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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蔡文正

“我想找一份专业对口的工作。”

“我想了解下当前企业的招聘情况。”

“我想找一个离家近的工作，想看看这里有没

有家附近的企业。”

4 月的兰州春光明媚。27 日上午，2024 年甘

肃省民营企业“双创”招聘会暨兰州财经大学校园

双选会在兰州财经大学举办，近千名学子汇聚于

此，寻找就业良机。

本次招聘会由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兰州

财经大学、甘肃省个体劳动者协会、甘肃省私营企

业协会共同主办，旨在畅通就业信息、提供创业平

台、搭建企业与高校之间的协作桥梁，助力民营企

业招才引智，帮助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共有 200多家知名民营企业参加招聘会，涵盖

高新技术、生物制药、装备制造、新媒体应用、财务会

计、信息物流等十多个行业领域和新兴产业，为毕业

生提供了790多个就业岗位和2400多个招聘名额。

在大禹节水集团的展位上，几名学生正在咨

询企业相关岗位的具体情况。“这次的双选会为我

们招才引智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我们主要招

聘的是市场营销和工商管理类专业的学生，工作

地点在甘肃和新疆。”大禹节水集团西北总公司行

政助理徐建锋介绍，集团有完善的“师带徒”培养

机制，应届生入职后有专业人员教授相关知识，希

望能有更多的“英才”加入企业。

“你们要充分评估自我能力后进行未来规划，

第一份工作很重要，要尽可能选择能学习知识、提

升能力的工作。”在距离招聘展位不远处，兰州财经

大学财税学院辅导员王赞正在为学生“面授机宜”，

自去年担任辅导员后，王赞经常和学生深入交流，

了解学生的想法，引导他们做好职业规划。

邀请专家学者开展就业讲座、举办简历制作大

赛、邀请企业进行模拟招聘……近两年来，兰州财

经大学财税学院以帮助学生更好就业为出发点，和

企业加强交流合作，“走出去”了解产业变化和企业

需求，全力以赴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

“我们和兰州市内的所有税务所都建立了合

作机制，建立实习基地，学生可以到税务所去实

习、应聘，接下来我们想把实习基地扩展到全省

14 个市州。”兰州财经大学财税学院党委书记柳

江说，“当下很多企业都提前招聘，建议学校和政府单位在秋季多举办

各类招聘活动，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兰州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的大四学生朱雅洁已有了心仪

的企业。“我是临夏人，想在当地就业，已经把简历投递给两家临夏的企

业，希望能被选上。”朱雅洁笑着说。

据了解，目前甘肃省民营企业已占到企业总数的 90%以上，为创

造和扩大社会就业、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近年来，省市场监管局通过“政府协会联合搭台，高校企业携手合

作”的方式，动员和组织全省广大民营企业充分发扬新时代企业家精

神，更好履行社会责任，为广大毕业生就业择业搭建平台、提供契机。

省市场监管局主要负责人表示，希望各位企业家敞开引才爱才的胸怀，

吸纳迎接朝气蓬勃的有志学子，为企业发展注入新生力量；希望学生把

个人就业和时代发展紧密相连，积极投身民营经济发展大潮，在陇原大

地书写精彩的人生篇章。

兰州财经大学主要负责人表示，学校将深入开展与各地各级政府、

国有企业及非公用人单位的交流合作，积极开拓省内外就业市场，深挖

各种就业渠道，搭建校企合作桥梁，精心组织各类招聘活动，以多模式、

多途径打造优质线上线下就业平台，全心全意为用人单位提供优质服

务，为毕业生铺平求职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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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董文龙

项目建设争分夺秒，春耕备耕热火朝

天，文旅市场不断升温……时下的酒泉，

处处春意盎然，升腾无限希望，吹响新一

年高质量发展“冲锋号”。

酒泉市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

于加快推进县域经济发展的部署要求，全

力以赴促产业、育平台、强保障，已形成特

色鲜明、优势互补、繁荣兴旺的县域经济

发展新局面，一幅强县富民的美好画卷徐

徐展开。

工业优先强支撑

连日来，瓜州宝丰多晶硅上下游协同

项目建设正酣，各施工单位铆足干劲，不

断刷新项目建设“进度条”。该项目总体

规划建设 35 万吨工业硅、年产 30 万吨多

晶硅和 50 吉瓦拉晶切片、30 吉瓦电池组

件生产装置，并配套建设 15 吉瓦光伏发

电和风力发电站。项目全部建成后，可实

现年销售收入 335 亿元。

“ 一 期 硅 材 料 项 目 已 产 出 电 子 级 产

品，风电项目今年 1 月已实现全容量并网

发电，并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瓜州宝丰

硅材料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陈亮亮说。

肃州区聚焦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链，

形成“龙头企业+孵化”的共生共赢生态，

规上工业企业达 120 家。玉门市成为承

接东中部化工产业转移的首选地，总投资

410 亿元的巨化高性能硅氟新材料一体

化项目开工建设，引进世界“500 强”之一

的陕煤集团完成对浩海煤化的兼并重组，

依托石油化工、煤化工产业引进精细化工

项目 126 个，形成医药中间体、农药中间

体精细化工产业集群。瓜州县宝丰一期

硅材料、寰泰储能装备制造等项目建成投

产，风电并网装机容量突破千万千瓦，能

源、新材料及装备制造、煤化工等产业挺

起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脊梁。

近年来，酒泉市坚持把工业作为强县

域的重中之重，壮大产业集群。工业经济

由过去的“一油独大”向以新能源及装备

制造产业、现代化工产业、矿产品精深加

工 产 业 等 主 导 产 业 为 主 的 多 点 支 撑 转

变。截至 2023 年年底，新能源装机规模

达 2700 万千瓦，居全国地级市前列，工业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46%。

农业筑基增效益

近日，从 2024 中国种子（南繁硅谷）

大会传来好消息，肃州区与安徽、辽宁、河

南等地多家种业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签

约总金额 18.5 亿元。

酒泉市是农业农村部认定的区域性

蔬菜良种繁育基地，是全国最大的蔬菜、

瓜类、花卉种子生产基地。2023 年，全市

制种面积达到 67.5 万亩，各类农作物种子

总产量达 1.42 亿公斤，出口蔬菜花卉种子

800 万公斤，占全国一半以上，种业产值

达 42 亿元。

不仅如此，近年来，酒泉市依托丰富

的光热资源和可开发利用的戈壁荒滩，通

过招商引资、政策扶持、激励引导，吸引

700 多 家 农 业 企 业 发 展 现 代 设 施 农 业 。

以肃州区为核心区，玉门、金塔、瓜州、敦

煌为优势区，建成以日光温室、钢架大棚

为主的戈壁设施农业 20.2 万亩，建成万亩

种植园区 12 个、千亩园区 32 个，带动全市

种植优质蔬菜 62.7 万亩，年产番茄、辣椒、

西甜瓜等鲜食农产品 400 万吨。

酒泉市坚持“一县一特色、全市一盘

棋”的发展思路，实施优势特色产业培育

行动，主攻现代制种、高效蔬菜、绿色畜牧

三大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形成肃州种业

和高效蔬菜，金塔肉羊和肉苁蓉，玉门、瓜

州枸杞、蜜瓜，敦煌葡萄和李广杏，肃北、

阿克塞以草食畜为主的优势特色产业集

群，现代农业对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筑

基增效作用逐渐显现。

文旅赋能添活力

近日，距离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最近的

县城金塔成为旅游热门目的地，县城宾馆

客房预订“一房难求”。金塔县抢抓良机，

推出航天之旅活动，包含航天研学、弱水

环流景区沙漠越野等系列文旅活动，吸引

八方游客。

4 月中旬，酒泉市乡村文化旅游季启

动仪式在肃州区金佛寺镇观山口村拉开

序幕。金佛寺镇种植杏树面积万亩以上，

随着杏花进入盛花期，杏林里暗香浮动，

满目皆景，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

乐享灿烂春光。

“我们以杏花赏花季活动为契机，举

办特色产品展销、古装服饰体验、篝火晚

会，让游客感受乡土风情、体验乡村旅游

的别样趣味。”金佛寺镇文化旅游服务中

心主任魏丽荣说。

同时，随着天气渐暖，敦煌旅游热度

不断升温，敦煌莫高窟景区花红柳绿，吸

引了众多游客。数据显示，截至 4 月 10

日，莫高窟景区今年接待游客 17.12 万人

次，同比增长 49.5%。

近 年 来 ，酒 泉 各 县 市 区 深 度 挖 掘 县

域文化旅游优势资源，稳步推进旅游景

区建设提升、文化高地打造、业态培育等

九大工程。鸣沙山·月牙泉、瓜州玄奘之

路戈壁徒步文化体验活动分别入选国家

体育旅游示范基地、体育产业示范项目，

富康天宝、阳关等景区成功创建为全国

研学旅行基地，玉门红色油田景区获批

省级文旅融合发展试点，大敦煌文化旅

游经济圈建设火热。2023 年，鸣沙山·月

牙泉景区接待游客 379 万人次。全市旅

游 人 数 达 4607 万 人 次 ，实 现 旅 游 收 入

388 亿元，较 2019 年同期分别增长 10%

和 11%。

——酒泉市做大做强产业支撑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产业聚链成势 农特集群增效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施秀萍

“大家好，欢迎来到甘肃简牍博物

馆的文创展区，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

带来的展品！”4 月 27 日开幕的第二十

一届香港国际授权展上，在甘肃馆里，

甘肃简牍博物馆讲解员魏资君热情地

向观众介绍道。

文物静默，汉字有声，汉字的豪逸

之美里，藏着文明的密码。

红色底盘，金色文字，羽觞之形……

甘肃简牍博物馆文创产品——“永年”

漆器格外亮眼。

“其创意来源于我馆一件汉代漆

碗。”魏资君细细道来，其胚胎上人工刷

了十几道漆釉，搭配饱满的红色；“永年”

二字取自甘肃简牍，极简的东方设计语

言尽显汉文化的儒风大雅，也传递着健

康长寿、福寿绵延的美好寓意。此外，羽

觞之形作为承载之器，亦具飞动大气之

美；而黑、红、金三色以沉稳优雅的艺术

魅力，则铺展出汉代宏阔的历史图景。

今年是农历龙年，甘肃简牍博物

馆另一件极具代表性的文创产品，属

可爱萌动的“简龙”了。

简龙·龙年限定毛绒玩偶，创意源

于甘肃简牍博物馆馆藏珍品文物——

汉代悬泉龙凤画木简。外表可爱萌动，

趣味十足，软乎乎的手感，温暖治愈。

“龙既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又是家

喻户晓的文化符号，为了迎接龙年，我

们创意了这款来自两千年前汉简之上

的萌物，让吉祥祝福与治愈毛绒融合

在一起，让大众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

魅力。”魏资君介绍道。

文创，重在“创”，重在根植文化，重

在与生活融通。甘肃简牍博物馆文创产

品“出新”“出圈”，是有十足“底气”的。

简牍是中华民族珍贵的历史文化

遗产。作为简牍大省，甘肃百余年间已

有 30 多批次 8 万多枚历代简牍出土。

这些珍贵的简牍，是甘肃省独特的文化

标识，呈现出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以及

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彰显着文明的

无限魅力。为此，我省投资 4.5亿元，于

2022 年在兰州市七里河区马滩片区建

设甘肃简牍博物馆，为我省珍贵简牍“量

身定制”一个安稳的“新家”。

甘肃简牍博物馆共收藏有各类文物

50129件（组），其中一级文物1679件（组），

二级文物3160件（组）。馆藏文物自然以

简牍为主，有天水放马滩秦简、居延新简、

肩水金关汉简、地湾汉简、敦煌马圈湾汉

简、悬泉汉简及魏晋简牍等近4万枚。

“‘简’述中国故事，‘牍’懂中华文

明。”作为国家公益一类专题博物馆和

目前全国唯一的省级简牍博物馆，甘

肃简牍博物馆在做好全省出土简牍的

收藏保管、保护修复、整理研究和展示

利用等工作之外，深挖独特简牍文化

资源，力争在文创领域“出新”“出圈”。

“这是我馆首次参加香港国际授

权展，很激动也很自豪。”魏资君告诉

记者，希望借力香港国际授权展平台，

将甘肃简牍博物馆的文创产品带出甘

肃，大力传播，让简牍文化走向世界！

——甘肃参展香港国际授权展速写

来自甘肃简牍博物馆的亮眼文创
本报兰州 4月 28日讯（新甘

肃·甘肃日报记者海晓宁）今天，

甘肃青稞功能成分研究与创新利

用实验室揭牌仪式在甘肃奇正实

业集团有限公司举行。这是由省

农业工程技术研究院与甘肃奇正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搭建的院

企深度融合创新平台，双方在前

期良好合作的基础上充分整合优

势资源，围绕青稞等杂粮的功能

营养开展应用基础研究、品质检

测评价、精深产品加工等产业链

研发与拓展工作。

省农业工程院与奇正公司联

合召开青稞精深加工技术交流暨

成果转化对接会，邀请国内十多名

青稞加工领域知名专家为青稞产

业建言献策。专家们围绕谷物加

工领域前沿实用技术、青稞营养最

新研究进展、青稞产业育种问题、

可挖掘利用功效成分及青稞精深

产品市场等开展深入交流研讨。

据悉，省农业工程院从事大麦

青稞科研育种工作近40年，依托国

家大麦青稞产业技术体系武威综

合试验站，科技创新工作取得较快

发展，目前已培育出国内第一个糯

青稞品种甘垦 5号，并培育出全糯

青稞品种甘垦糯 2号、功能成分突

破性品种甘垦糯3号等，大大改变了

青稞的粗糙口感和加工性能，引领

带动了青稞品质育种功能化发展方

向，使糯青稞品种走出甘肃、走向全

国。奇正公司经过十多年的努力，

充分挖掘青稞功效成分，并采用先

进的谷物加工工艺技术对青稞进行

综合利用加工，研发了系列精深产

品，整体提升了青稞产业附加值，现

已有30多款产品推向市场，成为国

内青稞加工企业的排头兵。

这次院企合作是双方共同探

索的深度融合创新模式，通过整

合资源优势形成强大创新合力，

促进科研和产业牵手联姻，成果

和产品无缝对接，技术和市场深

度融合，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

后一公里”，引领带动青稞等营养

功效杂粮高质量发展。

甘肃青稞功能成分研究与创新利用实验室揭牌成立

本报兰州 4月 28日讯（新甘

肃·甘肃日报记者蔡文正）为进一

步挖掘和传承兰州牛肉面制作技

艺，弘扬兰州牛肉面文化，打响兰

州牛肉面品牌，今天下午，由甘肃

省商务厅、甘肃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甘肃省总工会共同主

办的甘肃省百万职工劳动和技能

竞赛兰州牛肉面大赛省级复赛在

兰州举办。

和面、揉面、拉面，比赛现场，

来自全省各地的近百名选手同台

竞技，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和独

门绝技，完成细面、韭叶、宽面、荞

麦棱四种面形的制作。

经过现场激烈角逐，最终将选

拔出50名优秀选手晋级省级决赛。

本次大赛决赛将于 5月举行，

获奖选手除获得证书和奖金外，还

将参与“甘肃省五一劳动奖章”“甘

肃省技术标兵”和“甘肃省技术能

手”等奖项的评选。省商务厅将在

大赛同期组织开展“兰州牛肉面

10大品牌企业”和“50家兰州牛肉

面示范店”评选活动，进一步提升

兰州牛肉面的品牌影响力。

省商务厅有关部门负责人表

示，将通过大赛进一步挖掘兰州

牛肉面行业技能人才，增强兰州

牛 肉 面 行 业 从 业 者 的 职 业 荣 誉

感，在全社会营造关注技能、尊重

劳动的良好氛围，让工匠精神在

兰州牛肉面行业蔚然成风，让兰

州牛肉面非遗文化薪火相传。

兰州牛肉拉面行业协会会长

马利民表示，拉面技艺是兰州牛

肉面的精髓，此次技能大赛是展

示拉面师技艺的平台，也是交流

学习的机会，希望拉面从业者能

够相互学习、共同进步，传承与创

新兰州牛肉面传统技艺，推动兰

州牛肉拉面产业高质量发展。

甘肃省百万职工劳动和技能竞赛兰州牛肉面大赛省级复赛举办

本报兰州 4月 28 日讯（新甘肃·

甘肃日报记者石丹丹）为充分发挥青

年典型模范带头作用，激励广大青年

挺膺担当、砥砺奋斗，在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幸福美好新甘肃中建功立

业，共青团甘肃省委、甘肃省青年联合

会日前决定，授予王玉等 20 名同志第

28 届甘肃青年五四奖章，授予兰州空

间技术物理研究所空间站建造青年团

队等 10 个集体第 28 届甘肃青年五四

奖章集体。

据悉，此次受到表彰的青年和青

年集体，是我省各族各界杰出青年的

典型代表。他们听党号召、跟党奋斗，

积极投身全省“四强”行动，在乡村振

兴、生态环保、民族团结、抢险救灾、社

会治理、科技创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

中勇挑重担、积极作为、冲锋在前，彰

显了新时代甘肃青年的精神品格和价

值追求，为全省青年做出了榜样、树立

了标杆。

团省委号召，全省各级共青团、青

联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甘

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

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团结引领

广大团员青年树立远大志向、担当时

代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奋力谱

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幸福美好

新甘肃的崭新篇章。

20名个人10个集体获甘肃青年五四奖章
本报兰州讯（新甘肃·甘肃

日报记者蔡文正）近日，以“加强

地理标志保护，实现区域共同发

展”为主题的甘肃省地理标志品

牌展示中心揭牌暨地理标志助

力乡村振兴富农兴农十大典型

案例发布活动在兰州市黄河楼

景区举办。

甘肃省地理标志品牌展示

中心由甘肃省市场监管局支持，

甘肃省地理标志产业协会承建

和管理，主要由展示区、体验区

和直播推介区 3 个部分组成，汇

集了我省 57 个名、特、优地理标

志产品，充分展示了我省地理标

志运用促进工程的阶段性成果，

总结提炼了各地统筹推动地理

标志保护与特色产业发展、生态

文明建设、历史文化传承有机融

合的实践经验。

近年来，甘肃省市场监管局

以地理标志保护工作为抓手，大

力发展特色产业，积极打造区域

品牌，加快推进乡村振兴，累计

培育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67 个，注

册地理标志商标 176 件（总数居

西北五省区第一），核准 677 家经

营主体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

2023 年全省地理标志产业产值

累计超 120 亿元。

甘肃省地理标志品牌展示中

心将紧密结合知识产权强省建设

工作部署，加强地理标志品牌培

育指导，开展地理标志品牌宣传

推介和区域品牌合作活动，进一

步提高“甘肃地标”的品牌影响

力；加速地理标志品牌价值提升，

结合区域产业特点和实际需求，做好地理标

志产品质量提升、品牌运营、产业融合升级等

指导服务；加大地理标志知识普及力度，充分

利用知识产权宣传周、兰洽会及其省内外节

庆活动，普及地理标志基础知识，宣传地理标

志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激发经营主体运用

地理标志参与市场竞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为深入推进地理标志助力乡村振兴行动，

及时总结宣传地理标志富农兴农的先进经验

和生动实践，本次活动公布了静宁苹果、靖远

羊羔肉、礼县大黄、定西宽粉、民勤蜜瓜、兰州

百合、天水花牛苹果、凉州黄白花牛、甘加羊

（甘加藏羊）、会宁马铃薯等 10个 2023年甘肃

省地理标志助力乡村振兴富农兴农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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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1版）

同时，动员养老、餐饮、家政、物业等 50

多个机构和组织力量，为老年人推出“老有所

养”“急有所助”“困有所扶”等多种养老服务，

让老年人安享幸福美满的晚年。

“为办好群众特别是老年人的关键小事，嘉

峪关市民政局还深化拓展‘流动办公席’触角，

实施‘1+5’服务链，以居家养老服务网络为主阵

地，开设政策法规宣传席、排忧纾困服务席、社

情民意联络席、业务知识指导席、服务质量监督

席等5个分席，根据老年人的需求‘订单’实施联

动响应。”嘉峪关市民政局局长刘应兰说。

一年来，嘉峪关市累计开设“流动办公

席”581 场（次），依托“流动办公席”办结各类

意见建议 135 条，解决老年人需求 251 件，登

记养老服务事项 327 件，采集老年人基础数

据 1574 条，发放民政服务政策、防养老诈骗

等宣传彩页 5749 份。

嘉峪关：“流动办公席”零距离解难题

4月 28日，在兰州中川国际机场 T3航站楼配电室内，中铁建设集团技术人员正在调试设备。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田 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