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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市融媒体中心

“我们滑雪场是 2023 年 12 月 20 日正式开园

的。”近日，天水市秦州区青鹃山滑雪场负责人刘

海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为了更好地增强游客

体验，青鹃山滑雪场新增了蚂蚁乐园、卡丁车、碰

碰车、射击嘉年华、餐饮区等项目。

站在青鹃山滑雪场山脚仰望，但见不同雪道

在山腰依次排开，来自各地的滑雪爱好者从山上

翩然滑下，尽情享受着雪上自由飞驰的极速快感。

“青鹃山滑雪场有雪具 1500 多套，雪服 600

多套，每年经营时间约 3 个月，从当年 12 月初到次

年的 2 月下旬。”刘海荣告诉记者，在这里，无论是

“久战沙场”的冰雪老将，还是初次体验滑雪的“新

手”，都能找到滑雪运动的乐趣。

近两年来，秦州区冰雪场地的建设跑出了“加

速度”，市民们也拥有了更多亲近冰雪的方式，冰

雪经济、冰雪文化也正在悄然地融入群众日常。

“我们通过组织冰雪冬令营、冰雪嘉年华、花

式滑雪表演等活动，让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冰雪

运动中来，让‘体育＋旅游’联动起来，满足游客个

性化和多元化的旅游体验，促进冰雪运动产业发

展。”秦州区文旅局相关负责人说，每年参加冰雪

运动的人数达 31 万人次以上。

随着“第九届全国大众冰雪季”甘肃陆地冰壶

公开赛等省级赛事的举办，有效地促进了天水市

“体育＋消费”潜力的不断释放，运动消费已成为

当地一大热点领域，体育产业发展也步入快车道。

同时，天水市还深挖“体育＋”“＋体育”模式

潜力，积极探索建立多渠道体育经费投入体系，鼓

励支持社会、企业、个人采取赞助、合作以及单独

投资等形式发展体育事业。打造以青鹃山和南

郭寺大景区为中心的户外健身消费目的地，开展滑雪、户外

徒步、彩虹滑道、休闲垂钓、素质拓展等体育健身休闲项目，

推动体育与文化、旅游、养老等业态深度融合。 （刘晓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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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勤县融媒体中心

近年来，民勤县立足资源禀赋，按照

“产业园区化、标准化、品牌化、集群化发

展”思路，做足“土特产”文章，通过强化示

范引领、科技支撑、龙头带动，推动人参果

产业全链条升级，实现了农民增收、产品

增值、产业增效。

特色产业成“金饭碗”

寒 冬 腊 月 ，走 进 民 勤 县 东 坝 镇 东 一

村人参果产业园，日光温室里暖意融融，

一个个色泽诱人、个头饱满的人参果挂

满 枝 头 ，散 发 出 清 新 果 香 。 60

岁的种植户雷尚清和家人正忙

着采摘、装筐，脸上洋溢着丰收

的喜悦。

“2023 年是我种植人参果

的 第 5 个 年 头 ，这 棚 人 参 果 长

势 好 ，按 照 现 在 的 市 场 行 情 ，

预计头茬能卖 5 万多元。”雷尚

清笑着说。

在东一村，像雷尚清一样靠种植人

参果吃上“产业饭”、走上致富路的村民

不在少数。

“过去，我们村以种植小麦和玉米为

主，经济来源单一、收入低，是东坝镇名副

其实的产业‘空白村’。”东一村党支部书

记 黄 朝 伟 说 ，2019 年 ，村 里 抢 抓 政 策 机

遇，大力发展温室人参果特色产业。经过

多年探索和发展，成立了村级农民专业合

作社、建成东坝镇人参果产业园基地分拣

包装中心，人参果年产值达 2600 多万元，

村集体经济每年收入达到 20 万元以上。

2022 年，东一村被武威市委组织部

评为“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样板村”；2023

年，东一村人参果产业入选第十二批全国

“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不只是东一村。目前，东坝镇建成东

一、拐湾 2 个千亩人参果基地，辐射带动

中岔、东二、裕民等村累计发展日光温室

人参果 1606 座，总面积达到 5000 多亩，

年产值达到 1.3 亿元以上。

科技育苗改良品种

近日在民勤县脱毒育苗中心，2 条无

菌组培生产线正在有序作业，工作人员将

选育的人参果植株通过茎尖脱毒、组织培

养、移植驯化、工厂繁育技术，生产出人参

果脱毒种苗。不远处的 28 座苗驯化智能

温室内，一株株幼苗茁壮成长，充满生机

与希望。

作为民勤县富民产业，温室人参果种

苗退化、种源混杂、品质下降、产量走弱等

问题一度困扰着当地果农。近年来，民勤

县瞄准农业“芯片”，投入科研力量，组建民

勤县人参果脱毒育苗中心，全程追溯产品

质量安全，改良现有人参果品种，延长人参

果种植周期，实现多品种人参果全年期生

产销售，推动人参果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目前，民勤县人参果脱毒育苗中心

年育苗能力达到 2000 万株，不仅满足本

县及周边市县 2023 年 8 月至 10 月脱毒种

苗的需求，还销往新疆、青海等地。”民勤

县脱毒育苗中心负责人詹全民介绍。

目 前 ，民 勤 县 日 光 温 室 人 参 果 种 植

5300 座，面积 2.1 万亩，产量 10.5 万吨，产

值达 7.3 亿元，经济效益显著。

培育壮大产业链条

“我们生产的第一批人参果汁已经投

放市场，主要销往兰州、武威、金昌等地。”

民勤县硕果丰农业生态发展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高爱祖表示，合作社将在保证质量的

前提下，持续扩大生产，拓宽销售渠道，提

高产品知名度。

民 勤 县 用 工 业 思 维 谋 划 农 业 ，强 龙

头、补链条、聚集群，培育壮大人参果产业

链。2023 年，实施品牌提升“五个一”工

程，推行赋码监管，建立产品溯源机制。

依托专业合作社，研发人参果果汁，现第

一批产品生产已投入市场。

乡 村 振 兴 ，关 键 是 产 业 振 兴 。 近 年

来，民勤县聚焦做好“土特产”这篇大文

章，不断完善扶持政策，健全服务体系、夯

实科技支撑，通过强龙头、补链条、树品

牌，延伸人参果产业链条，为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蓄势赋能。

目前，民勤县形成了以东坝镇为主产

区，双茨科镇、大坝镇为次产区的“一核两

园”发展格局，辐射带动重兴、苏武、薛百

等镇累计发展日光温室人参果 5300 座、

2.1 万亩。人参果已成为民勤县日光温室

生产的主导品种和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

“金果果”。 （李禄文 张小芳）

民勤民勤：：小小人参果小小人参果 致富大产业致富大产业

静宁县融媒体中心

寒冬时节，正是食醋丰产期。走进位于静宁县曹务镇的

曹务老味道酿醋作坊，醋香扑鼻而来，已经封装好的醋缸整

齐摆放在醋窖里，工人师傅们正在进行原料蒸煮等生产工

作，现场一片繁忙景象。

曹务镇位于静宁县东部，气候湿润、水质优良，利于食醋

生产。对于当地人来说，醋不仅仅是一味调味品，更是带动

村民增收致富的好产业。

曹务老味道醋厂已有 10 年的发展历史，传承着传统手工

淋醋酿造的技艺，醋产品的生产过程严守手工制作工艺，不

添加任何防腐剂，不仅香味醇厚，还具有养生保健功能。

“我们选取当地种植的优质小麦、豌豆等原料制作醋曲，

经过入锅蒸煮、置瓷缸冷却、加醋曲发酵、入槽二次发酵、置

瓷缸内淋制等工序，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才能酿造出醇厚柔

和、口味绵长的食醋。”醋厂负责人马政协介绍，醋厂现生产

红枣醋、苦荞醋、老陈醋 3 种产品，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渠道进

行销售，收入可观。

“目前，醋厂生产车间有 26 名工人，每日生产醋量达 400

斤，每月生产量达 6 吨，年收入达到 168 万元。”马政协说。

随着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群众对醋的品质要求也越来

越高，曹务老味道醋厂通过近几年的发展，不断将手工制醋

工艺发扬光大，不仅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为周边村民

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还吸纳村里剩余劳动力就业，也让

群众吃上了自产的放心醋。

谈起今后的发展，马政协说：“我们将继续扩大生产规

模，进一步规范生产工艺，提升产品质量，逐步把‘小作坊’发

展成‘大产业’。”

产业兴则乡村兴。近年来，静宁县依托资源优势，进一

步优化产业结构，因地制宜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引导更多小

企业实现落户生产，推进小作坊提档升级，进一步壮大村集

体经济，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助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常亚洁）

静宁：香醋“酿”出致富路

镇原县融媒体中心

“选择在镇原县投资就是看中当地良好的营商环境。项

目启动以来，镇原高度重视，全力协调解决各类问题，全程帮

办代办前期手续，更加坚定了我们的投资信心。”日前，镇原

县制氢制甲醇及重卡一体科技园项目落户镇原县，项目投资

方深圳市航能氢醇产业创新研究院院长连波说。

镇原县制氢制甲醇及重卡一体科技园项目，是当地的重

点招商引资项目，投资规模大、科技含量高、示范带动性强，

其中风光发电项目一期投资 26 亿元，建成后年上网电量预计

可达到 11.5 亿千瓦时，年产值 2.6 亿元；制氢、制醇一体化项

目计划投资 30 亿元，建成后年生产绿色甲醇可达 3 万吨，年

产值 2 亿元；氢醇重卡装备及配套科技园项目计划投资 34 亿

元，建成后年可生产氢醇重卡 5000 台，年产值达 30 亿元。

镇原县制氢制甲醇及重卡一体科技园项目是当地抢抓机

遇成功招商的典型代表。近年来，镇原县深入推进“引大引强

引头部”行动，严格落实“县级干部领衔招商、专业分队一线招

商、机关部门服务招商、企业客商以商引商”要求，鼓励全民招

商，积极开展网络招商和亲情招商，招商引资成效显著。

为营造亲商、安商、富商、扶商的发展环境，镇原县成立了

招商引资项目落地服务办公室，“一对一”“全流程”帮办、领办、

盯办、代办前期手续，推动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

同时，在“软环境”和“硬指标”上双向发力，镇原县相继

出台招商引资实施细则、扶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发展

等一系列支持招商引资工作的政策文件，从土地供应、要素

配置、税收优惠、金融支持、人才保障、产业奖补、落地服务 7

个方面为企业提供有力的基础保障。

2023年，镇原县新招引项目59个，签约额110.39亿元；实施

500万元以上省外招商引资项目71个，完成省外到位资金59.12

亿元，同比增长52.21%。一个个招商项目的落地生根，成为镇原

县促进工业突破发展、农业增值增效、服务业转型升级的坚强后

盾，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田永昭）

镇原：招商引资添动能

白银市融媒体中心

2023 年，白银市全面落实省委强科技行动、产业赋能行动和强

工业行动要求，组织实施“项目攻坚”行动，着力壮大优势产业，强化

科技创新引领，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在壮大优势产业中聚集发展动能

白银市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围绕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去

年一年实施重点工业项目 54项，白银集团白银炉技术创新项目点火运

行，靖煤集团清洁高效气化气项目建成试车。深入推进固废资源化利

用，中瑞铝业 5.2万吨危固废处置、硕特环保 54万吨工业固废资源化等

项目落地白银，白银集团 20 万吨高导新材料、时代瑞象 10 万吨磷酸

（锰）铁锂、银高储能8吉瓦时磷酸铁锂电池等重点项目加快建设。

加快推进园区提质集中攻坚，白银有色智慧物流园区投入运

营，白银高新区化工园区获批省级“一级化工园区”。在工业园区、

重点企业开展 5G 组网建设，全市新建 5G 基站 1076 个。扎实开展

“消费提振年”活动，组织开展“乐购白银·助商惠民”等促进消费活

动，带动消费 7 亿元以上。持续扩大外贸进出口规模，首信秘鲁尾矿

综合开发二期项目投产运营。

在强化科技引领中激活发展动力

白银市着力打造创新平台、强化技术攻关、培育创新主体，促进创

新链同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和政策链深度融合。西安交通大学国家

技术转移中心白银创新中心揭牌成立，市科技创新资源共享服务平台

正式上线运行，白银科技企业孵化器先后6次被评定为国家级科技企业

孵化器，甘肃省电缆技术创新中心等5家技术创新中心被认定为省级技

术创新中心，平川区被认定为2023年省级科技创新型县（市、区）。

实施科技创新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双倍增”计划，全市高新

技术企业达到 120 家、省级创新型企业 86 家，全市国家级、省级企业

技术中心达到 31 家，有研发活动的规上企业达到 62 家，累计培育国

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6 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37 家。研究

制定支持创新要素集聚促进科技成果落地转化若干措施，郝氏炭纤

维、大象能源 2 家企业获得中国专利奖，白银市被推荐申报国家知识

产权强市建设试点城市，靖远县入选第二批全国科普示范县名单。

在扩大有效投资中培育发展优势

白银市以项目建设撬动经济发展回升提速、整体好转，截至 2023

年 12 月底，15 个省列重大项目完成投资 108.69 亿元、投资完成率

103.92%，155 个市列重点项目开复工率 98.56%，完成投资 336.25 亿

元、投资完成率 101.84%。深入实施“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先后赴

省外开展招商活动 247批次，引进了 10万吨磷酸锰铁锂电池正极材料等一批延链补

链强链项目。截至 2023年 12月底，全市新签约项目 103个，签约资金 349.51亿元。

白银市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帮助企业解决合理诉求。创新开展的“分散式

卡位评标”“远程异地开评标”等经验做法在全国得到推广。深化企业投资工业项

目“标准地”改革，实现“拿地即开工”。去年，全市新增经营主体 1.72 万户，累计达

到 15.31 万余户。 （吴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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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渭县

融媒体中心

近 日 ，受 低 温 天

气 影 响 ，通 渭 县 出 现

雾凇景观，满山遍野，

银 色 一 片 ，给 冬 季 的

山野增添了一道别样

的风景。

（张赛 田倩倩）

雾
凇
如
画

农技人员指导村民打理人参果。

民勤县人参果脱毒育苗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