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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7 日，经过中铁二十一局津潍高

铁东营制梁场参建员工的不懈努力，东营

制梁场箱梁预制成功突破百榀大关，为后

续箱梁架设及无砟轨道施工奠定了坚实

基础，为这条连接天津与潍坊的高速通道

建设按下了“加速键”。

津潍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

中京沪通道和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长 348.3 公里。中铁二十一局东营制梁

场承担标段内 764 孔箱梁制、运、架以及

铺轨任务。本次浇筑的第 100 榀预制箱

梁长 32.6 米，重达 725 吨。

面对紧张的工期，东营制梁场坚持高

标准、严要求、强盯控，科学制定施工计

划，优化施工方案和工序作业时间，加强

工序衔接，把牢安全质量关，争分夺秒抢

工期，在保证安全、质量的前提下，全力推

进预制梁生产进度。

同时，东营制梁场以工序管理为核心，以

现场数据智能采集为基础，以智能工装设备为

支撑，着力打造数字化梁场。应用“BIM+互

联网”等技术搭建智慧梁场管理平台，实时巡

检钢筋加工、预制生产情况，确保在工程量产

阶段中严格把控。此外，坚持每周开展专题例

会，实现了计划、进度、物资、安全、质量等全环

节智能化管控及一体化协同作业。

如今，东营制梁场箱梁预制产量的稳步

上升，将有力推进津潍高铁建设进度。项目

建成后，对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与山东半岛

蓝色经济区深度融合、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燕阳天）

中铁二十一局津潍高铁东营制梁场箱梁预制突破百榀大关

近 日 ，北 方 多 地 迎 来 高 温 。

为确保在 7 月汛期来临之前完成

4.37 公里防洪挡墙施工任务，由

中铁十八局承建的国家水利工程

重点项目——小清河分洪区建设

项目加速推进。项目团队充分利

用早晚低温时段，多措并举科学

施工，全力以赴应对高温天气。

小清河分洪区建设项目位于

河北省涿州市，总投资21.6亿元，计

划工期 25个月。治理河流主要包

括北拒马河、小清河和琉璃河，总

计 49.44公里，施工内容包括河道

治理、修筑挡墙、新建桥梁和泵站

等。作为永定河防洪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该项目承担着滞蓄永定

河分洪洪水和大清河北支洪涝水

的任务，是保护北京、雄安新区等

地防洪安全必不可少的蓄洪工程。

沿北拒马河南支现状河槽右

岸填筑的防洪挡墙是当前关键控

制性工程，工期紧、战线长、征拆

难度大，且地下管线、周围环境复

杂。项目团队在保证工程质量的

前提下，不断优化施工方案，增加

人员、设备，提高效率。现场 130

余台机械设备同时进行不同工序

作业，一线施工人员采取轮班制，

科学有序加快施工进度。

同时，为加强高温作业和高

温天气作业劳动保护，项目团队

调整户外作业时间，并在作业过

程中做好温度检测。

据 悉 ，该 项 目 建 成 后 ，对 保

护北京地区防洪安全，防止洪水

进入清北地区，消减进入兰沟洼

蓄滞洪区的洪峰流量和洪量，保

障小清河下游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 （张红胜）

中铁十八局全力推进小清河分洪区项目建设

岷县岷州国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自成

立以来，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系统思

维推动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深度融合，坚持

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促业务，坚持党

建工作和业务工作目标同向、部署同步、工

作同力，切实将推动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发

展体现在具体行动上、落实到工作实践中。

公司党支部始终把党建工作摆在突

出位置，强化干部队伍建设，努力提高全

体党员干部综合素质，不断完善制度体

系，创新学习教育模式，聚力强化理论武

装，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抓实“三会一课”

制度。定期召开支部党员大会、支部委员

会、党小组会，按时上党课，加强党员干部

的党性锤炼，增强党员干部旗帜鲜明讲政

治的觉悟。抓好主题党日。把党的理论

学习作为重要内容，采取多种形式开展主

题党日活动，用喜闻乐见形式“活”学，使

主题党日真正成为政治学习的阵地、思想

交流的平台，激发党员干部参与热情，不

断提升党的组织生活质效。

为 发 展 壮 大 国 有 经 济 ，确 保 国 有 资

产在经营活动中保值增值，公司按照市

场变化要求，通过多种渠道大力宣传岷

县岷州风情一条街，并对商铺进行按需

出租，目前已获得经济收益 157 万元。同

时，扎实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有效解决了岷县岷州风情一条街商

铺老旧水管道维修更换这一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

今后，公司将持续推动党建与业务深

度融合、相互依存，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

履职尽责、高效服务中体现价值，发挥好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用工作的实际成效

推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

岷县国投：推动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发展

新华社记者 郎兵兵

当夏天的风，吹绿了西北的森林草原，吹

开了漫山遍野的花朵，“花儿”歌手们便相聚

在青山翠谷中一展歌喉，嘹亮的歌声吸引周

边群众慕名而来，共同开启数百场独属于西

北人浪漫的乡村草地音乐节——“花儿会”。

2009 年，“花儿”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从

乡野山歌一跃成为世界级非遗，其背后究

竟蕴藏着何等魅力？

古老的“花儿”活着的《诗经》

“花儿”是广泛流传于甘肃、青海、宁夏

等地区的一种原生态民歌。

“青丝垂柳夹野塘，农夫村女锄田忙。

轻鞭一挥芳径去，漫闻花儿断续长。”明代

诗人高洪的《古鄯行吟》是目前已知最早关

于“花儿”的记述。然而，一些研究学者认

为，“花儿”的形成时间可能更早。

“‘花儿’与《诗经》一脉相承，被誉为

‘活着的《诗经》’。”中国民俗学会理事张润

平说，“花儿”曲词优美、善用比兴抒情，不

论遣词造句，还是格律形式，与《诗经·国

风》中收录的各地民歌如出一辙。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

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

之，宛在水中央。”《诗经·蒹葭》借景抒

情，表达爱而不得的忧伤。而一首“洮

岷花儿”：“云彩退了天晴哩，牡丹开的

照人哩。说下你叫我寻哩，牡（丹）叶大者咋

寻哩。”以花喻人，亦表达了相似的惆怅。

如今，按照音乐特点、歌词格律和流传

地区不同，“花儿”大致可分为“洮岷花儿”

“河湟花儿”和“六盘山花儿”等类型。

甘肃省定西市岷县人大常委会教科文

卫工委四级调研员季绪才介绍，岷县作为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最早命名的“中国花

儿之乡”，是“洮岷花儿”核心传承区。“洮岷

花儿”从古至今主要传唱“啊欧令”和“两怜

儿令”两种曲调，沿袭了“花儿”最原始的唱

法，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花儿会”一场诗与歌的狂欢

“花儿一唱人就来了”，是岷县人相沿

成习的“花儿”约定。

6 月 19 日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照在位

于岷县十里镇大沟寨村的五台山上时，熙

熙攘攘的人群便纷纷涌向“花儿会”主场。

“ 黄 瓜 扯 蔓 墙 上 搭 ，花 儿 的 把 式 高 唱

家，我多久把你缠上哩，缠上我把心放哈。”

一名女歌手大胆示爱。

“一对黑牛犁药地，你拿实心我拿意，

迟早要在一起哩。”一名男歌手积极回应。

妙语连珠的歌词，婉转悠扬的歌声，现

场观众听得沉醉入迷。如此热情似火的

“花儿”对唱，使整座五台山成为一片欢乐

的海洋。

“只有走进‘花儿会’，才能听到最原汁原

味的‘花儿’，读懂产生这种音乐行为的完整

语境，窥见它生生不息的奥秘。”厦门大学音

乐学教授王珉说，“花儿”是平民的诗歌，“花

儿会”是人们尽情释放喜怒哀乐的狂欢节。

52 岁的“花儿”女歌手蒲次菊撑伞歌

唱，神采飞扬。而平日里，她在乡下经营废

品回收站谋生。

“磨里磨的青稞面，一年三百六十天，

我不唱花儿心不甘。担水钩子往上弯，我

住纳纳禾驮朱麻滩，人多地少光阴穷，我把

男人和娃引进城。”嘹亮的歌声传达了她热

爱“花儿”，同时勤劳致富，把丈夫和孩子接

到县城安家的故事。

荷兰莱顿大学客座教授高文厚热衷于

研究中国民间音乐。20 多年前，他曾两次

来岷县对“花儿”进行田野调查，今年他再

次出现在“大沟寨花儿会”上。

“ 音 乐 最 重 要 的 就 是 让 人 感 到 幸 福。

‘花儿’歌手们聚在一起，能连唱好几个小

时，有时甚至一整天，我能从他们脸上看到

发自内心的快乐。”高文厚说。

多民族共唱 百“花”齐放

20 日晚，一场盛大的“花儿艺术节”在

岷县县城启幕。骤雨初歇收敛了夏日热

浪，成千上万名山乡群众涌入洮河之滨的

主会场，参加这场“花儿”盛会。

夜色朦胧，华灯璀璨。由“洮岷花儿”

传承人、青少年、舞蹈团队联袂演绎的开场

歌舞《唱花儿的花儿》，点燃了现场观众的

热情，人们兴奋地挥舞着手中的荧光棒，享

受古老“花儿”带来的别样快感。

“九曲黄河十八道弯，黄河滩是我们的

家园。”在“花儿艺术节”现场，来自宁夏回

族自治区的“花儿”传承人撒丽娜用《九曲

黄河我的家》选段，展现了“六盘山花儿”别

样风采。

“花儿”是由汉、回、藏、蒙、土、东乡、保

安、撒拉、裕固等多民族共创共享的民歌。

“一唱花儿，心就靠近了，她们唱得又

高又好听。”“洮岷花儿”国家级代表性传承

人刘郭成至今仍记得，他 20 多岁到甘肃省

甘南藏族自治州和素未谋面的藏族姑娘隔

着树林对歌的场景。

长期研究“花儿”的民俗学家、兰州大学

文学院教授柯杨表示，“花儿”是世界上极为

罕见的由多民族共同创造，却主要用一种语

言（汉语）演唱的民歌，充分体现了我国民族

交流交融和文化多元一体的特点。

一 枝 独 秀 不 是 春 ，百“ 花 ”齐 放 更 精

彩。撒丽娜说，共用汉语演唱让“花儿”可

以被更多人听懂。

“花儿”听着听着就“开”在了心里。甘

肃省民族音乐研究中心主任孔庆浩说，“花

儿”融入到西北人民生活中，融进了他们生

命里，滋润着各族群众的精神世界。

（新华社兰州 6月 22日电）

从乡野山歌到世界非遗，“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本报兰州讯（新甘肃·甘肃

日报记者刘健）记者近日获悉，

兰州和盛堂制药日前与北京盈

科瑞创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在

北京签署了中药新药研发战略

合作协议，全面开展新增戒烟功

能的福康片新药研发。

和盛堂制药是集药品研发、

生产、营销为一体的现代化陇药

企业。在长期的临床应用过程

中，其研发生产的“拳头”产品

——福康片，在成瘾物质（阿片

类、苯丙胺类、尼古丁等）的戒断

方面表现出较好的临床疗效，成

为全国目前唯一能够解除乃至

戒断毒瘾的中药产品，被多个省

份戒毒机构推广应用。

根据协议，和盛堂将与北京

盈科瑞按照国家最新的《中药注

册专门管理规定》中药改良型新

药的要求，启动福康片新增戒烟

功能主治的研发项目，着力填补

中药戒烟的市场空白。“我们将力

争1年时间取得临床试验申请，在

3到 5年内通过新药上市申请。”

和盛堂制药相关负责人表示。

和盛堂启动中药戒烟新药研发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牛巧丽

6 月的新疆伊犁州昭苏县，气候宜人，山花烂漫，

风景如画。

在昭苏天马旅游文化园，工人们正在为即将到来

的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马上项目比

赛搭建场地。

第 十 二 届 全 国 少 数 民 族 传 统 体 育 运 动 会 将 于

2024 年 11 月在海南省三亚市举行。其中，马上项目

分赛场的比赛将于 7 月 8 日至 13 日在有着“中国天马

之乡”美称的新疆昭苏县举行。

“为了保障比赛的顺利进行，前期我们对 2000 米

的赛道进行了提升改造，包括沙石筛选、护栏维修更

换，并购置新建电子大屏、电子计时系统、监视塔等专

业设备，后续对看台、卫生间、餐厅等服务设施进行了

全面升级改造。”天马旅游文化园景区副总经理康祖良

介绍，下一步将对媒体室、裁判室、会议室进行改造，整

个园区计划在 6 月 28 日交付使用。

记者来到参赛马匹的马厩。室内马厩排列分布整

齐、干净卫生，室外马厩宽敞舒适，草料准备充足。

“我们设置了 13 栋马厩，可以容纳 352 匹赛马，目

前已全部完成了打扫、消杀工作，待参赛马匹防疫检测

合格后就可以入住。”马厩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了保证参赛人员和参赛马匹、骆驼的健康，昭苏

县还设置了动物医疗室，配备 12 名经验丰富的兽医。

此次比赛有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吉林省等 12

个代表团的 229 名运动员、276 匹赛马、16 峰骆驼参

赛。甘肃代表团有 7 名运动员、8 匹赛马参加。

“我们会加强组织协调，全力保障好运动员和马匹

的需求，争取甘肃在这次比赛中取得好成绩。”甘肃省

民委文化教育处副处长王念忠说。

“这次赛事聚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秉持

‘民族团结的盛会、群众体育的盛会’基本定位，以‘团结奋

斗 扬帆征程’为主题。”马上项目分赛场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筹委会办公室主任，民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李江介绍。

为高标准高质量组织这次赛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

自治州、昭苏县坚持三级联动，围绕开赛仪式、竞赛组织、宣传报道、

服务保障等重点环节，精心组织、周密安排，确保各项比赛和活动安

全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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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1版）

金川集团大力推进实施高端化改造，

建成 5 千吨电子铜箔等项目，年新增产值

51 亿元。

白银集团实施铜冶炼技术提升、白银

炉创新升级、多金属选矿技术提升等项目，

铜铅锌冶炼规模达到 80 万吨/年。

兰石重装炼化公司投运“数字孪生车

间”，激光切割机切割出的钢板，利用率达

到 90%，比有资料记载的利用率 70%提高

了约 20 个百分点。

2023年，省属企业完成“三化”改造投资

160 亿元，累计建成国家级绿色工厂（矿山）

11个、省级智能工厂5个、数字化车间26个。

今年以来，省政府国资委制定《推进省

属企业设备更新行动实施方案》，谋划了总

投资 520 亿元的重点项目，分行业分领域

推进实施。

传统产业焕新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

培育壮大。

省政府国资委深入实施国有资本布局

优化结构调整“6+1”行动，推动国有资本加

大新材料、新能源及装备制造、煤基、现代农

业、中医药、文化旅游等产业领域投入力度，

2023 年省属企业完成特色优势产业、战略

性新兴产业投资 186.52亿元，新材料产值突

破 1000亿元。2024年 1—4月，战略性新兴

产业营业收入203.39亿元，增长38.06%。

甘肃电投集团推动沙漠、戈壁、荒漠新

能源基地项目建设，在建和启动前期电力

项目装机达 1100 万千瓦。

兰石集团研制出首台套国产化镍基合

金冷氢化反应器，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实现

光伏核心装备从原材料生产到最终产品的

完全国产化。

白银集团、甘肃国投集团、甘肃新业公

司参与投资的甘肃德福新材料有限公司形

成 7 万吨高档锂电铜箔产能规模，成为全国

最大的单体电池级铜箔负极材料生产基地。

全面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既巩

固传统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又创造新的竞

争优势。省属企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

金川集团大力发展生物医用金属、固

态电池材料等新材料产业，谋划布局矿用

无人驾驶、氢燃料电池等高端装备制造。

兰石集团开展“灰氢”“蓝氢”“绿氢”及

氢气纯化工艺技术和装备试制，形成氢能装

备和氢能生产及储运用的整体解决方案。

甘肃国投集团深入研究人工智能、数

字经济、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推动所属创

投基金、天使基金前瞻布局、加速孵化，为

高质量发展开辟新赛道。

与此同时，省属企业合力推动产业协

同发展。13 户省属链主企业围绕 24 条细

分产业链延链补链强链，2023 年完成产业

链重点项目投资 140 亿元，带动链上中小

企业投资 150 亿元，通过产业链招商引入

资金 122 亿元，有效促进我省新能源、新材

料等产业集群发展。

省政府国资委还深入推进央地合作再

上新台阶。近 3 年累计签约合作项目 276

个，总投资 7370.79亿元。截至今年 4月底，

276 个合作项目已开工 248 个，累计完成投

资 2883.49亿元，101个项目建成投运。

省属企业深入实施强工业、强科技行

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助力构建具

有甘肃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加力科技创新增动能

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省政府国资委全面实行研发投入刚性

考核、视同利润加回等激励约束机制，加大

国 有 资 本 经 营 预 算 支 持 力 度 ，省 属 企 业

2023 年 完 成 研 发 投 入 125 亿 元 、增 长

14.8%，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2.7%，

带动新产品产值增长 11.5%，联合科研院

所和高等院校攻克关键核心技术 20 项。

科技创新是金川集团的“传家宝”。金川

集团以科技创新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赋能。目

前，拥有 18 个省部级科技创新平台，在重要

产业领域实施一批延链补链强链科技项目，

厚度 0.05 毫米的“手撕镍带”成为有色金属

深加工实力强大的有力佐证，医用重离子加

速器用4N无氧铜板材填补了国内空白。

酒钢集团聚力攻坚解决产业核心关键

技术难题，研发的铝电解槽专用钢属国内

首创，新一代锌铝镁涂镀产品打破进口垄

断，第四代核电快堆用 316H 不锈钢产品成

功替代进口材料。

甘肃电气集团拓展低、中压核电 IE 级

开关设备及关键技术研发，拓展额定电流

1600A、开断 50kA 的核电设备研发，实现

核级开关设备国产化自主可控。

近年来，省政府国资委与科技、工信、财

政等部门建立了定期会商机制，强化企业创

新主体地位，协调解决堵点难点问题，共同

推动省属企业科技项目攻关、创新平台建

设，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完善科技创新考

核评价体系，将高新技术企业培育、高价值专

利创造转化、新产品产值等指标纳入企业负

责人年度和任期经营业绩考核，协调争取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对企业科技创新的支持。

持续推动省属企业与科研院所、高校深化产

学研协同创新，牵头组建 5 个企业创新联合

体，建立了“企业出课题、院所搞攻关，院所

研发成果、企业承接转化”机制。截至 2024

年 4 月底，已攻克低品位资源高效低成本开

采和选冶、高纯金属制备、高温合金制备、大

型压力容器热处理等关键核心技术 30项。

向深化改革要活力动力

创新出效益，改革增活力。

去年以来，省政府国资委深入推动国

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走深走实，着力提高

国有企业创新能力和价值创造能力。截至

2024 年 4 月底，我省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

动改革任务完成率为 48%。

省政府国资委持续完善中国特色现代

企业制度，遴选 4 户集团公司、5 户子公司

开展现代公司治理示范创建行动，促进和

引导外部董事履职尽责、担当作为。

甘肃物流集团制定了党委前置研究讨

论重大经营管理事项清单、董事会重大决策

事项清单、经理层重大决策事项清单等 6 项

企业决策事项清单，提高了决策质量和效率。

甘肃能化集团建立健全了公司《章程》等

221项管理制度，自上而下搭建起公司治理制

度体系，2023年集团公司董事会在28户省属

企业中被省政府国资委评估为A级等次。

省政府国资委推动管理人员末等调整

和不胜任退出相关制度，已在省市国有企

业集团实现全覆盖。2023 年省属企业新

进员工 99%实行公开招聘，新任管理人员

100%实行竞争上岗，末等调整和不胜任退

出 345 人，占比 2.8%。

省政府国资委坚持把一流企业创建作

为实施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的重要抓

手，制定《省属企业创建一流企业行动实施

方案》，已有 15 户省属企业入围全国“双百

企业”“科改示范企业”“创建世界一流专精

特新示范企业”“对标管理提升标杆企业”

和“公司治理示范企业”。

省 政 府 国 资 委 持 续 增 强 国 资 监 管 效

能。健全完善国资监管权责清单、授权放

权清单及动态调整机制。强化省属企业主

责主业管理，新增国有资本 95%以上投向

传统产业“三化”改造、战略性新兴产业和

重大基础设施领域。

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省属企业中国特

色现代企业制度更成熟，国有经济布局更优

化，创新动能更澎湃，经营机制更灵活，深入

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动能更加澎湃有力。

2023 年 ，省 属 企 业 完 成 工 业 总 产 值

4492.13 亿元，同比增长 11.6%，拉动全省

规 上 工 业 增 长 2 个 百 分 点 ，贡 献 率 达 到

26%；实现营业收入 9034.34 亿元，实现利

润 201.18 亿元，同比增长 4.18%。

更好发挥国企支撑保障作用

国有企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器”

“压舱石”和“顶梁柱”。

省政府国资委坚持经济责任与政治责

任、社会责任相统一，推动省属企业在服务

实体经济、民生保障、乡村振兴、生态环保

等方面主动担当作为，促进国有企业改革

发展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

省 属 企 业 持 续 强 化 重 点 领 域 支 撑 保

障。甘肃电投集团 2023 年完成发电量 355

亿千瓦时、增长 7.92%，省属煤炭企业落实

能源保供任务让利超 13 亿元。金川集团

获得青海夏日哈木镍矿控股权，年保障供

应 3 万吨镍量镍精矿。白银集团新增铜铅

锌资源金属量 35 万吨。

11 户中央定点帮扶企业、78 户归口管

理企业接续奋斗做好乡村振兴帮扶工作。

2023 年累计投入帮扶资金 4.97 亿元，实施

帮扶项目 827 个，消费帮扶 6.27 亿元，培训

40 万 人 ，帮 助 就 近 就 地 及 劳 务 输 出 就 业

51663 人。省属企业充分挖掘就业岗位，

2023 年招收本科及以上学历人才 6489 名。

省 属 企 业 带 头 支 援 积 石 山 县 抗 震 救

灾，国有企业累计捐款捐物 4 亿元，甘肃建

投等企业发挥企业所长，主动扛起集中安

置点建设、房屋维修加固等灾后重建任务。

省政府国资委主要负责人表示，省国资

国企系统将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

要求，以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为抓手，围绕

增强企业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突出抓

好经济运行调度、国资国企改革、布局结构调

整、产业协同合作、国有企业党建等重点工作，

加快推动省属企业高质量发展，为扎实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争 当 全 省 高 质 量 发 展 主 力 军

近日，在民乐县洪水镇里仁村马铃薯种植基地，农户开展

夏管工作。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王晓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