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兰州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蔡文正）2023年，兰州海关持续优化口岸营

商环境，不断提高服务开放发展水平，积极

助推甘肃省外向型经济持续扩大高水平对

外开放，全年共保障国际货运航班73架次，

监管货运量达 2482.4 吨，同比增长 47 倍，

货值10亿元，同比增长6倍，创历史新高。

2023 年以来，兰州海关持续发挥职

能作用，通过关企座谈会、关长送政策上

门、关企联络员等方式积极开展国际货运

航班监管政策宣讲，开展“一线一策”活

动，为企业“手把手”梳理指导进出口申

报 、舱 单 等 环 节 ，帮 助 企 业 解 决 难 题 。

2023 年，兰州中川国际机场新开通“兰

州-莫斯科”“兰州-阿拉木图”“兰州-新

西伯利亚”3 条货运航线。

兰州海关积极推动“机坪直提”“抵港

直装”“卡车航班”“区港联动”等新监管模

式落地见效。拓展甘肃空陆多式联运，实

行“卡车航班”运输模式，实现货物“入境、

转运、运抵、通关”无缝衔接，保障 2.4 吨

精密仪器货物顺利通关。开辟“区港联

动”新路径，将物流仓储服务前移至航空

口岸，延长保税物流链条，有效提升国际

货物中转效率，实现 25 批 274 吨区港联

动货物顺利出口。2023 年，中川机场航

空口岸进口通关时间为 35.6 小时，同比

压缩 74.9%；出口通关时间为 0.33 小时，

同比压缩 54.8%。

针对未锻造金（银）出口，兰州海关建

立双向联系和定期回访机制，提供全天候

通关保障服务，实现货物出口申报“快审

快放”，2023 年监管出口未锻造金（银）

1.23 亿元，同比增长 7 倍；针对种子种苗、

水果、冰鲜水产品等时效要求高、不耐存

储的进出口货物，兰州海关通过开通“绿

色通道”、设置农食专窗、优化鲜活易腐品

接单等方式，做到“随到、随报、随查、随

放”。2023 年兰州海关共保障 12.94 吨外

繁种子顺利通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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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王朝霞

三月羊城，春风浩荡，棕竹碧

绿，木棉花香。

甘肃省特色农产品及食品加

工产业招商引资推介洽谈会在广

州举行，粤甘携手，共话“山海”深

情，共促企业“联姻”，推动粤甘农

业交流合作结硕果，共同谱写现代

农业区域协同发展新篇章。

跳出农业抓农业 招商引资增活力

起跑决定后程，开年关乎全年。按照甘肃

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甘肃省各级农业农村部

门把招商引资作为农业产业链延链补链强链

的头号工程，全面加大农业招商引资力度。

“今年全省农业招商推介的第一站放在

广州，就是要借助广东和广州的发展活力和

优势资源，借船出海，以招商加快项目落地，

以投资带动甘肃发展。”甘肃省委农办主任，

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省乡村振兴

局局长杨金泉说。

广东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党组

书记、厅长，省乡村振兴局局长刘棕会表示，

甘肃高位推动甘肃特色农产品走进广东，招

揽广东优质企业到甘肃投资兴业，是对大湾

区市场的充分肯定。广东现有省级以上重点

农业龙头企业 1400 余家，总体实力雄厚，甘

粤两省产业链优势互补性强，合作前景广阔。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加大农业产业链招商

引资，打破就农业抓农业的固化思维，强化

“一把手”责任，做好产业谋划、项目策划、招

商计划，带头外出招商、会见重要客商、推进

项目落地，对项目洽谈、签约、落地、开工、投

产全周期进行挂图作战和跟踪管理。今年计

划新签约项目和在建续建项目年内累计到位

资金较上年增长 20%、达到 700亿元，其中新

增转规农产品加工企业 50个，培育营收高于

1000万元农产品加工企业100个。

引入“源头活水”挖掘链条潜力

“珠水烟波接海长，春潮微带落霞光。”

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和“一带一

路”的枢纽城市，被誉为“千年商都”。甘肃

是我国重要的向西战略通道、商贸物流枢

纽。粤甘两省远隔千里，但同为丝路经济带

商埠枢纽、重要节点和中外文化交融之地，

有着天然的亲和力与契合点。

长期以来，广东省一大批企业家在甘

投资兴业，为甘肃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

动力。广东也是甘肃特色农产品主要消费

地和甘肃农产品走向东南亚市场的重要窗

口，在广东企业的倾力帮助下，甘肃高原夏

菜、苹果、中药材等“甘味”农产品不断走向

国际市场。

广东省甘肃商会会长史浩天坦言：“2023

年 1 月，商会专门成立大湾区农特产品专委

会，并在同年 6月取得‘甘味’授权，设立了甘

味大湾区运营中心。运营中心与广东农垦、

南方优品、钱大妈以及广州市消费帮扶办、大

湾区菜篮子工程等近百家品牌建立了合作关

系，推出民勤蜜瓜、秦安蜜桃、兰州百合、定西

宽粉等数十款农产品，成为甘肃农产品走向

大湾区的重要窗口。通过这一年多的合作实

践，让我们对未来合作充满信心。”

甘肃农业资源禀赋独特，拥有除海洋和

岛礁之外的全部地貌，形成以“牛羊菜果薯

药”六大特色产业为主导和以百合、蜜瓜、油

橄榄等区域特色农产品为补充的优势特色

农业，全省优势特色产业面积达到 4436 万

亩，已成为全国最大的玉米制种基地、最大

的马铃薯脱毒种薯繁育基地，最大的蔬菜、

花卉制种基地，最大的道地中药材生产基地

等，滋养了“甘味”特色农产品醇厚地道的内

质，蕴藏了巨大潜力和无限商机。

“粤旺正是看中了甘肃这些独特优势，在

酒泉投资建设了现代化的农产品加工基地，

以一二三产融合全产业链发展为思路，发展

特色农业、休闲农业和农产品加工。”广州粤

旺农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万俊华表示，这

次洽谈会，让甘粤农业协作更上一个台阶。

抢抓招商机遇 加速农业转型

目前，甘肃农业正经历着升级和蜕变。

立足甘肃特色农业发展现状，如何开展招商

引资，成为新一轮以招商引资引领产业提质

升级的重点。

对此，甘肃今年聚力打造牛、羊、蔬菜、

中药材 4 个千亿级产业集群，生猪、苹果 2

个五百亿级产业集群，引培落地一批产业

关联度大、支撑作用强、发展后劲足的农产

品加工重大项目，集中打造一批基础功能

完善、加工物流配套、工艺标准先进、产品

特色鲜明的食品加工园区，加快推动全省

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我们乐禾食品集团致力于打造完整的

食品商业生态链，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

学校等 1.6 万家单位提供一站式全品类食

材供应服务。”乐禾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监罗为说，希望通过洽谈，与甘肃省的“三

品一标”优质供应商和张掖市农发集团深入

对接，实现合作共赢。

深圳农投集团副总裁孟晓贤表示，深

农集团将发挥遍布全国 30 多家农产品批

发市场和拥有 6 万多合作伙伴商户群资源

的优势，与兰州市深入合作，共同打造兰州

高原夏菜等特色产业集群，帮助甘肃优质

特色农产品走进粤港澳大湾区，助力乡村

振兴。

最是一年春好处，扬帆奋进正当时。甘

肃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高地和投资“蓝海”，拥

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粤甘两省资源优势互

补，共同书写合作共赢新篇章。

—甘肃省特色农产品及食品加工产业广州招商引资洽谈会侧记

话“山海”深情 助企业“联姻”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徐俊勇

行动不便的残疾人坐上了新轮椅，听

力残疾的马文祥拿到了为女儿申请的助学

救助资金 9000 元……嘉峪关市“结对帮

扶·爱心雄关”工程建设中，一个个“微心

愿”的实现，让被帮扶困难群众得到实惠。

张兰香今年 75 岁，居住在雄关街道雍

和社区。嘉峪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结对

干部在走访探视中，发现张兰香老人生活

不便，便联系残联部门为老人紧急协调一

辆轮椅，并为老人购买蚕丝被、食用油、大

米、面粉等生活物资。

嘉峪关市市容环境卫生总站党组书记、

站长安正明常常前往结对关爱对象家中开

展走访调研。经了解，关爱对象马文祥听力

一级残疾，并患有心绞痛，目前无业，女儿在

外地上大学，妻子打零工，家庭生活较为困

难。针对马文祥一家的实际情况，安正明通

过研究各项政策，经多方协调，为马文祥女

儿申请助学救助资金9000元。

一件件暖心的实事，传递着帮扶干部

关心关爱困难群众的正能量。

为推进全市“结对帮扶·爱心雄关”工

程建设走深走实，嘉峪关市把结对关爱作

为一项重要民生工程，用心用情用力听民

意、访民情、解民忧、暖民心。其中，嘉峪关

市结对关爱办主动向各帮扶单位出题目、

定 任 务 ，及 时 反 映 工 作 推 进 中 的 亮 点 做

法。采取“常态检查+专项督查”相结合的

方式，对政策落实、联系走访、诉求办理等

情况进行督导，通过在工作中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督促关爱工作落实落地。

同时，各级各单位认真履行工作职责，

构建市结对关爱办公室牵头抓总、统筹协

调，民政、残联、人社等 9 家重点民生保障

单位、全市结对关爱单位齐头并进、共同发

力的工作格局，探索形成“1+9+N”工作机

制，推动工作落实的整体合力进一步增强。

“结对关爱工作中，我们还探索推进

‘慈善+社工+志愿服务’联动模式，鼓励引

导爱心企业家、爱心人士、慈善组织等社会

力量积极参与，大力开展‘送温暖、献爱心’

活动。”嘉峪关市民政局局长刘应兰说，自

结对关爱工作开展以来，嘉峪关市开展联

系交流 1267 次，走访探视 879 次，落实政

策 993 项，纾困解难 549 件，帮办实事 653

件，资助实物和现金 19.74 万元，开展志愿

服务活动 45 场次，惠及 1000 余人。

——嘉峪关市扎实推动结对关爱行动见实效

让 爱 有 行 更 有 心

3 月 13 日，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你点我检服务惠民生”

活动走进西北师范大学知行学院，执法人员开展食品样品现场

抽检、餐厨具现场快检。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冯乐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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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洪建
通讯员 殷 旭

在高台县罗城镇红山村

一带，流传着一项非遗绝技。

它出自秦腔，与打碗、变脸、喷

火一样，是秦腔的八大绝技之

一 ，经 过 传 承 发 展 ，现 已 成

为 当 地 独 具 特 色 的 地 方 文

化 ，它 就 是 省 级 非 物 质 文化

遗产——高台秦腔獠牙绝技。

“表演者需口含两颗或多

颗特制猪獠牙，以舌为主要动

力，齿、唇、气为辅佐，在亮相

时吐出口角，时而快速弹吐，

时而倒刺进鼻孔，时而上下左

右歙动，同时唱、念、做、打，具

有很强的艺术张力和感染力，

大家都很喜欢。”红山村人蔺

耀宗是高台县秦腔獠牙绝技

的传承人，说起这项绝技，他

侃侃而谈。

技艺学习，不仅靠热爱，

更需要毅力。

蔺耀宗自 16 岁就跟随村

里的前辈学习獠牙绝技，没想

到 这 一 学 ，便 与“ 獠 牙”相 伴

40 多年，但其中艰辛只有他

自己知道。

蔺耀宗回忆，一对猪獠牙

长近 6 厘米，第一次真正把獠

牙放进嘴里的时候，整个口腔

被扎得生疼，牙床磨破，牙龈

肿痛，吃饭都成问题。

“学了一段时间后，我也

产生过放弃的念头，但一想到这项传统技艺

面临失传，就咬牙坚持了下来。”蔺耀宗下定

决心，刻苦训练，直到 3 个月后，那些不舒服

的症状才慢慢消失。但真正做到熟练吞吐

獠牙，还需要练习一年多的时间。

如今，蔺耀宗在新疆务工，是一名油气

管道维护工，但闲暇之余工友们还会请他表

演獠牙绝技。

“衣服、道具都不上身，表演起来总感觉

差点火候。”蔺耀宗笑着说。

每次回高台，蔺耀宗总会给大家表演

“绝活”。今年，他在村里的非遗传习所里为

村民演出秦腔剧目《麒麟山》，扮演的鬼面杨

麒嘴中多颗獠牙上下翻飞，引得台下村民连

连叫好、拍手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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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丽媛

当春日清晨的第一缕阳

光照在泾川县玉都镇康家村

乐乐养殖家庭农场时，养牛大

户 张 小 平 也 开 始 忙 碌 起 来 。

添料、清圈……他细心照料着

膘肥体壮的肉牛。

从刚开始的 5 头牛，到现

在存栏 70 多头牛，51 岁的张

小平已养牛 15 年。“去年卖了

20 头牛，收入 10 万多元。春

节 过 后 ，我 打 算 继 续 扩 建 牛

舍，扩大养殖规模。”张小平乐

呵呵地说。

2008 年，在外打工的张

小平回乡承包了 10 亩地，开

启了养牛之路。起初，牛的个

头总不见长，还经常生病，急

得 他 四 处 查 阅 资 料 、请 教 专

家。后来，在玉都镇畜牧站技

术人员的指导下，他逐渐掌握

了肉牛的生活习性和生长特

点，积累了丰富的养牛经验。

2021 年 12 月，在村委会的帮

助下，张小平成立了乐乐养殖

家庭农场。

这几年，随着家庭农场不

断发展壮大，张小平成为当地

有名的“土专家”和致富能手，

村里越来越多的养殖户向他

“取经”，而他也总是毫无保留

地把养牛技术和经验传授给大

家，指导大家养好牛、卖好价。

同时，针对当地群众养殖

水平低、防疫意识差的问题，

张小平与泾川县畜牧兽医中

心玉都畜牧站建立常年技术

合作关系，聘请畜牧站专业技

术人员作为农场的技术指导，

解决群众肉牛生产、繁育、疫

病防治等方面的难题。

如 今 ，在 张 小 平 的 带 动

下，康家村及周边 95 户养殖

户钱袋子鼓了、信心足了。“张

小平热心助人、有想法，我们

要跟着他继续好好干。”养殖

户王喜银说。

不久前，张小平荣获全县

“养殖能手”称号。谈及未来

发展，他信心满满，“自己富了

不算富，大家都富才算富。今

后，我要更好地发挥自身的技

能长处，扩大养牛规模，带动

群众走‘牛路’发‘牛财’。”

养牛能手带领乡亲发“牛财”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杜雪琴 张海燕

清洁高效气化气项目一期工程单机试

车成功启动，项目二期已启动建设；王家山

煤矿 330 万吨洗煤厂项目竣工验收……新

年伊始，甘肃靖煤能源有限公司一项项突破

节点的工作加快推进。站在重大资产重组、

企业融合发展的新起点、新平台，靖煤公司

整装出发，以建设一流能源企业为目标，加

快重组步伐，推动项目提速，深挖增长潜力，

实现各项工作高质量落实、高效率推进。

点燃强科技引擎

“转载机启动，请注意安全！”“前溜启

动，请注意安全！”“采煤机启动，请注意安

全！”随着启动键按下，靖煤公司大水头煤矿

智 能 化 综 采 工 作 面 整 套 综 采 机 组 顺 利 启

动。在该项目地面生产调度指挥中心电子屏

上，清晰显示井下工作面的采煤设备运转情况。

2023 年 12 月，靖煤公司大水头煤矿通

过Ⅱ类中级智能化示范煤矿验收，成为我

省第一座国家级智能化示范矿井。

“我们有计划、有步骤推进矿井智能化

升级改造，实现矿井提质增效。”靖煤公司

大水头煤矿负责人说。2023 年，靖煤公司

在开采工艺技术创新及新产业新产品研发

等方面攻关一批“卡脖子”技术难题，科研

立项 43 项，申请专利 20 余项，形成省级科

技成果 8 项。

构建产业新格局

近日，靖煤公司景泰白岩子矿井及选煤

厂建设项目传来好消息：项目运输系统和设

备完成联合试运转，项目建设步伐加快。

白岩子矿井及选煤厂项目位于白银市

景泰县寺滩乡黄庄村，是我省调整能源结

构战略布局的重大项目，目前已实现运输

系统和设备联合试运转。

2023 年，靖煤公司全力抓好煤炭保供

和煤基产业链延伸发展，加速推进重点项

目建设。靖煤公司清洁高效气化气项目一

期工程单机试车成功启动，投资 18.95 亿元

的二期工程取得启动建设批复；总计划造

价 8.94 亿元的王家山煤矿矿井技改项目可

研评审通过并已立项；总计划造价 7.04 亿

元的大水头煤矿、魏家地煤矿洗煤厂项目

完成可研编制及评审。

做好环保加减法

2023年，甘肃靖煤（白银）热电有限公司

投资 2000 余万元建设的脱硫废水零排放改

造项目加快推进。该项目实施后每年可回收

水资源3.6万吨，同时回收无机盐90万吨。

近年来，靖煤公司认真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强环境管理，依法

实施清洁生产，加大环保投资，保证废水、

废气、废渣稳定达标排放，提高资源及废物

的综合利用效率。

2023 年，靖煤公司红会第一煤矿入选

省级绿色矿山名录；王家山煤矿、魏家地煤

矿、大水头煤矿矿山完成地质环境保护与

土地复垦方案编制工作，并顺利通过评审。

同时，企业积极参与碳交易，最近履约

期内卖出碳配额 130 万吨，成交金额 8098

万元，利用瓦斯气体发电约 2626 万千瓦时，

减排瓦斯 1153 万立方米。

“我们全年环保投资 4900 万元，实施废

水资源化利用、抑尘及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

理等项目，并通过市、区两级的验收，生产矿

均取得甘肃省水利厅核发的取水许可证。”

甘肃靖煤能源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甘肃靖煤能源有限公司全力推进企业发展

扬 帆 蓄 势 正 当 时

3月12日，临泽县城关小学春季学期“课后服务”启动，学生自愿报名参加音乐、足球等兴趣类社团。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王将 陈海

（接 1 版）建立省市县三级文

旅部门、企业协同联动机制，

紧扣“吃、住、行、购、游、停”

等 关 键 环 节 ，不 断 提 升 旅 游

公 共 服 务 品 质 ，让 更 多 游 客

“想来，爱来，还来”，让“如意

甘肃”热度不减，让冬春旅游

“ 淡 季 不 淡”，为 文 旅 强 省 建

设持续发力。

此外，今年以来，甘肃文

旅推介团先后赴香港、澳门等

地开展专题推介，以及“暖心

瓜州”“永登醉关公”“甘肃社

火”“陇原春晓·陇南诗会”“天

水麻辣烫”等热点，为火爆出

圈的甘肃文旅持续增加热度、

温度，为促进全省文旅市场四

季均衡发展接连“补动力、填

燃料”。

“一季度完全可实现‘开

门红’，今年还将举办全省乡

村旅游发展指数暨乡村度假

游 产 品 发 布 、第 12 届 敦 煌

行·丝 绸 之 路 国 际 旅 游 节 等

系列重大活动，赴江苏、上海

等 地 进 行 推 介 ，预 计 5 月 就

进 入 旺 季 ，比 往 年 提 前 两 个

月。”省 文 旅 厅 党 组 书 记 、厅

长 何 效 祖 信 心 满 满 。 2024

年 ，全 省 文 旅 系 统 将 全 面 发

力，全年力争接待游客 4.3 亿

人 次 ，收 入 3250 亿 元 ，持 续

推动我省文旅业高质量发展

更上层楼。

甘肃文旅乘势而上迎来“开门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