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玉门新市区鸟瞰。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周欣

依托传统资源 延链补链强链

产业结构单一、开发模式粗放，原有的动

力已无法驱动城市持续发展，实现转型发展是

资源型城市的根本出路。

我省资源型城市依托传统资源，坚持创新

驱动，着力“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产业结

构持续优化，企业活力不断增强。

金 昌 市 以“ 三 新 一 高 ”为 引 领 ，立 足 资 源

禀赋、工业优势和产业基础，着力“强龙头、补

链条、聚集群”，大力培育提升有色金属新材

料、新能源和新能源电池 2 个千亿产业集群，

数字经济、化工循环、资源综合利用、高品质

菜 草 畜 4 个 百 亿 产 业 集 群 ，加 快 推 动 全 面 转

型 高 质 量 发 展 。 2022 年 ，“2+4”现 代 化 产 业

集群产值达到 1087.9 亿元、同比增长 47.4%，

培 育 了 一 批 拥 有 自 主 知 识 产 权、具 有 较 强 核

心竞争力的企业。

煤炭资源枯竭的兰州市红古区抢抓新一

轮西部大开发和国家建设兰西城市群重大历

史机遇，启动产业结构转型工作，不断加大传

统产业升级改造力度，初步形成了炭材、建材、

铝材、电力器材等新材料产业集群。特别是在

炭材产业方面，红古区已拥有方大炭素、宝方

炭材两大龙头企业，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优质

炭素制品生产供应基地。

立足风光资源 壮大新兴产业

甘肃风光资源丰富，在转型进程中，全省

资源型城市把新能源产业作为转变发展方式

的重要方向，闻风而动、追光前行，不断发展壮

大新兴产业。

嘉峪关市依托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和工业

基础，全力推进光伏新能源建设，大力发展源

网荷储项目，形成电价“洼地”，推进

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

迈上新台阶。2022 年，嘉峪关市实现新能源发

电量 12.7 亿千瓦时，新能源装机容量占全市电

力总装机容量比重达 43%。

金昌新能源电池产业异军突起。从金川集

团 厚 度 仅 0.05 毫 米 的 纯 镍 高 精 带 材 到 年 产

5000吨新能源电子材料铜箔，从日产 50万只新

能源电池到鑫金源 3万吨锂电池负极材料，金昌

市已发展成为河西走廊最大的新能源电池生产

基地，耦合联动全链发展格局加快形成。

玉门市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坚

定走新能源产业发展之路，全市各类电力装机

累计达到 553.9 万千瓦，新能源累计发电量超

500 亿千瓦时。今年 7 月 31 日，由陕煤集团甘

肃投资有限公司申报的总投资 263 亿元“玉门

新能源可降解材料碳中和产业园源网荷储一

体化项目”获批，标志着全国最大源网荷储一

体化项目正式落户玉门，建成后可再生能源年

发电量合计约 36.44 亿千瓦时。

挖掘人文资源 推进绿色发展

甘肃是中国西部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拥

有悠久厚重、多彩独特的历史与文化。走在转

型的道路上，全省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生态建

设，深入挖掘人文资源，着力壮大文旅产业，推

动绿色发展。

嘉峪关市坚持保护优先、开发利用并重，

突出文旅带动作用，以文促旅、以旅带商，加快

培育自驾露营、夜间经济、户外体验、湿地观光

等休闲类旅游产品，促进第三产业发展。嘉峪

关关城、草湖国家湿地公园、魏晋墓地下画廊、

方特欢乐世界等一批景观景点集聚，文旅产业

巨大潜能正在不断释放，文旅融合发展不断迈

上新台阶。

岐黄故里、周祖圣地庆城县全面推进文旅

融合，加快文旅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发

展优势，通过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丰富群众文

化生活、加快重点项目建设、扩大旅游产品供

给，有效促进文旅产业融合创新发展。实施了

“古庆州历史再现工程”，建成南门周礼广场、

庆州老宅等景观，恢复重建了庆城古城墙游步

道、凤城书院、范公祠、镇朔楼等一大批历史遗

迹，构建了连点成线、连线成片的大景区格局，

促进城区与景区深度融合，全域旅游发展取得

显著成效。

坚定转、科学转、加速转，持续的转型发展，

让全省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发展动

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甘肃资源型城市转型高质量发展综述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发展动能不断增强

编者按：党 的 二 十 大 报 告 指 出 ，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新时期如何

推进老工业基地和资源型城市转型

发 展 ，事 关 高 质 量 发 展 和 现 代 化 建

设全局。近日，新甘肃·甘肃日报记

者 组 成 报 道 组 ，先 后 深 入 我 省 嘉 峪

关市、金昌市、玉门市、红古区、庆城

县 等 资 源 型 城 市 ，采 访 当 地 做 强 传

统优势产业、培育发展新兴产业、推

动多元发展、绿色发展的典型，全面

反映我省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取

得 的 成 就 ，为 全 省 资 源 型 城 市 高 质

量发展探索新路径、积聚正能量、营

造 好 氛 围 。 本 报 今 天 推 出“ 甘 肃 资

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特别报道”，敬

请关注。

酒钢集团厂区。 （酒钢集团供图）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刘健

我省老工业基地多，“钢城”

嘉峪关、“镍都”金昌、“油城”玉门

等资源型城市闻名全国。但随着

资源的逐渐枯竭，发展动能减弱、

生态环境恶化成为这些资源型城

市不得不面临的现实问题。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全 省 资 源

型城市主动转变发展模式，以绿

色为引领，调结构、转动能，

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全省

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

动能。

“老城”转型：传统产业焕发生机

玉门市地处河西走廊西端，是“中国石油工

业的摇篮”，“铁人”王进喜的故乡。

20 世纪 30 年代，全国第一口工业油井在玉

门投产，中国从此摘掉了“无油国”的帽子。

新中国“一五”“二五”期间，全国 85%以上

的油品由玉门提供。1957 年，玉门油矿生产原

油 75 万吨，占全国原油总产量的 87.8%，成为拥

有地质勘探、钻井、采油、炼油、机械修配、油田

建设和石油科学研究等众多部门的新中国第一

个石油工业基地。

从此，每当中国石油开发建设的关键时刻，

玉门油田都冲在最前线，承担起了大学校、大试

验田、大科学研究院和出经验、出人才、出产品、

出技术的“三大四出”历史重任，支援了大庆、胜

利、长庆等 20 个国家新油田的建设，先后向全

国各大油田培养输送管理人员、技术骨干和职

工 12 万人，支援各类设备 4000 多台（套），为新

中国的石油工业乃至中国工业经济的发展作出

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然而，80 多年的开发，曾经孕育中国石油

工业的玉门，随着资源的枯竭逐渐失去了发展

的生机。

繁华已去，面向未来，玉门别无选择，唯有

求变！

为了摆脱矿竭城衰、油枯人散的困境，历届

玉门市委、市政府不等不靠、主动求变，抢抓国

家支持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重大机遇，围绕

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进行了大胆探索和有益

实践，做强老产业、发展新产业，走出了一条振

兴老工业基地、重铸石油摇篮辉煌的资源型城

市转型发展之路。

2003 年，玉门市实施政府驻地迁址工程，

将市直机关部门全部西迁至 70 公里外的玉门

镇，以此拓展城市发展空间，通过加快建设新市

区，巩固发展老市区，两个城市的建设与经济发

展实现良性互动，由此迈上了全面探索、深刻变

革、再创辉煌的康庄大道。

在玉门老市区，众多老企业布局新产业，为

产业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走进玉门老市区化工工业园甘肃鲁玉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偌大的厂区内，“大块头”的生产

线正有序运行。

甘肃鲁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看中玉门的发

展优势，投资 1.5 亿元建设 10 万吨液化石油气

加工生产线。“企业目前可年生产液化气 10 万

吨、异辛烷 8 万吨、正丁烷 1.8 万吨，自 2018 年 4

月正式投产运行以来，年均销售收入达 3.6 亿

元。”项目负责人蔡文钊介绍。

驱车从玉门市新城区行驶约 70 公里，到达

玉门市东镇光电产业园，这里也是中国石油玉

门东 300MW 光伏电站所在地。在这片广袤的

区域里，66 万块光伏板组成的“蓝海”在阳光下

熠熠生辉。

作 为 以 炼 油 业 务 为 主 的 老 企 业 ，玉 门 油

田 紧 紧 抓 住 国 家 加 快 新 能 源 发 展 的 重 大 机

遇 ，利 用 玉 门 优 越 的 自 然 资 源 优 势 发 展 新 能

源产业。

2021 年 12 月 ，玉 门 油 田 投 资 建 设 的

200MW 光伏发电站并网运行，发电量参与甘

肃省电力现货市场化交易，截至今年 11 月底，

累计上网电量近 6.97 亿千瓦时。

玉门，新、老市区正聚焦产业集群布局，精

准定位“一区三园”主导产业，逐步培育形成了

以新能源及装备制造为主的玉门工业园、以石

油化工产业为主的老市区化工工业园和以煤化

工、精细化工产业为主的玉门东建材化工工业

园三大园区，推动形成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结

构合理的产业集群协调发展格局。玉门市先后

被授予“国家绿色能源示范县”“中国新能源产

业百强县”等荣誉称号。

“新城”崛起：新兴产业日新月异

玉门，不仅是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也是甘

肃新能源产业的发源地。

“玉门风光资源丰富，是国家一类光资源区

和二类风资源区，全市可用于开发新能源的土

地面积达 4000 平方公里以上。”玉门市有关负

责人介绍。

在资源枯竭发展难以为继之际，玉门市准

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坚定走新能源产

业发展之路。

蝶变，自此而始。

1997 年 ，玉 门 市 建 成 甘 肃 省 首 座 实 验 风

电 场 ，率 先 开 启 了 全 国 首 个 千 万 千 瓦 级 风 电

基 地 建 设 ，建 成 了 全 省 首 个 风 光 互 补 发 电 项

目、全国陆上连片最大的国产 3 兆瓦风机示范

基地、全国首个风电平价上网示范项目，成为

全 省 乃 至 全 国 新 能 源 发 展 的“ 试 验 田 ”和“ 创

新地”。

2009 年，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和甘肃

省委、省政府在玉门举行了国内首个千万千瓦

级风电基地一期工程开工仪式，吹响了风电产

业大规模开发的号角。

就在同一年，玉门市委市政府成立了玉门

市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办公室，把新能源产

业发展作为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工作的重中之

重来抓。

这一年，玉门风电装机规模突破百万千瓦，

初步形成了风电场、风电装备制造和电网相配

套的新能源基地框架。

也是在这一年，玉门市登上中国新能源产

业百强县第二名。

筑巢引凤栖，花开蝶自来。

为了让更多企业来玉门投资，玉门市委市

政府坚定改革理念，在全省率先推行“一处跑、

跑一次”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各类审批时限压缩

80%以上。

良好营商环境成为玉门最亮丽的名片，玉

门市荣获“2020 中国营商环境质量十佳市”“省

级法治政府建设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示范市”。

随着营商环境的不断优化，“国字号”能源

企业相继来玉门投资，风机叶片、风机塔筒制

造、风轮产品等风电装置制造逐渐成为玉门市

的重要产业。

今年 7 月 31 日，由陕煤集团甘肃投资有限

公司申报的“玉门新能源可降解材料碳中和产

业园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获批，标志着全国最

大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正式落户玉门。该项目

总投资 263 亿元，项目建成后可再生能源年发

电量合计约 36.44 亿千瓦时。目前，玉门全市各

类电力装机累计达到 553.9 万千瓦，新能源累计

发电超 500 亿千瓦时。

玉门，正依托充裕的风光资源，大踏步走上

高质量发展的康庄大道。2020、2021、2022 年

玉门市连续三年入围“西部百强县市”。

绿色发展：民生工程惠及百姓

记 者 在 玉 门 老 市 区 和 新 市 区 采 访 ，所 到

之处，宽阔的道路、整洁的街面、碧蓝的天空，

无一不展现出玉门市打造西部宜居城市的累累

硕果。

推窗见绿、抬头见蓝。玉门市如何将戈壁

荒滩打造为宜居家园？

2003 年，玉门市实施政府驻地迁址工程之

初，就合理定位新、老市区的功能，促进新、老市

区协调发展。

玉门市把新市区建设作为聚集要素、筑巢

引凤、辐射带动、助推转型的重要平台，高起点

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水平管理、高效能经营、高

档次绿化，实施了教育卫生、文化体育、公共服

务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416 项。

2012 年开始，玉门市每年投资 3 亿元以上，

持续实施“城建十大工程”，统筹新老市区开发

建设，城市空间持续拓展、配套功能日趋完善、

人居环境不断优化。

与此同时，玉门市委市政府先后对老市区

油城公园、集贸市场、城区道路、供暖供水管网、

城区亮化等市政基础设施进行改造，老市区面

貌焕然一新，为玉门油田职工和老市区居民营

造了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

作为“石油工业的摇篮”和“铁人”王进喜的

故乡，玉门市传承弘扬“铁人”精神，依托红色旅

游资源，大力发展旅游业。

玉门市主动融入“大敦煌文化旅游经济圈”，

玉门油田红色旅游景区创建为国家 4A 级景区和

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举办“铁人文化艺术

节”、国际超级铁人三项赛等大型节会，成功入选

“2020中国县域旅游发展潜力百强县市”。

如今的玉门，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

好画卷徐徐展开，这颗河西地区的璀璨明珠，绽

放出愈发耀眼的光芒。

““ 石油摇篮石油摇篮 ””展新姿展新姿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严存义

蔡文正

玉门，这座坐落于大漠戈壁上的城

市，在沧桑岁月中几经历史变迁。

20 世纪 90 年代，玉门老市区石油资

源濒临枯竭。作为典型的依矿而建、因油

而兴的资源型城市，转型成为城市发展的

必然选择。

“玉门市立足实际，思变求进，艰苦奋

斗，在转型中探索新路，走出了一条符合

玉门实际的转型发展之路。2022 年，全

市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245.1 亿元，经济总

量在全省 69 个县市中位居首位。”玉门市

委书记王超说。

建设现场机器轰鸣、塔吊林立；戈壁

滩上风机舞动、光伏“蓝海”耀眼夺目；城

区内空气清新、蓝天白云相互映衬……在

玉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一幅县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生动画卷正徐徐铺展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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