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要闻 2023年 11月 27日 星期一 责编：于倩 美编：孟莉娜

（接 1版）

青海坐拥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

每年从这里输出的清洁水源，约占到黄

河全流域的一半。在总书记心中，青海

生态就像水晶一样，弥足珍贵而又非常

脆弱。

在察尔汗盐湖，了解柴达木循环经

济发展情况；在清洁能源企业，考察太

阳能电池生产线；在省生态环境监测中

心 ，通 过 远 程 视 频 察 看 黄 河 源 头 鄂 陵

湖－扎陵湖等点位实时监测情况……

考察中，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青海的

生态保护问题。

总书记明确要求：“青海最大的价

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

潜力也在生态，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放

在突出位置来抓”。

在一次座谈会上，提及保护“中华水

塔”，总书记提出：要想一想这里是国内

生产总值重要还是绿水青山重要？作为

水源涵养地，承担着生态功能最大化的

任务，而不是自己决定建个工厂、开个

矿，搞点国内生产总值自己过日子。

从上游的“中华水塔”三江源，到中游

的“中央水塔”秦岭、“华北水塔”山西……

山一程，水一程，总书记心系“国之大者”。

“你们这里是华北水塔，京津冀的

水源涵养地，是三北防护林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拱卫京津冀和黄河生态安全的

重要屏障。”2020 年 5 月，在山西考察时

习近平总书记这样强调。

黄河第二大支流汾河，孕育了灿烂

的三晋文化。由于流域内过度开发，汾

河生态曾遭受很大破坏，水质受到严重

污染。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一定要高度

重视汾河的生态环境保护，让这条山西

的母亲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

光美起来。”

这次来山西，总书记专程到汾河岸

边走一走看一看。

当地同志汇报，太原市采取了汾河

及“九河”综合治理、流域生态修复等举

措，汾河水质逐渐向好，两岸绿化带成

为市民休闲娱乐的场所。

总 书 记 频 频 点 头 ：“ 真 是 沧 桑 巨

变！太原自古就有‘锦绣太原城，三面

环山，一水中分’的美誉，如今锦绣太原

的美景正在变为现实。”

“要切实保护好、治理好汾河，再现

古晋阳汾河晚渡的美景，让一泓清水入

黄河。”总书记对当地领导干部强调。

从汾河入黄口北望，黄河劈开晋陕

峡谷，两侧的黄土高原连绵起伏，这里

是黄河泥沙的重要来源。如今，绿意正

在点染这片黄色的土地。

2022 年金秋时节，陕西省延安市安

塞区高桥镇南沟村的苹果园，一片丰收

景象。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走 进 果 园 ，同 老 乡

们 亲 切 交 流 ，并 采 摘 了 一 个 红 红 的 大

苹果。

延安，曾是我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

地区之一。如今，随着退耕还林、植树

造林等治理水土流失的举措持续推进，

曾经的沟沟峁峁已是树成荫、木成林。

总书记曾在陕北插队，回忆起知青

岁月说，过去陕北老乡们修梯田、种庄

稼，面朝黄土背朝天，抡起老锄头干活，

广种薄收，十分辛苦，如今山坡上退耕

还林种上了苹果，老乡们有工作、有稳

定收入，孩子有好的教育，老人都有医

保，生活越来越好。

行之念之。从三江之源到渤海之

滨，习近平总书记步履所至、心之所向，

满是关切。

2021年10月，在黄河入海口，总书记

沿着木栈道步入湿地深处，实地察看这

片动植物的乐园——秋日，海风吹拂，

芦花摇曳，几只鸿雁、斑头雁栖息在水

中小洲上。

当地负责同志介绍，这些年通过退

耕还湿、退养还滩，推进湿地修复，生态

环境越来越好。“我们这里是中国东方

白鹳之乡、黑嘴鸥繁殖地，去年以来还

新发现了火烈鸟、白鹈鹕、勺嘴鹬。”

“到这里来的游客多吗？”总书记问。

“最多的时候年游客量 60 万，我们

限定了每天最大游客量。”当地负责人

答道。

总书记叮嘱：“要管理好，不能让湿

地受到污染，也不能打猎、设网捕鸟。”

如今，这里正在创建全国首个陆海

统筹型国家公园，推进一系列生态保护

修复工程，大美湿地尽显生机。

“不利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事，

坚决不能做。”总书记的要求振聋发聩。

上 游 保 护 ，中 游 治 理 ，下 游 修 复 。

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指引，各地以保护

为红线，为黄河“治病”，母亲河日渐恢

复生机活力。

大河之要
——“ 推 动 黄 河 流 域

高 质量发展，创作好新时代的
黄河大合唱”

“黄河上中游 7 省区是发展不充分

的地区，同东部地区及长江流域相比存

在明显差距，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滞

后，内生动力不足……”

面对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存在的

困难和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曾这样深刻

剖析。

先发展还是先保护？控供给还是

控需求？谋一地还是谋流域？推进高

质量发展，在黄河流域面临更多矛盾与

纠葛，需要有万里在胸的思维和眼光。

从三江源到入海口，从“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到“深

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一路调研思

索、一路解题定调。

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要明确

发展与保护的关系。

黄河北岸，山西运城。五彩斑斓的

盐湖见证“盐运之城”的产业变革。

2023 年 5 月 16 日，运城盐湖旁，展

台 上 放 着 洁 白 的 河 东 大 盐 。 习 近 平

总 书记结合展板、展品等听取有关情况

介绍，实地察看盐湖风貌。

4600 多年的食盐开采史、70 年的

无机盐开发史——运城因盐而兴，却也

因长期的资源依赖面临过度开采、产业

陈旧、污染加重的困境。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随着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

战略的实施，运城迎来转型机遇。

退盐还湖，腾笼换鸟！

2020 年起，盐湖保护范围内停止

一切工业生产，盐湖开始从矿区、工业

区变身为生态保护区、旅游打卡地。

同时，运城加快培育壮大汽车装备

制造、新材料、绿色建材、电子信息、食

品 医 药 等 新 兴 产 业 集 群 ，利 用 区 位 优

势，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

习近平总书记指明了沿黄各省区

的发展方向：黄河流域各省区都要坚持

把保护黄河流域生态作为谋划发展、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基准线。

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要平衡

供给与需求的关系。

河南南阳，跨黄河、长江、淮河三大

流域，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水龙头”

“总开关”所在地。

“这个地方我一直想来。”2021年5月

13日，中线一期工程渠首。习近平总书记

伫立船头，语带关切，“南水北调工程建设，

这个地方的运行以及这里的移民工作，我

一直关注着，这一次看一看我很高兴。”

水，生命之源，生产必需。我国的

水 资 源 时 空 分 布 却 极 不 均 衡 ，夏 汛 冬

枯、北缺南丰。

在 后 来 召 开 的 座 谈 会 上 ，习 近 平

总书记指出：“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

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形成全国

统 一 大 市 场 和 畅 通 的 国 内 大 循 环 ，促

进南北方协调发展，需要水资源的有力

支撑。”

一席话，将水资源置于关乎国家发

展的战略高度。

黄河流域，水资源总量仅是长江的

7％ ，却 承 担 了 全 国 12％ 人 口、17％ 耕

地、50 多个大中城市的供水任务，供需

矛盾更为突出。

难题何解？

习近平总书记语气坚定：坚持以水

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

这是一场深度节水控水攻坚战：推

行节水灌溉、发展旱作农业、开展畜牧

渔业节水、强化再生水利用、促进雨水

利用……

这是一项严格的刚性约束：建立水

资源承载力分区管控体系，限制水资源

严重短缺地区城市发展规模、高耗水项

目建设和大规模种树，建立覆盖全流域

的取用水总量控制体系……

全黄河流域行动起来，“有多少汤

泡多少馍”的朴素道理深入人心。

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要统筹

整体与局部的关系。

宁夏平原得黄河灌溉之利，自古有

“塞上江南”美誉。

2020 年 6 月 9 日，在银川市贺兰县

稻渔空间乡村生态观光园，习近平总书记

登上观景塔，俯瞰园区全貌；沿着田埂

走进稻田，同正在劳作的村民们亲切交

谈；舀起鱼苗、蟹苗，放进田边水渠……

在这里，总书记强调要注意解决好

稻水矛盾，采用节水技术，积极发展节

水型、高附加值的种养业，保护好黄河

水资源。

“努力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先行区。”那次宁夏之行，习近平

总书记对宁夏提出殷切期望。

先行，既是敢闯敢试的勉励，也是

深刻考量的定位。

要求三江源、祁连山等地区“创造

更多生态产品”，嘱咐河套灌区、汾渭平

原等粮食主产区“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作出贡献”，指示区域中心城市等经济

发展条件好的地区“提高经济和人口承

载能力”……

站在谋全局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

精准谋划沿黄各省区发展定位，指导黄

河沿岸地区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奏

响新时代的黄河大合唱。

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要谋划

当前与长远的关系。

“开渠的人，千古留名、青史留名啊！”

2023 年 6 月 6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黄河边的另一处农业重地——内蒙

古巴彦淖尔，在河套灌区水量信息化监

测中心的沙盘前驻足良久。

新中国成立以来，数十年的水利建

设，在河套平原上印刻下如人体血脉般

延展扩散的 7 级灌排体系，总长 6.4 万

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的一圈半。

总 书 记 对 这 个 灌 溉 系 统 赞 叹 不

已 ：“ 它 将 来 会 作 为 百 年 、千 年 基 业 留

下来的。”

第二天，习近平总书记在呼和浩特

市听取了当地发展新能源新材料产业、

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推动绿色低碳

发展等情况介绍。

“接下来有什么计划？”总书记问。

当地负责能源产业发展的同志汇

报：“预计到 2025 年，内蒙古新能源装

机和发电量，比 2022 年翻一番以上，外

送电量翻两番以上。”

习近平总书记叮嘱：“内蒙古能源

产业长期以来以煤为主、因煤而生。但

是 产 业 太 单 一 不 行 ，多 元 化 发 展 是 方

向。能源建设不能光靠传统产业，要大

力发展新能源、清洁能源，努力实现碳

达峰碳中和，建设绿色中国。”

从眼前的灌渠，看到千年的基业；

从新能源产业，看到绿色中国的前景，

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着当前的黄河，也擘

画着流域的未来。

“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非一日之功。”处理好当前与未来

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谆谆告诫——

“要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以

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

有我的历史担当，既要谋划长远，又要

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

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

大河之魂
——“ 黄 河 文 化 是 中 华

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
民族的根和魂”

2022 年 1 月 26 日，农历腊月二十

四，汾河两岸瑞雪纷飞，银装素裹。沿

着 蜿 蜒 的 道 路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冒 雪 来

到山西省霍州市师庄乡冯南垣村看望

群众。

皑皑白雪衬着火红的窗花、春联和灯

笼，让小山村更显祥和喜庆、年味十足。

总书记走进村民师红兵家。桌上摆

着白面、红枣、红豆、黑豆，一家人正在制

作当地传统节日食品——霍州年馍。

“习爷爷您放一个。”师红兵的小孙

女请总书记在“登高馍”上点一颗红枣，

总书记欣然答应。

“你们这边是吕梁山，挨着就是黄河

了，再过去就是陕西。我插队那个延川

县，离这儿也不远，地形也都是这样的丘

陵沟壑。黄土高原生活着我们的祖祖辈

辈，孕育着我们的中华文明。”在山西抚

今追昔，总书记思绪穿越岁月山河。

黄河，塑造了古老文明。

水 脉 牵 系 着 血 脉 、文 脉 。 悠 悠 黄

河，冲刷着黄土地，哺育出炎黄子孙，为

中华民族浸染出炎黄底色。

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座谈会上，总书记指明“千百年来，奔

腾不息的黄河同长江一起，哺育着中华

民族，孕育了中华文明”；

致 信 祝 贺 黄 河 文 化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

学诞生 100 周年，总书记强调“更好展示

中华文明风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总书记明确

指出要“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推动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打造出民族性

世界性兼容的文化名片……

肇 兴 于 斯 、传 承 于 斯 、灿 烂 于 斯 。

“ 黄 河 文 化 是 中 华 文 明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习近平总书记

的话意味深长。

“早上汤，中午糠，晚上碗里照月亮。”

陕西省米脂县高西沟村，黄土高原

丘陵沟壑区的一条小山沟，村里老一辈

都有吃不饱的记忆。

从上世纪 50年代的“山上光秃秃、年

年遭灾荒”到如今的“层层梯田盘山头、片

片林草盖坡洼”，旧貌和新颜对比鲜明。

2021 年 9 月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来 到

这 里 调 研 ，深 情 地 说 ：“ 我 在 延 川 插 队

时 就 听 到 过 高 西 沟 的 名 字 ，当 时 陕 北

的 大 寨 村 。 看 你 们 的 梯 田 ，都 是 下 了

功夫的。难得的是半个多世纪一直做

下来。”

赳赳老秦，久久为功。黄河流域层

层叠叠的梯田，是世世代代对严峻环境

的雕刻，深埋下希望，播洒下汗水，收获

了富足。

黄河，淬炼出民族精神。

总书记曾动情地说：“愚公移山、大

禹治水，中华民族同自然灾害斗了几千

年，积累了宝贵经验，我们还要继续斗

下去。”

正因为黄河的赐予，我们才拥有了

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物质家园和精神

家园；也正因为黄河桀骜不驯，我们的

文化基因中才有了更加坚韧的品质、更

加超凡的智慧、更加鲜明的特色。

考察九曲黄河最后一道弯所在的

兰考县，总书记前往坐落在昔日黄河故

道沙丘上的焦裕禄同志纪念馆，宣示焦

裕禄精神“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

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参观西临黄河 15 公里的晋绥边区

革命纪念馆，总书记动情地说：“革命战

争年代，吕梁儿女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

伟大的吕梁精神。我们要把这种精神

用在当今时代，继续为老百姓过上幸福

生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来到拱卫京津冀和黄河生态安全

的 重 要 屏 障 山 西 ，总 书 记 强 调 要 弘 扬

“右玉精神”：“多做一些功在当代、利在

长远、惠及子孙的事情”；

……

在总书记心中，黄河早已同中华民

族的苦难辉煌扭结在了一起，锤炼出炎

黄子孙的韧性、力量和精神，也为中华

民族赓续发展注入不竭源泉。

黄河，奔涌出复兴前景。

河南安阳，数千年前的“禹河故道”

流经之地。2022 年 10 月 28 日，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位于安阳市西北郊的殷墟

遗址。观摩青铜器、玉器、甲骨文等出

土文物，在车马坑展厅察看商代畜力车

实物标本和道路遗迹……总书记感慨：

“我们的文化自信就是从真正能证明我

们的久远历史中来”。

穿越风雨，历尽沧桑。从历史获取

启迪，向世界展现自信，中华文明在新

时代焕发新生。

2023 年 5 月 18 日，陕西西安大唐

芙 蓉 园 内 ，习 近 平 夫 妇 同 贵 宾 们 共 同

观看中国同中亚国家人民文化艺术年

暨 中 国 － 中 亚 青 年 艺 术 节 开 幕 式 演

出。豪放的秦腔《梦回长安》与高亢的

陕北民歌《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交相

呼应、余韵绵长，唤醒汉风唐韵的华夏

记忆，展示丝路新生、盛世中华的恢弘

气象。

泱泱华夏风物，浩浩丝路长歌。这

是开放和谐、进取奋发的时代注脚，这

是旧邦新命、汲古润今的文化神韵。

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的 一 席 话 震 撼 人

心 ——

“ 江 河 之 所 以 能 冲 开 绝 壁 夺 隘 而

出，是因其积聚了千里奔涌、万壑归流

的洪荒伟力……现在，中国人民和中华

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积累的强大能量已

经充分爆发出来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提供了势不可挡的磅礴力量。”

从中华民族厚重深远的精神河床

流淌而来，黄河正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波澜壮阔奔腾而去！

（记者张晓松 林晖 高敬 徐壮 齐

琪 张研 新华社北京 11月 26日电）

习 近 平 的 黄 河 情 怀

（接 1 版）1980 年，兰州经济总量在全国

百强城市中排名第 26 位，高于部分中部

地区省会城市。

然而，近些年来，兰州排名不断回

落，到 2022 年，兰州在全国百强城市中

的排名跌至第 97 位，经济首位度也从 5

年前的 35%，跌落到 2022 年的 29.8%，

首次跌破 30%。

全 省 强 ，省 会 必 须 强 ；全 省 兴 ，省

会 要 先 兴 。 甘 肃 省 第 十 四 次 党 代 会

决 定 ，实 施 强 科 技 、强 工 业 、强 省 会 、

强 县 域“ 四 强”行 动 。 其 中 ，强 省 会 就

是 要 把 发 展 壮 大 兰 州 市 和 兰 州 新 区

作 为 加 快 全 省 发 展 的 战 略 抓 手 ，不 断

增 强 在 全 省 整 体 发 展 中 的 集 聚 和 辐

射带动作用。

2023 年 7 月，甘肃召开强省会行动

工作推进大会，明确提出举全省之力推

进强省会行动。很快，省政府常务会专

门放到兰州市召开，研究推进强省会行

动和支持兰州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举措，

以强大合力支持兰州发展。

“强省会”不是甘肃独有，对甘肃却

有特殊意义。

近两年，山东、河北、福建、山西、湖南、

贵州聚焦提升省会经济首位度，先后出台

“强省会”战略，推动区域经济扩增量、提质

量。对于甘肃来说，“强省会”不仅是扩增

量、提质量，更需稳存量、消变量。

从全国看，太原、贵阳等省会的经

济首位度虽然低于兰州，但这些省会城

市的首位度和全国排名呈上升态势，其

他经济强省更是形成双城并进的“双子

星”模式和群星璀璨的“满天星”景象。

而甘肃一城独大，2022 年全省经济排名

第 2 至 5 位的庆阳、酒泉、天水、武威经

济总和才相当于兰州市。如果兰州“长

不大”，甘肃也“跑不快”。

如今的兰州，正肩负着落实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国家战略，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幸福美好新

甘肃征程上打头阵、当主攻、做先锋的历

史使命。要扛好这一历史使命，必须在工

作中做到想清楚、弄明白、干到底。

“如何把握兰州历史方位？如何让老

百姓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如何推动老

城市焕发新活力、老工业基地勃发新发展

动能？如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今年 8 月，新任甘肃省委常委、兰州

市委书记张晓强在全市领导干部强省

会 行 动 专 题 研 讨 班 上 ，发 出“ 兰 州 九

问”，掀起干部大讨论。

兰 州 市 发 改 委 总 工 程 师 毛 璐 说 ，

“兰州九问”道出了干部群众的心中之

痛、心中之惑、心中之愿，概括起来是八

个字：时不我待、只争朝夕。还有人说，

甘肃的“强省会”是攻坚战更是保卫战，

必须滚石上山。

强省会，首要任务是加快高质量发

展，核心在于培育新质生产力。

当前，一场以加快项目引进、项目

推进的项目“双进”大会战正在兰州如

火如荼开展。

全市选派 160 名领导干部奔赴北

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苏州等 10

个重点城市驻点招商。兰州高新区组

建了 5 个招商小组，轮番赴长三角、珠三

角、京津冀、川渝等地区开展招商 30 多

次，目前已有近 20 个意向性项目落户。

强 省 会 ，更 需 要 强 作 风 、强 干 劲 、

强信心。多位干部、学者表示，加快兰

州 发 展 需 要 千 方 百 计 ，更 需 要 千 锤 百

炼 ，下 大 力 气 解 决 好 干 部 队 伍 思 想 不

解 放 、闯 劲 不 足 的 问 题 ，以 思 想 大 洗

礼 、作 风 大 转 变 、环 境 大 优 化 ，带 动 经

营 主 体 预 期 大 增 强 、社 会 各 界 信 心 大

提升。

甘 肃 省 省 长 任 振 鹤 说 ，强 省 会 行

动，需要自信自强、突围突破。既需要

扬 优 势 、提 能 级 ，也 需 要 强 信 心 、聚 合

力，以敢为人先的锐气、打破常规的勇

气、跳起摸高的志气，奏响各级各部门

齐心协力、社会各界群策群力、干部群

众同心奋力的“交响乐”。

重塑动能：“一热一冷”看潜力

今 年 暑 期 ，“ 初 游 黄 河 ”“ 初 游 兰

州 ”火 爆 出 圈 ，中 山 桥 等 景 点 人 山 人

海 。 前 三 季 度 ，兰 州 游 客 接 待 量 比

2019 年同期增加 402%，其中初次到访

兰州的游客占 93.43%。一位手抓羊肉

餐 厅 老 板 说 ，十 年 前 刚 开 业 时 他 每 天

卖掉 5 只羊，今年生意火爆时一天能卖

掉接近 100 只。

距离黄河铁桥约 5 公里处，曾是西

北小商品集散中心的兰州东部综合批

发市场却冷冷清清。1986 年落成后，东

部市场一度成为西北最大的百货商品

集散地之一，但随着电商兴起，东部市

场归于平静。

这“一热一冷”，是兰州经济发展动

能转换的写照：老产业动力相对弱化，新

产业动能尚未挑起大梁。兰州在机遇叠

加的同时，须直面转型之痛。

过去十年，兰州二产占比从 47.2%

下 降 到 34.42% ，其 中 制 造 业 占 比 从

28.68% 下 降 到 18.45% 。 今 年 前 三 季

度，兰州一产、二产增加值之和仅相当

于三产的一半，其中 14 家重点企业完成

产值同比下降 10.4%。

重点企业一检修，兰州经济就“感

冒”。由于石化、烟草占据工业的“半壁

江山”，民间称兰州经济为“油烟经济”。

张晓强说，唯有从改革、开放、创新

三个方面重塑动力系统，加快构建富有

兰州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强省会才

有稳固支撑。

强省会，首先是强工业。目前，兰

州统筹做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

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谋篇布局“三篇

文章”，加快构建都市型现代农业、先进

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数字经济、总部

经济为引领的“3+2”现代产业体系，着

力打造石油化工、生物医药等 6 个千亿

元级和新能源、航空航天等一批百亿元

级的“6+X”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

近几年，兰州石油化工产业千方百

计延链补链。不久前，兰州石化乙烯改

造项目预可研报告顺利通过中国石油

集团公司初审，百万吨乙烯项目迈出重

要步伐。

在兰州新区，德福年产 20 万吨高

档电解铜箔、广东宏宇年产 20 万吨负

极材料等行业领军企业项目建成投产，

电 解 液 、隔 膜 等 配 套 产 业 也 在 积 极 推

进，一条千亿元级的新能源电池材料产

业链有望贯通。

在丝绸之路西北大数据产业园，中

建三局甘肃分公司广大职工日夜奋战，

中国移动在甘肃省内最大的数据中心

项目交付。作为甘肃新基建重点工程，

该项目将承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

大湾区的非实时算力需求。

强省会，更须强科技。兰州拥有以

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等“一院三所”为

代表的 1200 多家科研机构，以兰州大

学为代表的 34 所高等院校，以及一批驻

甘央企，还拥有西北首个国家自主创新

示 范 区 —— 兰 白 国 家 自 主 创 新 示 范

区。科技人才资源富集，是兰州最具核

心竞争力的优势所在。

兰州高新区作为全国首批 27 个国

家级高新区之一，科技投入占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比重达到 4.2%。企业创新主

体地位不断巩固，一批专精特新企业、单

项冠军企业、上市公司，在这里孵化、成

长。园区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 49 件，

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 4.98 亿元，科技进

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62.5%。

甘肃省科技厅介绍，甘肃省聚焦生

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优势领域，累

计向建设主体支持省级以上科技项目

超过 1100 项，许多项目都在兰州和兰

州新区落地，科技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动

能不断加强。

重 构 格 局 ：让“ 一 字 长 蛇 ”
变“凤凰展翅”

兰州是有名的牛肉面之城，狭长的

兰州主城区也像是牛肉面馆里抻开的

一根长面。

两山夹一河的独特地形成就了古

代“ 金 城 ”锁 钥 的 战 略 地 位 。 近 些 年

来，当许多大城市在“摊大饼”时，兰州

也 顺 着 河 谷 不 断“ 抻 长 面”，形 成 了 东

西长 40 多公里、最窄处仅两公里的“一

字长蛇阵”。

兰州是第一 个 国 家 批 准 城 市 规 划

的 城 市 ，在 新 中 国 城 市 规 划 建 设 史 上

曾 留 下 浓 墨 重 彩 的 一 笔 。 但 经 过 数

十 年 的“ 抻 长 面”，兰 州 遭 遇 还 未 长 高

就 已 碰 到 天 花 板 的 瓶 颈 ，患 上 了 人 口

过 密 、空 间 拥 挤 、城 市 更 新 缓 慢 的 城

市病。

按照第一版城市规划，兰州人口规模

保持在 80万左右为宜。“七普”时，兰州人

口已达 435.94万，比十年前净增 74.3万，

城关区部分地段人口密度高于香港。

“抻长面”抻不出现代化大都市，唯

有拓展空间布局、优化功能定位，城市

才能“拔节生长”。

令人欣慰的是，兰州正打破“一字

长蛇阵”，“一体两翼”的大兰州格局初

具雏形。

在位于兰州主城区北部约 70 公里

的秦王川，一座新城拔地而起。

2012 年国务院批复设立全国第五

个 、西 北 首 个 国 家 级 新 区 —— 兰 州 新

区。兰州新区经济发展局副局长双明

媚介绍，截至目前，当地已引进产业项

目 1080 个，总投资 5280 多亿元，常住

人口 50 多万人，规划建设范围达 1744

平方公里。按照规划，到 2027 年，这里

将崛起成为一个新兴的千亿元产值、百

万人口的新都市。

在 位 于 兰 州 东 南 部 的 榆 中 县 ，兰

州 高 新 区 、榆 中 生 态 创 新 城 正 在 加 快

产 城 融 合 发 展 。 通 过 吸 引 战 略 性 新

兴 产 业 、优 质 高 效 的 现 代 服 务 业 集

聚 ，兰 州 努 力 将 这 里 打 造 成 为 新 的 西

部 创 新 平 台 、甘 肃 新 增 长 极 、兰 州 城

市副中心。

兰州发展架势拉开，昔日的“一根

面”正蝶变成振翅而飞的“金凤凰”。

兰州市市长刘建勋说，随着兰北现

代城、兰州科学城、生态创新城等规划

出台，相配套的轨道交通 3、4、7 号线纳

入新一轮线网规划，大兰州格局的综合

交通路网四梁八柱正在成形。

强省会的目的，不仅是要做大一座

城，更要带强一个省，带动区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受访专家表示，这就需要兰

州与省内外相邻兄弟市州携手共建资

源互补、产业互动、设施互通、发展互促

的共赢格局。

2018 年 3 月，国家印发《兰州—西

宁城市群发展规划》。兰州市红古区与

青海省海东市民和县加大互联互通力

度 ，连 接 湟 水 河 两 岸 的 川 海 大 桥 的 开

通，使原本 40 分钟的车程缩短至 7 分钟

左右，一体化发展更为密切。

强省会，更需要兰州抓住用好“一

带一路”这个最大机遇，不断拓展对内

对外开放发展纵深。

在兰州国际陆港、兰州新区中川北

站物流园的货物装卸区，汽车、木材等

货物整装待发，兰州发往中亚、欧洲、南

亚、东南亚等方向的“钢铁驼队”常态化

运行。兰州正成为内陆开放的重要窗

口、向西开放的前沿阵地。

“洮云陇草都行尽，路到兰州是极

边 。 谁 信 西 行 从 此 始 ，一 重 天 外 一 重

天。”明代诗人王祎的《兰州》一诗，形象

刻画了兰州的特殊区位，更有一种壮阔

与豪迈在其中。如今的兰州，已重整行

装再出发。

（载 11月 26日《新华每日电讯》）

“金城”兰州重整行装再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