之美誉，高寒阴

湿的生态气候环境，孕育了当归、黄芪、党

参等 310 多种优质中药材生长，是全国著

名的道地药材主产区。

这里生产的道地中药材质量如何保证？

7 月 29 日，记者前往岷县当归研究院

一探究竟。

气相色谱室、液相色谱室、原子吸收

室……研究院里，多种检测仪器保证了中

药材检测的全面性和准确性。

为了服务当地中药材企业发展，研究

院为全县 64 家中药材企业和合作社免费

进行检测，极大地节约了企业检测成本，岷

县中药材的市场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我们的检测效率很高，从收到样品开

始计算，最多一周内检测结果就能送到企

业手中。”岷县当归研究院党组成员刘鹏伟

说，检测结果我们都会再三审核确认，确保

准确无误。

在研究院的大门内，摆放着一个木箱，

里面装着价值 190 万元的电感耦合等离子

质谱仪。

“这是我们最新购买的重金属检测设

备，一次检测就可以检测出多种重金属的含

量，检测的准确度进一步提高。”刘鹏伟说。

在研究院，除了检测中药材质量，还有

很多种植户邀请检测人员去他的田地里看

一看、测一测。

“种植户想要在地里种植中药材，但是

不知道他地里的土壤是否适合种植中药材

或适合种植哪种中药材，便邀请我们检测

种植土壤，从而决定种不种、种什么。”刘鹏

伟说。

如今，“岷归”金字招牌更加闪亮，中药

材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金钥匙”。

严把检验关 确保中药材质量安全

（接 1版）

人 才“ 聚 能 ” 提 升
人才服务

项 目 多 、产 业 兴 的 背 后

是人才资源的支撑。静宁县

确定“双招双引双投、双建双

设双助”归雁核心任务，积极

引导具有丰厚人力、财力、智

力资源的静宁籍在外人士投

资家乡。

静 宁 县 通 过 深 入 推 进

“ 放 管 服 ”改 革 ，健 全“ 一 站

式”服务体系，在工商准入、

税 收 减 免 、创 业 用 地 等 13

个 方 面 为 归 雁 人 士 打 造 政

策 最 优 、成 本 最 低 、服 务 最

好、办事最快的“四最”营商

环境，全力做好“归雁工程”

“心”服务，解决了归雁项目

落 地 实 施 和 归 雁 人 员 后 顾

之忧，先后促成昊康牧业肉

牛 繁 育 基 地 二 期 和 肉 牛 加

工 冷 链 物 流 基 地 等 项 目 落

地建设，推动县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

“ 当 地 政 府 大 力 优 化 营

商环境，为我们多渠道配套

建设厂内道路等基础设施，

办理土地流转、环保审批等

提供了服务。目前，我们基

地 的 养 殖 规 模 已 达 6000

头。”静宁县昊康牧业肉牛养

殖基地负责人杨鹏说。

静宁县“归雁工程”一揽

子政策的出台、一系列活动

的实施、平台的搭建、机制的

创新，回流了人才、蓄积了动

能、改善了民生，赢得了在外

游子和广大群众的广泛认可

和积极参与。

五湖四海的静宁籍人士

响应“归雁工程”号召，把新

理 念 、新 技 术 带 到 家 乡 ，先

后 建 成“ 归 雁 棚 ”“ 归 雁 田 ”

“ 归 雁 林 ”，设 立“ 归 雁 基

金”，开展“归雁门诊”，开设

“归雁课堂”……

截至 8 月 1 日，静宁县引

才 入 库 总 人 数 3 万 余 人 ，其

中 有 投 资 创 业 意 向 者 7112

人 ，有 就 业 意 向 的 7907 人 ，

有宣传、消费、帮扶意愿的更

是数不胜数，大家都各尽其

能帮助家乡发展。

服 务“ 蓄 能 ” 打 造
“前哨阵地”

日 前 ，在 湖 南 长 沙 召 开

的静宁县“归雁工程”招商引

资座谈会上，静宁县“归雁工

程”驻湖南联络服务站揭牌，

静宁县委主要负责人向站长

姚依农颁发聘书。

这 是 继 北 京 、深 圳 等 地

后 ，静 宁 县 设 立 的 第 8 个 驻

地联络服务站。姚依农在座

谈会上说：“服务站的建立，

为静宁在外游子搭建了一个

了解家乡、关注家乡、回报家

乡的平台。”

据介绍，静宁县“归雁工

程”驻外联络服务站主要负

责招商引资、招才引智和宣

传推介工作。目前，静宁县

归雁办设置部门服务机构 37

个 、乡 镇 服 务 机 构 24 个 、驻

地 服 务 机 构 8 个 、组 建 归 雁

各地工作群 15 个。

“青岛站组建以来，我们

积极参与招商引资和‘爱心

静宁’工程建设，鼓励在山东

的静宁籍人士和山东企业家

到静宁投资创业、捐资捐助，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青岛联

络服务站站长陈克平说，青

岛艾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来

静宁进行了实地考察，计划

投资万寿菊种植及叶黄素提

取深加工项目。

据了解，静宁县“归雁工

程”驻外联络服务站成立以

来，静宁县委、县政府主要负

责人带队前往上海、深圳、青

岛、北京等驻外联络服务站，

开展“归雁工程”招商引资活

动 13 次 ，签 约 项 目 19 项

44.27 亿元。

静宁：“归雁工程”为高质量发展添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