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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兰州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苏家英）“文魁基金”捐赠仪式日前在兰州

大学举行。著名化学家黄文魁先生子女

黄智申、黄智兰、黄智涵向兰州大学教育

发展基金会捐赠 600 万美元，用于支持学

校化学及相关交叉学科事业发展。

“文魁基金”项目设计规划了四个方

面的支持或奖励项目，即文魁先导基金、

文魁科研奖（个人奖/团队奖）、文魁交流

学习计划项目、支持萃英记忆工程项目。

捐赠仪式上，大家回顾了黄文魁教授

教书育人、科学研究的成就和贡献，他治

学严谨、专心科研，关注的贝母植物碱研

究、碘杂环化合物研究、三尖杉酯类生物

碱合成研究等居同期国际同类研究领先

地 位 ，研 究 成 果 影 响 至 今 。 青 年 师 生 表

示，要继承黄文魁先生事事唯新、日日唯

新的科研精神和远见卓识，弘扬以黄文魁

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的科学品格，

做出更多科研成果。

黄文魁先生子女希望“文魁基金”能

源源不断支持学校科研事业发展，激励师

生专心做科研，帮助广大青年科研人员启

动科研项目，鼓励创新，有效助力学校提

升科研实力。

著名化学家黄文魁子女捐资
设立兰州大学“文魁基金”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徐俊勇

“在项目落地过程中，嘉峪关市税务局工作人员多次

上门宣传促进农业生产、农产品流通、支持农业资源综合

利用等税费优惠政策，提醒和指导我们公司在辣椒收购

及发票开具中的注意事项，及时帮助企业化解涉税风险，

为项目平稳落地和企业长远发展提供了保障。”嘉菏（嘉

峪关）农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办税人曾晓雨说。

集辣椒育种、育苗、种植、收购、储存、研发、生产加

工和营销于一体的嘉菏农业乡村振兴辣椒全产业链建

设项目，是 2024 年嘉峪关市农业类重大建设项目之

一。项目投产运营后，对促进嘉峪关市农民就业、推进

城乡一体化建设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随着 2024 年嘉峪关市总投资 526 亿元的 102 个重

点项目陆续开工复工，嘉峪关市税务局聚焦重大项目

建设周期，充分发挥税收职能作用，为重点建设项目提

供点对点、定制式、套餐式、个性化的“管家式”服务，助

力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同样享受到税费优惠政策的还有甘肃藏建环保新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是一家以生产研发环保新

材料、建筑材料、机电设备等为主的非金属废料和碎屑

加工处理企业，也是嘉峪关市“2+6+N”产业链中循环

经济产业链链主企业，公司已投产的两条凝胶材料生

产线项目为省列重大项目。

“公司项目前期投资大，回报周期长，筹建期间积

累了大量留抵退税，项目续建出现了较大资金压力。

幸好有国家留抵退税政策的支持和当地税务部门的跟

踪辅导，1417 万元留抵退税资金快速到账，解了公司的

燃眉之急。”甘肃藏建环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财务负

责人高帆说。

“为支持重大项目建设，嘉峪关市税务局运用税收大

数据优势，自动识别辖区内符合税收优惠政策享受条件

的纳税人，通过‘政策找人’实现税惠红利直达快享，为重

大项目提供支持。”嘉峪关市税务局相关负责人说。

近年来，嘉峪关市税务局健全完善重大建设项目联

络机制，紧盯项目建设进度，优化项目涉税流程，通过上

门辅导、定点联系、远程连线、指导操作、访企问需等多种

方式，助力重点项目高效便捷办理涉税事项，全面享受税

费优惠政策，提前防范涉税风险，让项目承建企业专心抓

项目、全力以赴忙生产，跑出重大项目建设“加速度”。

嘉峪关：“管家式”税务服务助力重大项目建设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王 虎
通讯员 王可昌 刘红红

春日的永靖，处处生机勃勃。刘家峡旅游度假区积

极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百年枣园水岸会客厅乡村

美好生活共创集群项目和黄河三湾民宿及乡村振兴学

堂项目加快建设，无不展现出永靖县做强做大文旅产

业的信心与决心。

今年以来，永靖县立足资源禀赋和特色优势，改善旅

游基础设施、精心打造景区景点、深入挖掘历史人文元

素，全面提升旅游服务水平，不断增强“蓝色黄河·阳光永

靖”品牌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基础设施提档升级

近日，永靖县文旅产业黄河三湾项目中的镜湖野奢

民宿开始试营业，该民宿集观光旅游、餐饮住宿、休闲娱

乐于一体。

黄河三湾项目是甘肃黄河三峡旅游投资开发公司与

甘肃文旅酒店集团联合打造的“明星”文旅产业，由“镜湖

野奢”、太极岛“荷塘月色”和乡村振兴学堂“黄河隐奢”3

个独具特色的民宿群构成。其中，“镜湖野奢”民宿利用镜

湖美景，为游客提供亲近自然的休闲空间；“荷塘月色”民

宿则以荷花为主题，呈现一幅美丽的水墨画卷；“黄河隐

奢”依托黄河文化元素，是一处充满文化底蕴的度假胜地。

“我们致力于打造黄河沿岸文化旅游新地标，‘荷塘月

色’‘黄河隐奢’项目已完成工程量的 95%，目前正在进行

后期绿化等收尾工作。”甘肃酒店集团黄河三湾筹开项目

负责人时斌说。

除此之外，总投资 2900 多万元的永靖县“818”片区

鱼塘服务提升项目，整合当地千亩鱼塘资源，新建了高标

准垂钓赛场、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火车餐厅等设施，吸

引众多垂钓爱好者前来体验。

黄河三峡旅投公司副总经理金佩宙介绍，该项目进

一步提升和完善了基础旅游服务能力与功能，升级后具

备举办全国垂钓比赛的条件。

黄河三湾项目、“818”片区鱼塘服务提升项目是永

靖县以文旅项目建设为抓手，助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生动缩影。永靖县以提升“吃、住、行、游、购、娱”要素

供给为重点，优化游客体验、丰富产品业态、完善旅游要

素，积极推动文旅产业提档升级，推动旅游业由单一观光

型向观光度假、文旅休闲并重的复合型旅游形态转变。

招商引资持续发力

1 月 20 日，永靖县招商引资工作推进会召开。

3 月 9 日，永靖县主要负责人带队调研督导全县文旅

领域重点项目，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并协调解决困难。

3 月 18 日，“蓝色黄河·阳光永靖”2024 永靖旅游推

介会举行，甘肃兰神国际旅行社与黄河丹霞旅游股份

有限公司、甘肃正大国际旅行社与黄河三峡旅行社现

场签订合作协议。

……

永靖县文旅产业正在跑出“加速度”。

同时，永靖县文旅相关单位积极发挥行业优势，谋划

招商引资项目 13 个。截至目前，百年枣园水岸会客厅乡

村美好生活共创集群、黄河明珠园精品民宿等 7个项目完

成签约，计划投资 2.66 亿元；金河湾黄河民俗文旅小镇项

目和刘家峡旅游度假区园林酒店等 4个项目正积极推进。

永靖县文旅局局长杨志飞表示：“我们立足文旅赋能

型县域经济发展定位，以项目建设为牵引，丰富旅游业

态，全力加快文旅资源大县向文旅强县转变。”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

今年，永靖社火表演里“烟斗大叔”火爆出圈，提升了

当地的知名度。春节期间，除社火表演外，永靖县还举办

了打铁花、傩舞展演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吸引了大量

游客前来观赏，为文旅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

近年来，永靖县充分挖掘“恐龙之乡”“彩陶之乡”“中

国傩文化之乡”“水电之乡”和“花儿之乡”等文化旅游资

源，积极打造全国黄河文化旅游名县，开发有黄河鲤鱼和

恐龙元素的手提灯笼、雨伞、玩偶等文化旅游商品及文创

产品，带动文化旅游消费升级。

此外，永靖县把优化文旅公共服务和创建文明城

市、优化营商环境结合起来，优化文旅消费服务，健全

旅游交通体系，规范文旅市场秩序，让游客乘兴而来、

满意而归、愿意再来。

——永靖县加快旅游业态提档升级

发挥资源优势发挥资源优势 不断做强做大文旅产业不断做强做大文旅产业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杨唯伟

在通渭县文化广场，一块蓝底白字、书写着“城管驿

站”四字的标牌格外醒目。驿站内桌椅、空调、饮水机等一

应俱全，不时有环卫工人、快递员进来“歇脚”。

“去年9月以来，我们先后改造设置5个城管驿站，让户外

工作者冷可取暖、热可纳凉、累可歇脚、渴可喝水，成为户外工

作者的‘温馨港湾’。”通渭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副局长陈万

达介绍，驿站内不仅提供日常饮用水、休息等服务保障，还配

备专门工作人员为户外工作者提供贴心服务。

城管驿站是通渭县推进省级文明县创建工作，持续用

好精细化城市管理手段，进一步提升城市暖心指数和文明

指数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定西市围绕服务大局、共建共享，多个县区共

同推进创建全国、省级文明城市工作，市民文明素质和社

会文明程度持续提升，群众幸福感越来越强。

“小物业”牵动“大民生”。岷县致力创建省级文明县，

深入开展“群众急难愁盼一月一难题”集中整治，不断提升

物业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

在全县范围内集中开展物业小区问题专项整治 12 次，

检查物业企业 21 家、物业服务小区 36 个，现场交办问题

200 余条，有效解决小区院内、绿地等区域擅自改扩建、卫

生保洁不彻底、基础设施不完善等突出问题，持续提高广

大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又是搀扶老人，又是帮着办业务，服务好、效率高，真

的太感谢了！”日前，漳县大草滩镇石咀沟村村民雷改忠带

着 80 岁的母亲前往漳县政务服务大厅办理残疾证时，连连

点赞漳县政务服务中心“小丽帮办”团队的贴心服务。

政务服务大厅是政府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主要

窗口，也是创建文明城市的重要载体。这几年，漳县政务服务

中心不断完善服务设施，优化服务程序，提高服务质量，以优

质、高效、暖心的政务服务，助力省级文明县创建。

办事大厅内设有导办帮办代办咨询台、学雷锋志愿服

务站，身穿红马甲的“小丽帮办”团队成员分散在各处，为

群众开展咨询解答、办事引导、政策宣传、帮办代办等多样

化志愿服务，累计帮办代办事项 7200 余件，得到了广泛好

评。“小丽帮办”团队先后荣获甘肃省工人先锋号、定西市

优质帮办团队、定西市青年文明号等称号。

漫步陇西县城，干净整洁的街道，宽阔热闹的广场，生

机盎然的公园，正在让这座千年古城焕发新的生机。

陇西县自被确定为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以来，按照“需求+服务”

模式，积极构建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组织体系，先后组建各类志愿服务队

540 余支，依托“文明实践微课堂”“半小时大喇叭”等志愿服务项目，开展

文明用餐、文明出行等文明风尚宣传引导活动。

广大志愿者走进城镇乡村、敬老院，相继开展“三联三惠敲敲门”“爱

心妈妈”守护成长、“小手拉大手共走平安路”“老兵宣讲”等全民志愿服

务活动，积极营造健康向上的人文环境。

打好创城“组合拳”，绘就文明“新画卷”。定西正以文明城市创建为

抓手，形成市县上下联动、部门通力协作、市民广泛参与的良好氛围，为

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凝聚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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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王 虎

“感谢政府的好政策，帮我解决

了资金困难，让我更有信心养好羊。”

东乡县达板镇的养殖户马文华，养羊

数量从最初的20只到目前的400多

只，实现了“小作坊”到规模化养殖的

飞跃，马文华成功的背后很大程度得

益于当地政府的奖补政策。

10家标准化养殖示范场落实奖

补资金 1420万元、467家新建标准

化暖棚圈舍养殖户（养殖场）落实奖

补资金 1746.92 万元、3409 户良种

羊扩繁养殖大户落实奖补资金1820

万元……日前，东乡县畜牧产业高

质量发展奖补大会召开，当地政府为

牛羊养殖示范乡镇及畜牧产业优秀

企业授牌，并拿出 7456万元对养殖

企业、合作社、养殖户进行奖补，用真

金白银支持畜牧产业行稳致远。

作为一家数字智慧化养殖企

业，东乡县西部数农生态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投资 2655 万元在东乡

县搭建了三个数字化牧场，其中

580 万元来自政府的项目奖补、引

种补贴。公司负责人常振文说：

“奖补资金主要用于数字化牧场

建设、数字化智慧管理系统研发、

母羊引进、吸纳就业等方面，帮助

我们完成了从数字养殖、屠宰加

工到推广销售的全产业链布局。”

东乡县发展畜牧产业具有“天

时地利人和”的基础优势。“我们坚

持把做大做强以‘东乡贡羊’为代表

的畜牧产业作为群众增收最有效措

施，打出政策保障、奖补撬动、龙头

牵引、品种改良、品牌塑造‘组合

拳’，畜牧产业已发展成为东乡县的

核心产业和支柱产业。”临夏州委常

委、东乡县委主要负责人说。

为把羊产业打造成推动经济发

展的“领头羊”产业，东乡县出台了一

系列产业奖补扶持措施，建成繁育基

地 13家、人工授精站点 30 处，将达

板牛羊交易市场改造成“牛羊自选交

易超市”和“牛羊文化体验馆”。

不 仅 如 此 ，东 乡 县 还 成 立 了

集 科 研 开 发 、品 种 选 育 、品 牌 培

育、检测检验于一体的东乡县肉

羊产业研究中心，组建专家组，引

进了以兰州大学、甘肃农业大学、

省畜牧总站、省农科院等 6 个专家

团队入驻 12 家羊场，为羊全产业

链发展注入了科技力量。

作为东乡县肉羊产业发展促进

专家组成员，兰州大学李万宏教授

说：“育良种、用好料、强免疫、全链

条是大势所趋，我们将通过传帮带、

现场观摩等方式，培养一支高素质

农民和乡土人才队伍，助推农业产

业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一系列硬招、实招让东乡县畜

牧产业蓬勃发展。截至 2023年底，

东乡县牛羊饲养量分别为 12.1 万

头、242.5万只，年产值24.5亿元，从

事畜牧产业农户户均收入达3万元。

畜 牧 产 业 发 展
步 入“ 快 车 道 ”

成县镡河乡农民专业合作社员工在采摘、搬运羊肚菌。近年来，成县大力发展羊肚菌产业，全县羊肚菌总产值近 900 万元，

为当地群众撑开了“致富伞”。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吴庭栋

近日，中铁二十局市政公司工人在兰州生态创新城生态大道预制边

坡防护骨架。该主干道建设项目对完善兰州生态创新城周边交通具有重

要意义。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许 岗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金奉乾

踩着春天的节拍，兰张三四线铁路兰州至武威段喜讯

频传。继 3月 15日试验车开始对铁路相关设备静态参数

状态进行检测之后，3月21日，兰张三四线铁路中川机场站

信号联锁改造工程顺利完成，即将进入联调联试阶段。

3 月 25 日，记者走进位于武威市凉州区发放镇贾家

墩村的兰张三四线铁路武威东站施工现场，宽敞的候车

大厅里，工人们忙着搬运板材、切割钢结构、安装吊顶灯

膜，干劲十足，现场焊接声、切割声、机器轰鸣声不绝于耳。

穿过候车大厅，沿着进出站台通道来到岛式站台，

连廊通道铺砖、站台灯安装调试等施工正在紧锣密鼓

地进行，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

“目前，武威东站站台装饰装修施工、附属用房装修、

设备调试等已经完成，站房室内装饰装修完成 95%，正在

进行细部节点提升，玻璃栏板安装完成 80%以上，室外落

客平台铺贴完成 70%。”中铁建设集团兰张三四线铁路武

威东站项目副经理郑卫强介绍，目前，每天进场的工人超

过 300 人，项目部持续做好生产管理、安全调度等工作，

全力保证武威东站站房及配套设施如期交付使用。

武威东站是兰张三四线铁路中间站，是甘肃河西

地区重要铁路客运枢纽之一，该站为线侧下式站房，总

建筑面积 11999 平方米，建筑高度 21.5 米，主体为混凝

土框架结构，屋顶采用钢桁架结构，车站站房主体两

层，中间候车厅为通高一层，两侧为二层，地下局部一

层，最高聚集人数 1500 人，站台设 3 台 7 线。

车辆穿梭，吊臂起落，焊花飞溅……此时，武威东站外

的综合客运枢纽及停车场建设现场同样也在加紧施工，数

百名工人正有条不紊进行钢拱安装、地砖铺设等作业。

据介绍，综合客运枢纽及停车场项目总建筑面积

45541.27 平方米，共设置 654 个车位，其中公交大巴车

38 个，地下车库 530 个，汽车东站停车位 86 个。

“项目建设进展顺利，累计完成总工程量的 90%以

上，客运站房、地下车库主体完成并通过验收，目前正在

进行装饰装修、设备安装、室外铺装、绿化等施工，整个工

程进入最后冲刺阶段。”项目生产经理基胜文说，项目建

成后，将对兰张三四线铁路、长途客运、出租网约、城市公

交等运输方式集中布局，实现旅客“零距离”换乘和转运。

兰张三四线铁路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的重大项

目，铁路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兰州至新疆方向继兰新高铁

之后的第二条高铁通道，对进一步完善我省西部地区高

速铁路网布局、带动沿线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兰张三四线铁路武威东站建设全面进入冲刺阶段

不负春光争朝夕 项目建设再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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