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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主要生产风电轮毂、底座等

大型铸造件。一重西北高端装备制造

基地项目建成后将辐射整个西北区域，

延伸酒泉经开区风电装备制造产业链

条。同等规模的项目，一般建设周期需

要 2 年时间，我们的西北高端装备制造

基地项目从开工到 2024 年 1 月试生产

只用了不到 1 年时间。这么快投产，离

不开经开区高效贴心的服务。”酒泉一

重风电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学刚说。

3 月 12 日，酒泉经开区（高新区）党

工委、管委会主要负责人带领班子成员

和各部门负责人深入园区各项目建设

现场，走访考察，主动上门为企业排忧

解难。这样的服务今年已是第三次了。

日月重工（甘肃）有限公司七分厂副厂

长陈寒军对酒泉经开区的营商环境感触颇

深。因项目建设需要配套新建一座110变

电站。在项目工作专班协调下，用时4个月

就建成。这在别的地方至少需要1年。“园

区不仅对项目建设非常支持，连我们员工

子女入学、公租房入住等社会事务都全力

解决。”陈寒军表示，日月重工在酒泉落地

后，正在考虑引进供应链上游企业。目前

已经有相关工装、模具企业进驻了。

“项目为王，环境是金。”近年来，酒泉

经开区全面贯彻落实全省招商引资暨优化

营商环境大会精神，深入实施“引大引强引

头部”行动，紧盯风电、光伏、储能、氢能、光

热、智慧电网六大产业延链补链强链，精准

开展产业链招商，持续打造最优营商环境，

有力推动经开区高质量发展。近4年来，累

计签约项目98个，先后引进上市公司、“三

个500强”、行业头部企业29家，引进全球

新能源“500强”企业18家，投建新能源装

备制造项目50多个。主要经济指标连续4

年保持两位数增长，连续5年在省级开发区

年度考核中获得优秀等次，已建成全国最

大的陆上风电装备制造基地，新能源装备

制造产业发展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走在经开区宽阔的道路上，风机总

装、大型铸件、风机叶片、风机电机、齿

轮、轴承、光伏组件、电池片、塔筒、电

芯、高强度紧固件等周边企业林立。

“风机总装需要的 10来种核心大部

件在酒泉经开区里都能采购到。我们的

发电机是用中车永济的。以前要从陕西、

四川等地发货，运输成本高。现在这家企

业也被引入园区。我们早上要货，中午就

送到了，不但降成本，时间效率也大大提

高了。”东方电气（酒泉）风电设备有限公

司综合管理部部长陈刚泰举例说道。

在酒泉经开区，有多家企业负责人

跟陈刚泰有同感：园区产业链的协同配

套能力在不断完善。这种“树形”结构

的产业生态，不仅降低了企业运输成

本，通过产业链条上各企业的互保共

建，还增强了整体抗风险能力。

南高齿项目负责人说：“在接触过

程中，我们真切地被他们的坚韧、执着

和真诚打动。我们从合作协议起草到

土地挂牌再到项目成功落地，仅用了短

短 30 天时间。”为确保项目顺利推进，

酒泉经开区工作人员每天都与他们保

持沟通，争取相关政策，解决难题，让他

们在酒泉经开区投资兴业的信心倍增。

酒泉经开区坚持把企业的事当作

自己的事，聚焦招商引资项目提供“全

生命周期”服务，当好“店小二”“服务

员”，不断提高项目服务水平。在项目

论证策划阶段，“项目管家”提前介入主

动服务，为项目洽谈、落地、开工、投产

提供“一条龙”服务和“保姆式”帮办、

“贴心式”代办，并推行“容缺受理 承诺

办理”模式，推进项目快速落地建设。

奋进正当时，风起再扬帆。站在新

的起点上，酒泉经开区将锚定全国新能

源装备制造产业示范区这一目标不动

摇，坚定信心，勇毅前行，以更大决心、更

大干劲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谱

写酒泉经开区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

酒泉经开区锚定产业链精准招商助推高质量发展

李军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杨唯伟 白永萍 吴 涵

营 商 环 境 是 经 营 主 体 的 生 命 之

氧，更是一座城市的核心竞争力。

时下，龙城天水，玉兰花开，春风

吹拂，撩人心弦。

紧随天水麻辣烫的火爆“出圈”，

天水市抢抓机遇、集中精力，持续优

化营商环境，全力绘就这座城市的可

爱与美好。

亲商爱商的春风拂过，经营主体

活力旺盛，游客体验愈加美好。

麻辣烫老店，重新开起来了

3月 25日下午，距离饭点尚有 2小时，位于秦

州区羲皇大道的东煜广场人头攒动，秦州区太京

镇带来的社火表演吸睛无数。广场一侧，18日才

新打造起来的天水麻辣烫一条街，39个麻辣烫档

口整齐排列，不少市民、游客正在享受美食。

位于 29 号档口的是一家由张志勇和张志

雷兄弟俩经营了 20 多年的老店，颇受当地群众

喜爱。

随着兄弟俩岁数渐长，而家中年轻人无人

愿意接管麻辣烫生意，前年只好把店铺关了。

“岁数大了，年轻人又不愿意干。”54 岁的张志

勇说起来颇觉得遗憾，“那时候压根没想过还能

再把店开起来。”

春暖花开，随着麻辣烫火热“出圈”，张志勇一

家心潮澎湃。很快，秦州区委、区政府提出，打造

麻辣烫一条街，开始筛选符合标准的店铺入驻。

“政府提出要打造麻辣烫一条街，不收租金

免费经营，机会难得，一定要抓住。我们把店开

起来吧！”婚后一直在家带孩子的侄女宋菲主动

请缨。

17 日报名，18 日下午开始营业。“外地的游

客、之前的老顾客都跑来吃，平均每天要接待

100 多位客人，销售额比以前老店的时候翻了

一番。”宋菲算了一笔账。

亲戚张成银也专门从江苏赶过来。“我准备

过来帮帮忙，学学技术，之后在江苏那边也开一

家天水麻辣烫店。”张成银说。

解决街区选址、档口搭建、上下水设施布设、

亮化配套、舞台布置……从开始打造东煜金街天

水麻辣烫一条街，秦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生

产流通股股长马晓鹏就一直坚守在现场。

“我们集中筛选了全区 39 家口碑较好、受

网友追捧的麻辣烫经营者，租金免费，店主只需

要承担水电费用，3 月 18 日完成建设投入运营，

吸纳了从业人员 123 人。”马晓鹏说。

街区运行以来，秦州区市场监管局在保障

食品安全的前提条件下，逐步优化服务，保障游

客有一个良好的就餐感受。

同时，加大“交叉错峰、带温监管”的执法力

度，打击、处置违法违规行为，同时联系保险公司，

为全体入驻商户免费办理了食品安全责任险。

服务春风吹，麻辣烫新店如雨后春笋

连日来，天水市秦州区政务服务大厅里，办

理麻辣烫店相关业务的人络绎不绝。

“上午提交了手续，下午就拿到了证，太好

了！”当日下午，廖忠平拿到了营业执照。

廖忠平多年来一直经营着一家养老企业，

半个月前在秦州区大城北路盘了一家铺面，计

划打造为养老产品的展示中心。

随着麻辣烫的爆火，廖忠平和合伙人一合

计，决定开家麻辣烫店。

“我们打算在现有天水麻辣烫的基础上，创

新方式，专门推出针对老年人的个性服务，让他

们根据各自的需求自主添加调料，开业后也计

划开展面对老年人的活动。”廖忠平说。

一个星期时间，廖忠平已经将厨师、进货渠

道都对接好了，信心十足准备大干一场，“3 天

后，我们的店就可以开业！”

“我们在对麻辣烫店的办理过程中设立了

绿色通道，采取网上办理、不见面受理等多种方

式，简化办理流程，提升经营户登记注册的便利

度。”秦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窗口工作人员甄璠

介绍，“去年 3 月，办理麻辣烫食品小经营店登

记证的有 8 户，最近 25 天时间，我们办理了 30

户，增长了不少。”

证件已经齐全，新开一家麻辣烫店，还需要

哪些工作？

紧挨着秦州区市场监管局的窗口，天水市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队的窗口工作人员王婷也忙

个不停，她主要负责的是麻辣烫门头牌匾的审

批工作。

“我们要审核牌匾的大小、高低，查看效果

图。最近为了打响天水麻辣烫的美食招牌，店

铺牌匾的名称需要在保持‘天水麻辣烫’五个字

的基础上，增加其他个性化的文字。”王婷说，最

近已经办理了 20 余户。

服务春风吹入心坎，经营主体活力四射。

秦州区政务服务中心副主任李娜介绍，该中

心把优化营商环境提质增效作为提高行政效能的

重要抓手，推动线上线下政务服务能力整体提升。

通过健全“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清单

管理机制和常态化推进机制，实现第一批高频、

面广、问题多的“一件事”高效办理。截至目前，

“一件事一次办”办件量超过 2.07 万件。

与此同时，推进线下办事“只进一门”。持

续完善集约高效的线下政务服务体系，合理设

置综合服务窗口和专业服务窗口，目前秦州区

政务服务事项 1372 项均已纳入政务服务中心

集中办理，实现统一受理和“一站式”办理。

截至目前，秦州区政务服务大厅共受理政

务服务事项办件 48.64 万件，办结 48.64 万件。

在天水，亲商爱商的春风拂过火热的心弦

本报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施秀萍 何佳睿）3 月

28 日，天水市旅游综合收入达 1.11 亿元，接待游客 19.04

万人次。3 月 1 日至 28 日，天水市累计接待游客 389 万

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22.5 亿元。

截至 3 月 28 日 17 时，全网涉及“甘肃天水麻辣烫”的

相关短视频和信息总点击播放量达 167.7 亿次，较 27 日

增加 2.8 亿次，点赞量 12.1 亿次，互动评论量 7.9 亿次。

3 月 28 日，陇南市、敦煌市、白银市平川区等赴天水

进行文艺演出，兰州新区太平鼓表演团队赴天水展演，金

昌市携“永昌十八子”美食及商品赴天水宣传。同时，四

川文旅组织阿坝歌舞助力天水，陕西榆林“横山老腰鼓”

非遗展演持续进行，福建省晋江市赴天水宣传。

天水麻辣烫“带火”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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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水麻辣烫“带火”旅游，这是 3 月 28 日游客在

麦积山石窟参观游览。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丁凯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崔亚明
通讯员 张勇强

“婚丧嫁娶”的负担变轻了！这是

漳县贵清山镇香桥村干部群众茶余饭

后经常谈论的话题。

近年来，漳县贵清山镇围绕“请你

来协商”品牌建设，把“整治高价彩礼”

作为培育文明新风、助推乡村振兴的

重要手段，充分发挥协商议事会作用，

邀请群众积极参与，签订治理高价彩

礼承诺书，在乡村治理中引导形成良

好社会风气。

“乡风文明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

要内容，我们通过组织广大群众积极

参与整治高价彩礼协商议事活动，让

大家切实改变观念，树立起正确的婚

嫁观念，形成良好社会氛围。”贵清山

镇香桥村党支部书记年爱军说。

“请你来协商”是漳县政协推进协商

向基层延伸创建的品牌。漳县政协把政

协协商触角延伸到乡村，充分调动基层

干部群众积极性，全县 135 个村都建立

了“协商议事室”，建立协商机制，搭建协

商平台，12 名住漳市政协委员、92 名县

政协委员下沉到 13个乡镇和 139个村，

采取会议协商、上门协商、网络协商等形

式，与群众面对面协商事关全镇、全村长

远发展及群众高度关注等问题。

“看到新自来水管网一路铺过去，大

家非常开心。近日，村干部还给每家每

户都发放了‘漳县农村饮水保障服务

卡’，公布了县乡村三级服务联系方式和

服务人员，以后有了饮水问题就方便解

决了！”三岔镇三岔村村民王春来说。

漳县三岔镇充分发挥政协协商议

事会平台作用，组织议事会成员多次深

入实地调研，现场召开“安全饮水专题

协商议事会议”，收集村民意见建议讨

论解决办法，并积极与县水务局协调争

取农村自来水管网改造项目。目前，全

镇已投入 1700多万元铺设水管 57.9公

里，受益群众达 900 余户 3600 多人，全

镇老旧管网全部得到改造提升。

去年以来，通过“请你来协商”品牌，

漳县政协共开展各类协商议事活动 411

次，委员参与协商活动 223人次，协调解

决民生困难问题 214 件，化解矛盾纠纷

81件（次），为民办实事 116件。这些协

商议事活动的开展，切切实实解决了群

众的“揪心事”“烦心事”，达到了凝聚人

心、汇聚力量的效果，真正把人民政协制

度优势切实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让“请

你来协商”成为乡村振兴的“助力器”。

漳县政协：“请你来协商”品牌成乡村振兴“助力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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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兰州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薛砚）3月 28日，记者从兰州市政府新闻

办召开的有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兰州

市近日出台方案展开“十破十立·移风易

俗”十大行动，要通过一年攻坚，有效遏制

红白喜事大操大办、奢侈浪费、盲目攀比

的不良风气，倡导婚事新办、丧事简办、

孝老爱亲、勤俭节约等文明风尚，县、乡、

村推进移风易俗的工作制度基本完善，

乡村社会文明程度进一步提高。

“十大行动”包括：“为爱减负”文明

实践行动、“孝善文化”创评培树行动、

“靓丽乡村”家园美化行动、“五治融合”

网格化治理行动、“清朗空间”网络文明

行动、“小兰说唱”乡风文明宣传行动、

“嘉贤善治”示范引领行动、“全民学礼”

人人代言行动、“德润金城”主题实践行

动、“家园同心”互助关爱行动。

兰州市明确要求，各地要倡导“低

彩礼”“零彩礼”等婚嫁新风；完善群众

性自治组织，健全完善红白理事会、村

民议事会、禁赌禁毒会、道德评议会等

群众性自治组织，重点发挥红白理事会

作用；扎实开展对高价彩礼、封建迷信、

村霸欺凌行为、网络违法违规等突出问

题专项治理，严肃查处违法行为；建立

道德红黑榜，将优秀典型列入“红榜”，

不良典型列入“黑榜”；推广“文明积分”

兑换，先进典型给予积分奖励；强化移

风易俗宣传引导，强化激励导向，突出

典型引路，有效破解乡村陈规陋习，树

立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不断

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

兰州市启动“十大行动”推进移风易俗
本报兰州讯（新 甘 肃·甘 肃 日 报

记者施秀萍 何佳睿）3月28日，由甘肃省

文旅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共

同组织的第二届“甘肃对话”丝绸之路可

持续旅游研讨交流会在兰州举办。

会议期间，围绕“文化遗产保护与

旅游发展”“平衡旅游业增长和环境保

护”“通过旅游实现社区参与和赋权”3

个主题，我省各市州、县区政府负责人与

专家学者、企业代表交流研讨，共享发展

经验，探索可持续旅游发展的创新方法。

甘肃地处丝绸之路黄金段，历史文

化底蕴厚重，旅游资源丰富。近年来，省

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文化旅游发展，出台

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实现高质量发

展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注重

遗产保护、资源开发、产品供给、交流合

作的可持续性，促进全省文化保护传承

弘扬和旅游融合利用更加协同，产业链

条更加完善，市场活力更加充足。

第二届“甘肃对话”丝绸之路
可持续旅游研讨交流会举办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董文龙
通讯员 卢 玉

近日，走进金塔县农业技术推广中

心高标准日光温室，立体草莓种植槽整

齐排列，红玛瑙似的草莓挂满枝头，空

气中满是沁人心脾的果香。

走 近 细 看 ，草 莓 并 非 成 长 于 土 壤

中，而是从无菌基质长出。

“基质由发酵好的农家肥、草炭、蛭

石、珍珠岩等材料按比例混合而成，可

为草莓生长提供优良的水、肥、气、热条

件。”正忙着查看草莓长势的金塔县农

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张学凯说。

近年来，金塔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积极开展“立体栽培”技术研究，采用“草

莓新品种+滴灌节水设施+温室立体基

质栽培”的模式，打造“空中草莓园”。

张学凯介绍，立体栽培模式让草莓

“住”进小高层，“喝”上营养液，不仅充

分利用了大棚空间，拥有更好的采光条

件和通风条件，更利于草莓根系生长，

单位面积产量和经济效益更高。

穿行在棚室之间，科技感满满：高

标准日光温室大棚有了大脑，感知冷暖

自行调节“风口”；“听”到指令立即卷合

卷帘来控温；还能水肥自动调和……

“ 我 们 通 过 互 联 网 大 数 据 分 析 平

台，对温室种植条件进行监测和自动调

节，对温度、光照、湿度进行控制，保证

了适宜的环境条件和全面均衡的营养

供给，产出的蔬菜瓜果品质更佳。”谈起

新技术，张学凯熟稔于心，侃侃而谈。

金 塔 科 技 为 农 业 生 产 添 动 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