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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兰州讯（新 甘 肃·

甘肃日报记者崔亚明）“在

主展馆设立法律服务港，展

现了甘肃持续营造市场化、

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

境的决心。”首次亮相兰洽

会 主 展 馆 的 法 律 服 务 港 吸

引了不少参展商的关注，也

赢 得 了 他 们 对 甘 肃 持 续 优

化营商环境的肯定。

据介绍，兰洽会法律服

务 港 邀 请 来 自 甘 肃 锐 城 律

师事务所的资深律师入驻，

为 来 自 国 内 外 的 参 展 客 商

免费提供法律咨询、合同文

本修订等综合法律服务。

“通过提供优质法律服

务 ，持 续 营 造 市 场 化 、法 治

化 、国 际 化 一 流 营 商 环 境 ，

让 来 自 国 内 外 的 参 展 商 更

加 看 好 甘 肃 发 展 。”全 国 人

大代表、兰州市律师协会会

长陈灿表示。

白 俄 罗 斯 格 罗 德 诺 州

副 州 长 聂 维 拉 对 在 兰 洽 会

主 展 馆 设 立 法 律 服 务 港 给

予积极肯定。他表示，兰洽

会发挥着投资促进、人文交

流、开放合作平台功能。通

过设立法律服务港，为参展商、投资者

提供精细化、个性化法律服务，不仅可

以规避投资风险，也提高了投资效率。

近年来，我省持续营造市场化、法

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深入开展

“优化营商环境攻坚突破年”行动、“优

化营商环境提质增效年”行动，推动全

省营商环境实现再优化、再提升，为高

水平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保驾护

航。全省重商兴商、亲商爱商、护商安

商、利商富商的氛围愈加浓厚，吸引了

更多优质企业投资甘肃、落户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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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兰州 7 月 8 日讯（新

甘肃·甘肃日报记者范海瑞）

为深化中国（兰州）跨境电子

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推动兰

州 市 跨 境 电 子 商 务 高 质 量 发

展，值此兰洽会召开之际，今

天下午由省商务厅指导、兰州

市 政 府 主 办 的 兰 州 跨 境 电 商

高 质 量 发 展 对 接 活 动 在 兰 州

市举行。

本次活动以“链接跨境新

平台·激发外贸新动能”为主

题 ，邀 请 深 圳 市 跨 境 电 商 协

会、阿里国际数字商业集团等

8 家企业代表，分别围绕跨境

电 商 与 地 方 特 色 产 业 融 合 发

展、全球开店、发展趋势、平台

建设等主题作交流发言。

活动现场，美中电商贸易

协 会 及 深 圳 、重 庆 、福 州 、成

都、西安、银川、西宁、兰州等

10 家跨境电商协会代表签订

了 合 作 备 忘 录 。 快 速 航 运 商

贸公司、甘肃金宝实业有限公

司、成都正业佶祥平行汽车销

售有限公司等 10 家企业举行

了 跨 境 电 商 合 作 项 目 签 约 仪

式，签约金额 4.4 亿元。

近 年 来 ，兰 州 作 为“ 一 带

一路”核心节点城市，已建成

综合保税区、国际航空港、国

际 陆 港 、铁 路 口 岸 等 开 放 平

台。目前，全市有 22 家企业在

境外设立海外仓 28 个，海外仓

总面积 24.44 万平方米、覆盖

14 个国家和地区，并已开通南

亚、中欧等六个方向国际货运

班列，打通阿拉山口、霍尔果

斯等 10 个出境口岸，国际班列

可通达 22 个国家 34 个城市。

兰 州 市 举 办 跨 境 电 商 高 质 量 发 展 对 接 活 动

本报临夏 7 月 8 日讯（新

甘 肃·甘 肃 日 报 记 者王虎）今

天 下 午 ，由 省 委 宣 传 部、省 林

草 局 主 办 的 甘 肃 林 草 先 进 典

型 事 迹 巡 回 宣 讲 活 动 在 临 夏

州举行，5 名代表分享了他们

防沙治沙、植树造林的感人事

迹 ，展 示 了 我 省 国 土 绿 化、防

沙治沙、“三北”工程建设取得

的成效。

宣 讲 报 告 会 上 ，“ 国 家 卓

越 工 程 师”、省 治 沙 研 究 所 研

究 员 徐 先 英 讲 述 了 他 坚 守 治

沙 一 线 ，参 与 治 沙 装 备 研 发、

创 建“ 四 带 一 体”绿 洲 边 缘 防

风固沙模式、破解高寒草地沙

化防治难题，用青春守护绿水

青山，用科技阻挡风沙脚步的

故事。“从龙王庙到老虎口，从

青 土 湖 到 四 方 墩 ，哪 里 最 艰

苦 ，哪 里 最 需 要 ，哪 里 就 有 治

沙人的身影。”全国“人民满意

的 公 务 员”、民 勤 县 退 耕 还 林

办 公 室 主 任 姜 莉 玲 分 享 了 她

毕业后毅然返回家乡，为退耕

还林还草、防沙治沙事业奉献

青春的故事。“感动甘肃·陇人

骄子”“刚强兄弟”用朴实的语

言，深情讲述了他们 56 年间义

务种树，将 400 余亩荒山变青

山的感人故事。“时代楷模”“林

业英雄”“全国防沙治沙英雄群

体”代表郭万刚分享了八步沙

林场“六老汉”三代人不畏艰难

险阻，践行“绿色”承诺，一代接

一代治沙造林的故事。

宣 讲 团 成 员 的 事 迹 感 人

至深，聆听报告会的党员干部

纷纷表示，要以先进代表为榜

样，立足岗位、苦干实干，切实

筑牢守好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

障，为美丽甘肃建设贡献力量。

甘肃林草先进典型事迹巡回宣讲活动在临夏州举行

本报永靖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王虎 马伊星）7 月 7 日晚，“诗意甘肃·丝

路长风三千里”——“在河之州·临夏诗

会”在永靖县黄河三湾景区举行。

活动在水上旅游项目实景展示《浪漫

三湾》中拉开帷幕，黄河上帆船游弋，碧空

中滑翔伞御风飞行，与黄河岸边的诗会舞

台交相辉映。

“远古遗脉，潺潺涟涟。时代风韵，习

习绵绵。青黄相接，旎旎风景各秀。耕牧

交叠，华夏文明同宗。”……《临夏赋》《积

石奔流》《陈子昂谈河州牡丹之胜怅然有

作》等诗词歌赋演绎出临夏灿烂辉煌的黄

河文化。花儿联唱《梧桐令》《花儿与少

年》《尕老汉》唱出了河州儿女对幸福美好

生活的热情赞美。舞蹈《临夏韵》《盛世牡

丹》、歌曲《临夏欢歌》展示了新时代临夏

儿女团结奋进的精神面貌。烟花和非遗

火壶、打铁花表演精彩绝伦，引来现场观

众连连掌声。

家住永靖县城的市民王英寿和家人

早 早 来 到 黄 河 三 湾 观 看 诗 会 演 出 。 他

说：“节目形式多样，将传统和现代完美

结合，充分彰显了临夏传统文化魅力，很

吸引人。”

“临夏山川秀丽、景色宜人，在这里短

短几天，感受到了临夏深厚的历史文化底

蕴，激发了我的创作灵感，我将创作更多

的文旅短视频，展示临夏的山水之美、人

文之韵。”词曲创作人镐天说。

“在河之州·临夏诗会”活动由省文旅

厅、省民委、省文联、临夏州政府联合主

办，临夏州委宣传部等共同承办。此次活

动，主办方还邀请省内外百余名媒体记者

和网络达人在临夏州东乡县、永靖县、临

夏市、和政县、康乐县开展文旅采风创作

活动，宣传和展示临夏州独特的历史文化

和秀丽的自然景观。

“在河之州·临夏诗会”在永靖县举行

本报兰州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王

占东）近日，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有

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省将出台《推进新

时代甘肃能源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以新

能源、传统能源、电力输送通道等 8 个关键

领域建设为抓手，实施八大行动，推动能源

高质量发展。

省能源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为全面落

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加快推进甘肃由

能源大省向能源强省迈进，即将出台的《推

进新时代甘肃能源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

确定了八大行动，重点围绕破解当前及长

远能源领域发展面临的瓶颈制约，立足能

源产、供、储、销一体化发展，提出了切实可

行的工作目标和落实举措。

在新能源综合开发利用示范区建设行

动方面，我省将加快推进国家新能源综合

开发利用示范区建设，探索建立适应新能

源发展的市场机制、管理模式、政策环境，

持续提升新能源开发、消纳和外送能力，推

动新能源高比例、规模化、多元化、集约化、

高质量发展。

在煤炭优质先进产能释放行动方面，

科学规划煤炭产能，着力夯实煤炭供应保

障基础，发挥好煤炭“压舱石”作用。

在能源储备能力提升行动方面，合理

规划布局一批煤炭储备基地，构建以企业

储备为主体、政府储备为补充、产品储备与

产能储备有机结合的煤炭储备体系。推进

天然气储气设施项目建设，补齐储气能力

短板，增强天然气应急调峰保供能力。

在电力系统调峰能力提升行动方面，

科学合理建设抽水蓄能电站，推动新型储

能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探索绿氢等新能源

发展新模式，形成新能源发展与电力系统

调节能力相适应、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

的格局。

在火电兜底保障建设行动方面，立足

我省以煤为主的资源禀赋，科学合理优化

煤电布局，提升系统支撑和灵活调节能力，

保障电力安全可靠供应。

在陇电外送通道建设行动方面，在全

面投运 4 条电网外送通道的基础上，前瞻

布局，再谋划 2 条外送通道。

在数字化智能化电网提升行动方面，

建设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电网，优化电

网主网架，加强省际断面联络。强化省内

750、330 千伏电网网架和加快建设新一代

智慧配电网。

在油气供应保障能力提升行动方面，

推进油气“全国一张网”在甘重点工程建

设，加快省内天然气支线管道建设，提升管

道天然气供应保障能力。

据 介 绍 ，通 过 实 施 八 大 行 动 ，力 争 到

2030 年 全 省 新 能 源 并 网 装 机 容 量 超 过

1.6 亿千瓦，建成投产抽水蓄能项目 1000

万 千 瓦 ，新 型 储 能 项 目 达 到 1000 万 千

瓦，生产煤矿产能达到每年 1.35 亿吨，原

油产量超 1200 万吨，天然气产量达到 30

亿立方米。

我省将实施八大行动推动能源高质量发展

（接 1版）

近年来，我省着力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夏河白石崖古人类遗址

入选 2019 年度“世界十大考古发现”，武威吐谷

浑王族墓葬群、敦煌旱峡玉矿、礼县四角坪遗址

等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庆阳南佐遗址、

礼县四角坪遗址等列入“考古中国”项目，彰显了

甘肃在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更

为“考古中国”增添了不可或缺的“甘肃力量”。

扎实推进国家文化公园建设，2023 年，争取

中央预算内投资 2.2 亿元，支持玉门关遗址保护

利用等 8 个国家文化公园项目；省级财政安排专

项资金 2050 万元，支持永昌县长城文化展示及

配套提升等 11 个项目……

每年推出精品陈列展览 300 多个，开展社

教、研学等活动 6000 余场次；举办“非遗过大年”

展示展演活动近 700 场……围绕“让收藏在博物

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

籍里的文字活起来”目标，推陈出新、活化利用、传

承发展，以独具特色的多样“甘肃路径”，让宝贵历

史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焕发时代活力。

聚焦敦煌研究院“典范”“高地”建设，砥砺前

行，成果喜人——

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二期）、敦煌文化传承创

新基地等重大项目顺利实施；多场耦合实验室等国

家级科研平台功能持续拓展；流失海外敦煌文物

数字化复原、敦煌学研究文献库等项目加快实施；

“数字敦煌”中英文版全球上线，建成“敦煌遗书数

据库”和“数字敦煌·开放素材库”；全球首个超时

空参与式博物馆“数字藏经洞”上线运行……

多措并举，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实现新提升

补短板、强供给、优服务……近年来，我省多

措并举，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实现新提升。

甘肃是简牍大省。2023 年 9 月 9 日，全国汉

简藏量最大的专题博物馆——占地面积达 3.7 万

余平方米的甘肃简牍博物馆正式向公众开放，数

万枚珍贵简牍“走出深闺”，“简”述中国故事，

“牍”懂中华文明。

我省不断推动博物馆、纪念馆建设及免费开

放 工 作 ，全 省 博 物 馆 纪 念 馆 总 数 达 248 个 ，每

10.08 万人拥有 1 座博物馆，居全国第二；落实补

助资金 4.16 亿元，推动文化场馆免费开放。

主题陈列展览、青少年特色社教研学、“专家

讲文物”系列宣传视频展播、夜游博物馆……全

省博物馆纪念馆通过线上线下结合、馆内室外互

动等多种方式，精心组织策划丰富多彩的主题活

动，邀约广大市民游客走进博物馆，共享文化惠

民成果。

文化惠民，不止于此——

2023 年，累计开展农村公益电影放映 19.6

万余场、送戏进乡村 5898 场次；全省文艺院团线

上线下演出近 2.8 万场次，受众超 9500 万人次；

兰州市率先实施文博场馆“周一不闭馆”措施，并

着力构建城市居民“15 分钟生活圈”；

完成国家文化大数据甘肃省域中心一期工

程建设，百草园公共文化服务平台实现与中华文

化甘肃基因库互联互通；“飞阅甘肃”数字阅读平

台上线运行；创新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建

成“西北地方文献古籍善本全文数据库”等，公共

文化服务群众知晓度、参与度、满意度不断提升，

在广泛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同时，全力

推动全省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

陇 剧《枫 洛 池》、舞 剧《丝 路 花 雨》《大 梦 敦

煌》……甘肃，有着辉煌的文艺历史。

“文艺创作永无止境。”近年来，我省坚持守

正创新，打造了一批富有甘肃特色、彰显甘肃精

神、呈现中华民族精神图谱的文艺精品力作，文

艺创作呈现出百花争艳的喜人态势——

实施陇原文艺高峰攀登工程、精品电影创作

工程，电视剧《此心安处是吾乡》在央视播出，电

影《吾爱敦煌》搬上荧幕，纪录片《大敦煌》《青绿

甘南》广受好评。

实施精品出版行动计划，推出《大国盾构梦》

《腾格里的记忆》等一批精品读物；发布《陇右文

库》第二期成果。

策划开展“春绿陇原”展演展播，《又见敦煌》

《回道张掖》等系列精品剧目，实现常态化演出或

季节性演出；舞剧《彩虹之路》《大梦敦煌》《丝路

花雨》（2016 版）入选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重点扶持名单；秦腔《蔡

文姬》获评第十八届中国戏剧节优秀展演剧目。

仅 2023 年，我省共有 30 部作品、24 名个人

分别入选国家级展演项目，获得 14 个展演集体

奖项、6 个个人奖项，获奖数量为历年最多。

多轮驱动，文化产业发展开创新局面

庆阳，推进香包、刺绣、皮影等劳动密集型文

化产业的升级换代，形成全产业链发展新格局；

酒泉，围绕敦煌国际文化旅游名城建设，围绕河西

走廊和“酒”文化，引领带动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张

掖、嘉峪关等地，在茫茫戈壁上做起“水文章”……

近年来，我省多轮驱动，推动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

产业优势，不断开创文化产业发展新局面。

政策，是资源变产业的助推器。

省委、省政府把文旅产业作为十大生态产业

的首位产业来培育，先后印发《新时代甘肃融入

“一带一路”建设打造文化制高点实施方案》《甘

肃省文化产业园区发展规划》等政策法规，推动

佛慈药业 1929 基地创建国家级文化产业园区

等，不断强化政策支持保障。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

2023 年，我省深入实施“引大引强引头部”

行动，开展文旅招商引资活动 407 场，引进 500

强企业 5 家，签约资金 388.5 亿元；有序推进 7 个

世行贷款文旅子项目；举办甘肃文旅专场推介活

动 13 场次，签订“引客入甘”合作协议 120 余份。

甘肃不仅是文旅资源的丰富宝地，也是文旅

产业的投资福地。2024年，我省持续加大招商引

资力度，通过“请进来走出去”广扩“朋友圈”，多点

发力“引凤来”，不断发出文化产业“最强音”——

3 月 23 日，甘肃文旅产业链招商引资在上海

签约文旅重点项目 14 个、签约金额 20.81 亿元，

喜迎文旅招商引资“开门红”；

4 月中旬，甘肃特色优势产业推介会先后在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南省海口市举办，共签约文

旅项目协议 5 个，签约金额 38.3 亿元……

敦煌“小萌驼”喊话全国、甘肃社火火爆全

网、酒泉瓜州“小蜜瓜”倾城接待温暖人心、天水

麻辣烫“热辣滚烫”……今年以来，在一系列正能

量的加持下，甘肃文旅既聚人气又聚财气。各地

紧抓契机，倾力推进文旅重点项目建设，打造多

元 文 旅 产 业 链 条 ，促 进 优 势 文 旅 资 源“ 串 珠 成

链”，全面营造亲商、重商、招商的发展环境，促进

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文化是魂，旅游为体。近年来，我省凭借丰

富的文旅资源，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持续放大文

旅融合综合效应——

2023 年，召开全省文化旅游发展大会；建立

全省文化旅游康养产业链重点项目库，推出康养

精品旅游线路 30 条；莫高窟、麦积山、嘉峪关等

成为国际知名旅游目的地，会宁、南梁、哈达铺等

成为知名红色旅游品牌；实施文旅融合重点项目

601 个，甘南冶力关景区通过国家 5A 级景区质

量评审，陇南市武都区古今里获评国家级旅游休

闲街区，扎尕那村被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评为

“世界最佳旅游乡村”；新推出《乐动敦煌》《千手

千眼》《天水千古秀》等旅游演艺剧目，全省各地

演艺“百花齐放”；“东方甄选”甘肃行、鸣沙山·月

牙泉“万人星空演唱会”火爆出圈；全省全年接待

游客 3.88 亿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2745.8 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 187.8%、312.9%。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 3 月以来，天水麻辣烫

火爆出圈，截至“五一”假期结束，天水市累计接

待游客 1338.17 万人次、游客旅游花费达 76.95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35.69%和 36.52%。“甘肃天

水麻辣烫”相关短视频和信息全网曝光量达到

366.6 亿次，点赞量达到 33.97 亿次，互动评论量

达到 24.8 亿次。

甘肃以此为契机，抢抓机遇、迅速跟进，全力

做好“线上流量”与“线下留量”的无缝对接，不仅

天水成为全国热门旅游目的地，也带动全省旅游

市场“热辣滚烫”，推动全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全省整体提前两个月进入旅游旺季。今年 1-

4 月，全省接待游客 1.04 亿人次、旅游花费 715 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 33%、52.3%，其中全省 7 家 5A

级旅游景区和敦煌莫高窟共接待游客 277 万人

次，较上年同期增加 90万人次，同比增长 49.7%。

多点开花，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展现新作为

甘肃地处丝绸之路黄金段。“丝路十分美，九

分在甘肃。”

甘肃最大的机遇在于“一带一路”。近年来，全

省上下抢抓用好“最大机遇”，深度融入“一带一路”

建设，全力打造中国文化传播展示的“甘肃窗口”。

2016年，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甫一

亮相，便引起世界瞩目，盛赞“世界进入敦煌时间”。

民心相通的新平台、向西开放的新前沿、文

化自信的新基点……此后，敦煌文博会连年举

办，相继赢得“当代丝路上的万国博览会”“跨越

时空的文明对话”等美誉，还荣获“十大政府主导

型展览会”大奖。

一年一度的公祭伏羲大典，引领全球华人一

次次进入“伏羲时间”。仅 2023 年公祭伏羲大典

相关内容和报道全网浏览量达 5.67 亿次；同时举

办的“2023 年公祭伏羲大典暨第五届华人国学

大典甘肃论坛”，海外阅读点击量超 1 亿人次。

自 6 月 21 日举办至 7 月 5 日，2024 年公祭伏羲大

典全网点击浏览量超 15 亿次，创大典宣传工作

的历史最佳成绩。

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旅游节、中国数字出版

博览会、嘉峪关国际短片电影展……相继举办的

各类重大文化节会，为深化文明互鉴、文化交流

搭建起重要平台，持续为甘肃文化“代言”，为链

接世界“搭桥”。

邀请乌兹别克斯坦、新西兰等国大使级以上

官员来甘访问，组织代表团出访白俄罗斯、哈萨

克斯坦等国，深化交流合作；与 60 多个国家在线

开展“欢乐春节”系列演播活动，赴惠灵顿、悉尼

等地开展甘肃特色文化展示交流活动；实施对外

文化贸易“千帆出海”行动，组织庆阳香包等非遗

项目赴沙特阿拉伯展示展演……通过广泛开展

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以回味醇厚的“陇原味道”、

多姿多彩的“甘肃元素”、深厚多元的“丝路印记”

和独具魅力的“敦煌风景”，在“一带一路”建设

中绘就浓墨重彩的“甘肃画卷”。

挂牌成立甘肃国际传播中心白俄罗斯记者

联盟联络站，开展境外媒体、外国网红看甘肃等

活动；策划开展“重走丝绸之路”主题报道，《我在

敦煌做研究》等一批优质外宣产品在海外社交平

台账号广泛推送……我省不断创新举措，持续提

升国际传播效能。

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

新。甘肃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以实干“笔

墨”再交出一份份实实在在的“文化答卷”。我们

坚信：心之所向，行之所往，明天会更好。

彰 显 文 化 力 量 讲 好 甘 肃 故 事

（接 1版）

一时间，陇南火车站随处

可 见 志 愿 者、交 警、医 护 人 员

的 身 影 ，大 家 各 司 其 职、密 切

配合。

当晚 22 时，武都区已全部

妥 善 转 运 安 置 3 辆 列 车 2703

名滞留旅客。其中，调度 26 辆

大 巴 车 ，免 费 转 运 滞 留 旅 客

1104 人前往广元、重庆；安排

21 辆 公 交 车 ，接 送 滞 留 旅 客

1599 人在区内妥善安置，提供

免费住宿 220 人，所有滞留旅

客 全 部 免 费 提 供 盒 饭、面 包、

牛奶等生活用品。

武都的暖心服务，收获了

大家的认可和点赞。

乘坐 D206 次动车的新疆

旅客肖友伦感慨地说：“当地政

府反应很迅速，这个充满爱心

的地方值得下次好好来游玩。”

成 都 旅 客 王 国 霞 乘 坐 的

列 车 从 陇 南 到 广 元 途 中 折 返

陇南。她说：“遇到暴雨天气，

大家都很无奈，但所有的工作

人 员 都 在 帮 助 我 们 ，吃 喝 不

愁，还马上安排我们到酒店住

宿，非常暖心。”

成 都 旅 客 杨 贵 林 从 陕 南

前往四川途中遇到暴雨，折返

至陇南后被当地的做法感动，

“吃、住、行的每一处细节，当

地都在为旅客考虑，为这种暖

心服务点赞。”

小 城 大 爱 温 情 暖 心

▷ 近日，在位于兰州市榆中县

来紫堡乡桑园子村的 G312 线清水驿

至傅家窑公路桑园子黄河大桥建设

施工现场，工人正在进行护栏安装。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田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