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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田丽媛

平凉市煤炭资源富集。近年来，当地

紧扣稳步扩煤、加快转电、突破化工、布局

新能源发展思路，坚持绿色开发、深度转

化、延链增值、循环利用，稳步推进煤炭清

洁高效利用首位产业，一批煤电联营、煤化

联产的重大项目建成落地。

2023年，平凉市煤炭产量 2335.9万吨，

发电量 186.89 亿千瓦时，甲醇产量 56.1 万

吨，全产业链实现产值 228.66 亿元，为全市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项目为王 聚势赋能

走进华亭煤业集团公司千万吨智能化

集中洗选厂项目工地，大型机械往来穿梭，

工人紧张施工，一派火热的建设场景。

据项目负责人介绍，该煤炭清洁高效

利用项目概算总投资 4.99 亿元，通过集中

洗选实现煤炭深度提质和分质分级，计划

工期 15 个月，目前已完成场地平整，正在

进行基础开挖、混凝土浇筑及土建工程。

放眼平凉大地，一大批围绕煤炭清洁

高效利用产业链的重点项目正加速推进。

华亭市推进煤炭扩能、集约、高效开

采，重点实施华煤集团 2024 年专项工程、

千万吨智能化集中洗选厂、陈家沟煤矿产

能提升改造等 20 个项目；

崇信县持续深化与华煤、徐矿、山能、

中电建等大企业对接合作，有序释放煤炭

优质产能，全县生产矿井达到 9 对，2023 年

生产原煤 731.55 万吨，发电 56.36 亿千瓦

时，崇兴华盛年产 120 万吨矿井建设项目

和大柳煤矿专项工程加速建设；

灵台县深入推进“项目攻坚突破年”

行动，邵寨煤矿核增产能 120 万吨、实现

产能翻番，安家庄、唐家河煤矿获得国家

核 准 ，在 建 产 能 达 到 1000 万 吨 ，煤 电 化

工 循 环 经 济 园 区 配 套 项 目 加 速 建 设 ，运

煤铁路、重载公路、煤电化企业生活基地

等项目同步推进；

灵台百里东南部矿区规划、崇信周寨

南煤矿可研报告加快编制，新柏、山寨煤矿

扩能改造启动前期，路家沟勘查区煤炭资

源普查完成投资 3200 万元，已终孔 4 个，

累计进尺 4677 米。

延链补链 增容提质

平凉市立足煤炭资源优势，深入开展

“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瞄准“三类 500

强”企业，谋划引进一批延链、补链、强链的

重大项目，促进煤炭产业与电力、化工、建

材等上下游产业有机结合，推进煤炭资源

转化增值。

华亭市积极争取煤电指标，加快发展

清洁高效低碳煤电，探索构建清洁能源供

应体系，今年共实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产

业链新续建项目 40 个。至目前，开复工 25

个，开复工率 62.5%。

灵台县拓展煤炭产业链条，促进资源就

地转化利用，论证煤炭向烯烃、甲醇、天然气

等方向转化路径。围绕壮大煤电化循环经

济产业集群，签约引进百里东南矿区精查及

矿井建设、新型环保建材及固废循环利用产

业园、铁路集装箱发运煤场建设等项目。

与此同时，灵台电厂暨 750 千伏送出

工程项目进展顺利，一期完成投资 5.72 亿

元，二期项目正在跟进对接。中电建甘肃

能源公司崇信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660

兆瓦机组供热改造项目，目前已完成部分

主体修建工程及设备安装调试。

绿色低碳 循环发展

“原煤投入生产线，黑煤浆先化为气，

再合为甲醇，最后变成聚丙烯。”华亭煤业

集团煤制甲醇公司合成车间负责人张勇介

绍说，“年处理 60 万吨甲醇制 20 万吨聚丙

烯项目投产后，将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发

展烯烃、聚烯烃、化工新材料等产业，提高

产品附加值。”

平凉市聚焦煤炭产业转型升级，着力

延链补链强链，加快培育和释放煤炭产能，

推动煤电增容提质，下功夫提高煤炭清洁

高效利用水平，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安全高

效、多能互补的现代能源体系，已成为陇东

综合能源化工基地核心区和全省最大的煤

电产业基地。

灵台县坚持把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作为

首 位 产 业 ，年 内 计 划 实 施 产 业 链 项 目 31

项，概算总投资 823.46 亿元，目前已开复

工 14 项，完成投资 10.32 亿元。

华亭市积极推动煤矸石、粉煤灰、气

化渣、脱硫石膏等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

用，重点实施洁净煤加工与仓储物流配送

中心、年产 5000 万平方米纸面石膏板等 8

个项目。

平凉市宏泰热电有限公司背压式热电

联产项目，计划投资 3.63 亿元，目前完成投

资 2575.5 万元，正在进行循环水泵房、危废

暂存库、机修车间基础地基压实。

——平凉稳步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精 细 谋 划 化 煤 成 金

本报金昌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谢晓玲）记者近日从有关方面获悉，金昌市

坚持全面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政策措施，

全力支持民营经济做大做强做优，全市民营

经济总量规模持续扩大、发展活力显著增

强。截至目前，全市民营经济经营主体达到

5.27万户，占全市经营主体的95.47%，民营

企业在全市“四上”企业占比达84%。

金昌强化政策保障，先后制定实施促

进经济稳中有进“64条”、壮大民企的支持

清单等政策措施，设立 3000 万元企业应

急周转金、500 万元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

金，以“真金白银”助推企业加快发展。不

断完善“不来即享”机制，持续优化“政银

企担”融资对接机制，推动涉企政策精准

推送和落地兑现。同时，着力健全完善政

府性融资担保服务体系，补充金昌金控风

险补偿金额至 3000 万元，全力支持各类

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融资增信。

金昌探索实施科技成果转化风险补

偿机制、科技计划后补助项目等，建设国

家级和省级工程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

心和技术创新中心等各类创新平台，支

持民营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开展关

键核心技术攻关。全市的省级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中民营企业占比分别达到 81%、75%。

同时，金昌不断优化发展环境，全面

落实负责同志包抓联、“六必访”等制度

机制，全市 7109 名干部包抓联企业 1.08

万家，对包抓联企业存在的困难问题实

行台账管理、清单交办、闭环运行，常态

化推进“企业点题、部门答卷”，累计协调

解 决 企 业 在 原 料 保 障 等 方 面 困 难 问 题

921 个。并设立“金昌企业家日”，深入开

展“进厂入企”服务周系列活动，营造了

尊商重企的浓厚氛围。

金昌全力支持民营企业做大做强做优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王 虎
通讯员 赵怀斌

五月的临夏大地，绿意盎然，农业

科技捷报频传——

马铃薯黑膜覆土垄上微沟种植等

新技术广泛推广，种植面积达 12万亩；

肉牛、肉羊养殖管理新技术开始

应用，养殖成本明显下降；

中药材引进推广15个新品种、12项

新技术，辐射推广面积3万多亩……

去年以来，围绕建设“肉牛、肉羊、

蔬菜、林果、马铃薯、中药材、食用菌、

花卉、粮食、耕地质量提升”10 个产业

技术体系，临夏州 1021 名农业技术人

员带任务、带项目、带资金、带技术深

入田间地头，建立了 13 个核心基地，

55 个示范基地，237 个推广基地。他

们扎根生产一线，做给农民看、带着农

民干，为临夏农业生产注入新技术、新

理念、新动力。

保障山旱地马铃薯稳产高产

马 铃 薯 是 临 夏 州 的 优 势 特 色 产

业，马铃薯抗旱增产成为农业技术人

员的主攻方向。

2023年春，临夏州千名科技人员助

推产业振兴动员部署会后，州农技中心

组织 31名技术骨干到 31个马铃薯生产

基地点对点开展科技服务。

这一年，东乡县发生严重的春旱、

夏旱，遭遇 40 多天高温天气，大田马

铃薯普遍受旱枯萎。

面对春旱，农业技术人员在总结

顶凌覆膜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

应用黑膜覆土垄上微沟技术。在较干

旱的大树、董岭、龙泉等乡镇应用新技

术示范田，马铃薯植株挺立、长势旺盛。

2023 年金秋，一颗颗饱满的马铃薯“翻滚”出地面，一份

份马铃薯高产稳产的田间测产数据，从东乡县示范基地传

来，马铃薯平均亩产达 3800 公斤……黑膜覆土垄上微沟技

术等抗旱新技术得到群众的认可。

今年，东乡县又大面积推广膜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

东乡县锁南镇农民白二洒为此流转了 1400 亩荒山地，种上

了马铃薯、糜子，让荒山地变成了高产的良田。

让牛羊养殖业提质增效

临夏州、县 150 多名畜牧科技工作人员深入 73 个牛、羊

基地，开展一户一策科技服务。

冯国燕、安学明、彭加林就是临夏县畜牧发展中心的科

技人员，结对服务临夏县陇昇源有限责任公司。他们围绕企

业提高肉羊良种化程度的技术需求，应用先进的养殖技术、

管理经验，帮助企业建成标准化圈舍 12 栋 7200 平方米、饲草

料房 500 平方米、青贮池 2100 多立方米，从省内外引进优良

种羊 1500 多只。

在科技人员的指导下，工人们熟练掌握了人工授精技

术，公司实现母羊两年三胎目标，大大提高了繁殖成活率。

临夏州、县畜牧科技人员在多点实践的基础上，归纳总

结了“一照顾”“两慢”“三勤”“四定”养殖管理技术，帮助牛养

殖成本降低 648 元，羊养殖利润由原来的 159 元提升至 314

元，养殖效益提高 18.9%。

在田间地头增长才干

临夏州农业系统共有技术干部 1750 人，其中高级职称

380 多人、中级职称 810 人。

在千名科技人员助推产业振兴行动中，广大农业科技人

员走出实验室、办公室，走进田间地头、牛圈羊舍，在生产一线，

了解生产现状、发展需求，拿出看家本领，用自己所学的专业理

论知识，宣传政策、培训技术，帮助解决群众所需。

临夏州农技中心的满本菊、朱淑芳、王梅洁等都是刚参

加工作的研究生，在老科技人员的带领下，她们也积极参与

到实践活动中。满本菊说：“通过实践活动，我们学到了很多

知识。”

临夏州广大科技人员编制出马铃薯、玉米（优质饲草）、

食用菌、中药材等作物的栽培管理和牛羊养殖技术手册，共

计 10 大系列 10 万册，用于指导全州农业生产。

同时，临夏州、县农业科技人员在菜、果、药、菌、花、粮食

等产业体系取得了丰硕成果，助推农业增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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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洪文泉

这几天，位于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的甘南特色产业园里热闹非凡。刚刚

送走甘南、临夏等地驻天津挂职干部集中参

观，又忙着为甘南农牧企业对接销售市场。

这个由天津对口支援、津甘合力打造的

产业园区，不仅为甘南草原上的农牧特色产

品提供了一个集中展示的平台，还为津甘多

年的协作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2019 年，在天津市委、市政府的关心支

持下，由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

会以免租金形式提供给甘南州长期使用，作

为甘南州、县政府驻津联络办事机构及龙头

企业特色产品研发、展示、批发、商务洽谈等

业务的场所，按照甘南民族文化特色进行装

修布展。

“有了这个平台，原本深藏在大山深处

的优质有机产品，开始走向全国市场。”园区

甘南企业工作人员索南昂杰介绍，如今，牦

牛奶粉、牦牛肉、酥油茶、青稞麦片等上百种

甘南特色农牧产品一应俱全。

“甘南特色产业园的成立，是津甘合作

的务实之举。在过去的六年里，产业园克服

了重重困难，通过积极开展对外联络不断拓

宽发展道路。”产业园负责人加措介绍，目

前，产业园已入驻企业 20 余家，分别在线上

线下产品销售、旅游开发合作、文化宣传推

广、医疗医药输出交流等领域提供服务。

截至 2023年底，产业园已累计实现销售

甘南州农特产品 3000 余万元，对接企业 70

余家，为甘南州的产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在运营模式上，甘南特色产业园注重

市场化和政府协调相结合，通过龙头企业牵

头、辐射带动更多优质企业参与进来。”加措

介绍，这种运营模式不仅拓展了产业园的发

展空间，也增强了其市场竞争力。同时，产

业园还积极拓展线上销售渠道，通过引入实

体社区超市等方式，拓宽甘南产品的知晓度

和推广渠道，方便客户购买和提货。

2023 年元旦，产业园在津举办了为期

一周的首届甘南产品年货节，宣传推广甘南

州农特产品、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红色遗址

等，让天津市民了解甘南、认知甘南，其间，

现场受众逾 3 万人，抖音直播受众 25 万余

人。甘南州在产业园的支持下，已成功举办

了多场农特产品推介会，签订了多个消费扶

贫项目协议，涉及购销金额达数千万元。

小窗口展现大作为，在津甘携手共振兴

的实践中，千里之外的产业园区已然成了甘

南州经济社会主动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新格

局的“桥头堡”。通过带动土特产走出甘南、

解决群众就业、促进农产品加工升级等方式，

为甘南州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

今年，产业园积极推进甘南藏药宣传销售，

预计本年度销售额达到 2000 万元以上。最

近，产业园主动对接中鹰集团，商洽《城市更新

物资装备保障基地合作方案》，拟在甘南州注

册百家企业，为甘南州招商引资提供新动力。

——天津对口支援甘南特色产业园见闻

“小窗口”里满是津甘合作印记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董文龙
通讯员 边世文

连日来，金核公路两侧

一派忙碌景象，伴随着机械

轰鸣声，拉草、埋沙、铺草、压

埋、填沙、整型……整个流程

一气呵成,稻草网格不断向

远处延伸，形成一张巨大的

“ 金 网 ”，牢 牢 锁 住 流 动 沙

丘。不远处，挖穴换土工程

建设如火如荼，挖掘机、装载

机等机械轮番作业，挖坑、铲

土、填土、测量……

这是酒泉市黑河中游防

沙治沙林草综合治理项目金

塔片区造林压沙现场。这一

项目的实施，标志着金塔县全

面打响了“三北”工程攻坚战。

“金塔县今年计划完成

防沙治沙任务 11.85 万亩，进

一步筑牢金塔绿洲西南生态

安全屏障。”金塔县自然资源

局副局长魏财说。

近年来，金塔县持续开

展 治 沙 造 林 和 国 土 绿 化 行

动，在县城西、南、东片区建

成以胡杨为主、其他树种为

辅的人工防护林体系，防沙

治沙成效显著。

随着保护力度的不断加

大，金塔县生态环境不断改

善，位于县城南的解放村水库逐渐成为候鸟天堂。

日前，记者在金塔县解放村水库看到，成群的

天鹅、灰雁、绿头鸭等鸟类，或在水面上悠闲嬉戏，

或曲颈低头潜水觅食，时而引吭高歌，时而翩跹起

舞，绘就一幅和谐美丽的画卷。

“从近年观测情况来看，到金塔停留越冬的候

鸟数量和种类都在逐年增加。”金塔县森林资源工

作站副站长李永华介绍。

为确保候鸟安全迁飞、栖息，金塔县野生动物

保护部门持续加大候鸟迁徙通道重点停歇水域巡

查管护力度，摸排了解候鸟活动规律、分布特点和

毗邻辖区情况，及时掌握迁徙停歇地动态，为候鸟

迁徙护航。同时，开展科普宣传活动，严厉打击乱

捕滥杀候鸟违法行为。2023 年，全县累计救助猎

隼、红隼、燕隼、大鵟等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 6

起，救助赤麻鸭、白鹭等“三有”保护动物 7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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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金奉乾
通讯员 王树榛 熊 皎

初夏时节，在武威市古浪县新堡乡耐盐碱植物筛选试验

田里，工人们在农业技术人员指导下种植马铃薯、茴香、油

菜、甜菜、黄豆、油葵等耐盐碱作物，一派忙碌景象。

今年以来，古浪县积极发挥科技创新的关键作用，加大盐

碱耕地改造提升力度，选用 23 种耐盐碱作物和 9 种绿肥作物

品种进行种植，并进行对比试验。通过“以种适地”和“以地适

种”相结合的方式，最终筛选出最适宜种植的耐盐碱农作物。

“这种方式既选育了‘良种’又改良了‘地力’。”古浪县农技

中心耕管站负责人宋文彬说，古浪县现有盐碱耕地 23.2 万亩，

其中需整治利用盐碱耕地 9万亩，主要集中在黄花滩移民区。

古浪县抢抓全省首批盐碱耕地综合治理利用试点项目

机遇，在新堡乡富源新村和兴民新村分别实施盐碱耕地综合

治理利用项目，计划治理面积 1 万亩。在综合治理过程中，古

浪县按照盐碱耕地轻度、中度、重度情况，打造千亩集中连片

核心示范区，建立以增施有机肥、冲施调理剂、冲施化学调理

肥料、绿肥还田、秸秆还田、大水洗盐等技术为主的盐碱耕地

综合治理试点，不断提升耕地质量。

“我们统筹相关领域优势科研力量参与盐碱耕地改良，

邀请甘肃农业大学等高校、科研院所和农业企业在古浪建立

10 个试验区，综合运用‘农艺+工程+生物+化学’等措施，分

类开展土壤调理剂、生物菌剂改良效果对比、耐盐碱作物对

比筛选等治理改良实验，探索在类似区域可操作、可复制、可

推广的盐碱耕地综合治理技术模式，持续拓展农业生产空

间，促进农业生产提质、扩容、增效，保障粮食安全和农业可

持续发展。”宋文彬说。

科技赋能“唤醒”盐碱地

近日，兰州抽调警力组建“金城铁骑”机动队，保障城市交通运行顺畅。据了解，“金城铁骑”机动队目前由 34 名队员组成，含一

个女警巡逻组，是一支现代化交警专业队伍。 新甘肃·奔流新闻记者 裴强

古浪县扎实推进综合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