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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王占东）

记者从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获悉，截至

4 月 底 ，甘 肃 新 能 源 装 机 容 量 占 比、外

送规模均居全国第二，“甘肃绿电”的朋

友圈持续扩大，新增福建、山西、辽宁 3

个 省 外 市 场 。 目 前 ，甘 肃 电 力 外 送 25

个省市。

据介绍，截至今年 4 月底，甘肃电源

装机容量 9056 万千瓦，同比增长 29%；

其中，新能源总装机 5583 万千瓦，同比

增长 48.69%，装机占比 61.65%，占比排

全国第二；1—4 月，新能源发电量 252

亿 千 瓦 时 ，占 比 34.47% ，同 比 增 长

21.94%。新型储能装机 365 万千瓦，同

比增长 616.02%。

在甘肃新能源进入大规模高质量跃

升发展新阶段的同时，国网甘肃省电力

公 司 持 续 扩 大“ 甘 肃 绿 电 ”的 朋 友 圈 。

2023 年累计外送电量 522 亿千瓦时，其

中，新能源外送电量 253 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 5.57%；今年一季度，外送电量 125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1.27%，其中，新能

源 外 送 电 量 51 亿 千 瓦 时 ，同 比 增 长

20.15%。目前，甘肃新能源外送规模居

全国第二，为全国能源清洁低碳转型作

出积极贡献。 （转 2版）

甘肃新能源装机占比外送规模均居全国第二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刘 伟
李满福 文洁 杨唯伟 李文慧

新甘肃·每日甘肃网记者 龙 毅

马铃薯是重要粮食作物，生产和消

费范围遍布世界各地。

位于我省中部的定西市，地处黄土

高原、青藏高原、西秦岭交会点，气候凉

爽，雨热同季，土壤疏松透气，昼夜温差

大。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成就了适宜

马铃薯种植、生长的最佳天然场所。

多年来，定西市坚持久久为功，推动

马铃薯产业做大做强，成为当地产业化

最早、产业链最全、竞争力最强的农业特

色优势产业。

定西马铃薯以其独特的品质和风

味，绽放着别样的光彩。从一株苗到一

粒薯，从田间到餐桌……日前，记者前往

定西市安定区实地探访定西马铃薯的

“前世今生”。

孕育马铃薯

你能想象吗，经过十万里挑一，一颗

马铃薯才开始孕育。

“一般来说，种十多万株马铃薯才能

选育一个理想的品种，往往需要至少十

年时间。”定西马铃薯研究所副总经理李

华泽说。

走进定西市安定区香泉镇的定西马

铃薯研究所，育种室里，工作人员忙着进

行种薯育苗工作。

“新品种的选育，首先要选择优质的

父本、母本植株进行人工授粉，等结出实

生果再对果内的实生籽催芽、育苗……”

李华泽说。

今年 27 岁的林宏熹是实验室负责

人，他正在分析仪前，进行马铃薯病毒检

测以及马铃薯块茎内的成分含量实验。

雾培大棚里绿意盎然，育种架上马

铃薯苗郁郁葱葱。掀开帘子，经过精心

呵护和悉心培育，一粒粒黄澄澄的、小

巧玲珑的马铃薯原原种挂满根茎，悬空

垂吊。

据介绍，雾培种植模式下，通过定时

喷洒含有必要营养元素的雾状水雾，马

铃薯植株能迅速吸收到生长所需的养

分，可有效避免通过土壤传播的病虫害，

原原种发育快，产量多。

“ 这 座 棚 里 ，种 植 的 品 种 是‘ 大 西

洋’，全部是出口订单，将销往埃及、巴西

等地……”李华泽说。

定西马铃薯研究所是集“原原种生

产—原种繁育—一级种推广”为一体的

马铃薯种薯龙头企业，也是全国马铃薯

原原种标准化生产基地和微型薯出口基

地，原原种产品销售遍及中国马铃薯主

产区近 41 个县区，约 10%原原种出口至

埃及、沙特阿拉伯、土耳其、马里、伊朗、

尼加拉瓜、缅甸等国家。

种薯是马铃薯产业发展的“芯片”，

握住了产业发展的“芯片”，就能培育出

更加优质的马铃薯种薯。

近年来，定西市安定区坚持优势品

种脱毒快繁、新型品种引进试验、当家品

种提纯复壮相结合，完善离地基质栽培、

水培雾培、椰糠基质等先进技术，建立全

国脱毒种薯标准化示范基地。

仅去年，优质脱毒种薯繁育能力达

到 8 亿粒，在香泉、鲁家沟、石泉、宁远、高

峰等 12 个乡镇建立原种扩繁基地 3 万亩

以上，对接合作社在相关乡镇建立原种

扩繁基地 3 万亩以上，建设原种基地 6.3

万亩；按照“公司+合作社+基地”“合作

社+农户+基地”“合作社+基地”等多种模

式，全区一级种生产基地达到 51 万亩。

目前，安定区马铃薯种薯销往内蒙古、黑

龙江、河北、山西、云南、山东等 14 个省

区，并出口“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年外销

微型薯 5.5 亿粒（出口 3000 万粒），实现

销售收入 2.64 亿元。 （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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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平凉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张富贵）省 委 书 记 、省 人 大 常 委 会 主 任

胡昌升 6 月 8 日在甘肃医学院调研时强

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

设教育强国、健康中国的重要论述和对甘

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守“为

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职责使命，努力建设

特色鲜明、人民满意的高水平医科高校，

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建设幸福美好

新甘肃作出更大贡献。

在实地调研学校学科建设、教学实

训、人才培养等情况后，胡昌升指出，医学

教育是国家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基石，

是推进健康甘肃建设的重要基础。全省

正在推进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建

设，不断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急需更

多优秀医学人才作支撑。希望甘肃医学

院主动融入全省大局，发挥自身特色优

势，在创新办学模式、优化学科结构等方

面下功夫，有效助力区域和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

胡昌升强调，要提升育人质量，把学

校思政课建设作为重中之重，坚持不懈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

心铸魂，培养更多政治坚定、技术优良、仁

心为民的医疗卫生人才。要提升办学水

平，聚焦推进健康甘肃建设，精准对接区

域所求、医院所需、企业所盼，整合优化学

科资源，持续改善办学条件，加快健全以

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康复治疗、护理学等

为主的医学教育学科体系。要提升服务

质效，主动对接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加强

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成果转化工作，推动

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让群众享受更好医疗

服务。要提升师资水平，加大学科领军人

才、学科带头人等骨干人才引进培养力

度，加强师德师风建设，为学院高质量发

展打牢基础。

胡昌升强调，要全面从严管党治校，扎

实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纵深推进“三抓三

促”行动，不断改进校风教风学风，做实做

细校园文化建设和校园安全教育，大力营

造风清气正的教书育人和医疗服务环境。

张伟参加。

胡昌升在甘肃医学院调研时强调

高水平建设特色鲜明的医科高校
更好服务地方发展保障群众健康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石丹丹

民事检察是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重要手

段，是检察工作中最贴近人民群众、直接服务民生

的工作之一，民事案件的司法公正也是人民群众

关心的重点问题。近日，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

九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省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

民事检察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

近年来，全省检察机关以机制建设为先导，以

精准监督为引领、专项活动为抓手，全面加强对民

事诉讼活动的全过程监督，坚持“高质效办好每一

个案件”的基本价值追求，办理了一批在法治理

念、司法活动中有纠偏、引领价值的民事检察监督

案件，实现了民事检察与民事审判的良性互动。

为协助常委会听取和审议好省人民检察院

关于民事检察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带队在省检察院，兰州、白银、定西等

地 ，重 点 围 绕 人 民 检 察 院 对 生 效 裁 判 的 监 督 情

况、审判中违反法定程序情况、执行监督情况开

展调研，针对存在的问题，研究提出改进工作的

意见建议，为常委会组成人员审议相关专项工作

报告提供参考。

加大监督力度，维护司法公正

报告显示，全省检察机关通过全流程监督，不

断拓宽监督的广度和深度，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

一个监督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坚持精准监督，不断强化法院生效裁判

结果监督，充分发挥抗诉启动民事再审程序的功

能，注重以再审检察建议促进法院发挥内部审判

监督机制作用，共同化解矛盾纠纷。

——监督与配合并重，切实加强民事执行监

督，组织开展涉民生领域、涉营商环境执行案件专

项监督，平等保护被执行人合法权益，会同省法院

建立联动机制，主动参与涉金融领域不良资产清

收工作，协同法院、公安机关合力惩治拒不执行判

决、裁定犯罪行为。

——扎实开展审判程序违法行为监督，加强

民事诉讼全过程监督，对立案、保全、调解、送达等

审判各环节存在的违法情形提出检察建议。注重

个案监督向类案监督拓展，实现监督一案、规制一

类问题的效果。加强对司法工作人员违纪违法行

为的监督，建立“一案双查”机制，一并加强“对事”

“对人”监督。

——深入推进虚假诉讼监督，针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民间借贷、以

物抵债、保险理赔等领域打“假官司”问题，主动依职权开展监督。出台民

事虚假诉讼监督办案指引，综合运用审查、调查、侦查等手段，深挖案件背

后的深层次违法行为。注重运用大数据赋能发现虚假诉讼线索，解决“发

现难”问题。 （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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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西马铃薯研究所科普示范基地种苗育苗大田。（资料图）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丁凯 本报兰州 6月 9日讯（新甘肃·

甘 肃 日 报 记 者苏家英）今 天 18 时

15 分，随着高考生物学科目考试结

束，我省绝大多数考生的高考就此

落下帷幕。6 月 10 日，我省报考少

数民族语言授课专业的考生将继续

参加民族语文（藏语文/蒙语文）的

考试。之后，今年高考考试环节全

部结束。

在三天的考试中，全省各地各

部门提档提级筑牢安全防线，全力

实现公平公正，切实优化服务保障，

用情用力营造温馨环境。全省各考

点组考工作安全平稳有序，考点周

边治安、交通秩序维护工作到位。

据了解，今年我省拟于 6 月 11

日至 24 日组织开展评卷、核查、校

验、分析拟定各批次各科类分数线

等工作，6 月 25 日左右向社会公布

考生成绩和各批次各科类最低控制

分数线。6 月 26 日至 6 月 30 日、7

月 29 日至 7 月 31 日，分两次组织开

展 志 愿 填 报 。 7 月 6 日 至 8 月 15

日 ，将 开 展 普 通 高 校 招 生 录 取 工

作。同时，我省将深入开展高考志

愿填报咨询活动，通过“志愿填报辅

助系统-正式志愿填报系统”线上

平台，以及一系列线下面对面志愿

填报指导活动，为广大考生提供科

学、免费、准确、全面的报考数据查

询和志愿填报辅助指导，帮助考生

科学合理选报志愿。

我省2024年高考顺利结束

本报兰州讯（新 甘 肃·甘 肃 日

报 记 者文洁）日 前 ，省 人 社 厅 以 常

态化开展“三抓三促”行动为契机，

把 主 动 嵌 入 乡 村 文 化 振 兴 做 好 就

业 帮 扶 工 作 作 为 推 进“ 千 万 工 程 ”

的 重 要 途 径 ，在 原 有 11 类 14 万 个

乡 村 公 益 性 岗 位 基 础 上 优 化 调 整 ，

增 设 长 城（田 野 文 物）巡 护 员 乡 村

公 益 性 岗 位 ，进 一 步 织 密 织 牢 文 物

安 全 防 护 网 ，像 守 护 家 园 一 样 守 护

好长城。

我省境内长城以及田野文物点

多量大线长，保护管理难度大。为破

解这一困境，省人社厅决定在确保乡

村公益性岗位数量基本稳定的前提

下，通过优化调整岗位类别，设立文

物巡护员，促进脱贫群众持续增收的

同时，定期巡护乡村周围长城（田野

文物）本体，有效保护文物历史风貌，

做好“长城+”文章。省人社厅会同省

农业农村厅、省文物局等部门联合印

发通知，指导市州相关部门增设长城

（田野文物）巡护员乡村公益性岗位

类别，原则上通过转岗方式进行人员

选聘，有效充实一线长城（田野文物）

保护管护力量。

各级人社部门积极强化与农业

农 村 、文 物 等 部 门 间 的 沟 通 对 接 ，

不断完善部门与乡村基层综合治理

机 制 。 前 期 组 织 专 门 力 量 对 长 城

（田 野 文 物）所 在 地 乡 镇 村 组 附 近

区 域 长 城（田 野 文 物）规 模 数 量 进

行 摸 底 调 查 ，分 别 按 照 每 3 公 里 长

城 或 每 3 个 长 城 单 体 建 筑 需 安 排 1

人巡护的标准和每个省级以上文物

保 护 单 位 安 排 1 人 巡 护 的 标 准 ，按

需 设 岗 ，构 建 基 层 一 线 重 点 巡 护 区

域 全 覆 盖 、管 理 规 范 的 长 城（田 野

文 物）巡 护 员 队 伍 体 系 。 为 充 分 发

挥 长 城（田 野 文 物）巡 护 员 公 益 性

岗 位 预 防 为 主 、日 常 巡 护 、及 时 报

告 职 能 ，省 人 社 厅 指 导 市 州 和 县 区

人 社 、文 旅 、文 物 等 部 门 联 合 乡 镇

对 选 聘 人 员 开 展 岗 前 培 训 ，讲 解 岗

位 职 责 、考 核 评 价 等 内 容 ，从 严 落

实 文 物 安 全 日 常 管 理 及 巡 查 、检 查

等 制 度 ，从 源 头 把 牢 岗 位 选 聘“ 入

口关”。

进一步织密织牢文物安全防护网

甘肃增设长城（田野文物）巡护员乡村公益性岗位

6月 9日下午，考生走出考场。我省 2024 年高考顺利结束。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田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