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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武威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金奉乾）

今年以来，武威市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突

出前端增量扩规、中端扩能提质、后端融合创新，强

化奶产业链要素保障，推动奶产业全链条发展。

武 威 市 把 奶 源 基 地 作 为 奶 产 业 链 发 展 的 根

基，以种养业骨干企业为重点，发展规模化、集约

化现代奶牛养殖业。全市新建续建菊乐牧业、华

予高原、金宇浩睿二期奶牛牧场 3 个，奶牛存栏量

达 10.76 万头，其中泌乳牛达 2.96 万头，日产鲜奶

950 吨，奶产量达 17.42 万吨、同比增长 18%。持

续优化“沿山”燕麦草、“沿川”青贮草、“沿沙”苜蓿

草优势区建设，推动奶牛养殖与饲草种植配套衔

接，建成万亩集中连片饲草种植基地 8 个、千亩基

地 29 个、500 亩以上示范点 67 个，全市饲草种植

面积达到 119 万亩。大力实施产业链链主骨干企

业引培提升行动，统筹推进乳制品加工和包装、饲

料、生 物 兽 药 等 业 态 ，发 展 全 环 节 绿 色 智 能 制 造

业，带动上下游企业串珠成链、聚链成群。谋划实

施奶产业链重点项目 8 项，年度计划总投资 12.32

亿元。武威伊利乳业已累计建成生产线 17 条，日

产能达 1450 吨。智达景业环保纸制包装智能化

生产线建设项目已投产，博贞原乳制品精深加工

项 目、金 世 泰 二 期 包 装 智 能 化 项 目 已 基 本 建 成。

目 前 ，全 市“1+6+N”奶 产 业 链 上 下 游 企 业 达 87

家，合作社达 200 余家。

同时，紧盯产业链缺失环节、上下游关联企业，

着力引进落地一批高技术、高成长性、高附加值的

奶产业链企业和项目。持续加强科技创新，鼓励企

业加大研发投入，积极开发新产品，开展专精特新

企业培育提升行动，新增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4

家，7 家奶产业链企业纳入“规下转规上”企业培育

库。深入挖掘有机肥加工、中药材种植、农业机械

服务等各环节增长点，不断拓深延展奶产业链条。

武威推动奶产业全链条发展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田丽媛
通讯员 魏 丽

海创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新世纪建材研究院、

海螺水泥年产 30 万吨尾料资源综合利用、融硕年

产 30 万吨环保节能活性石灰生产线等 56 个工业

项目投产见效；

以峡门、上杨 2 个乡镇为重点的“一轴五组团”

产业功能分区，形成了以海螺水泥、新世纪建材、鼎

元建材、兴盛矿业等 5 户企业为链主、其余 39 户工

业企业为补充的产业布局……

近年来，平凉市崆峒区立足矿产资源优势，以

强工业行动为抓手，坚持项目支撑，强化服务保障，

健全产业体系，绿色建材产业初步形成产业聚集、

多元发展的良好态势。

绿色建材产业要实现链式发展，各类资源尤其

是矿产资源是关键的一环。崆峒区有煤炭、石灰

岩、白云岩等 16 种资源 12 大矿点，储量可观，为绿

色建材产业链建设提供了充足可靠的原料保障。

数据显示，2023 年，崆峒区水泥、石灰、石料生

产分别完成 246 万吨、11.8 万吨、453 万吨，规模以

上建材企业完成产值 16.95 亿元。

“峡门乡地处崆峒区绿色建材企业集中区，新能

源汽车充电站项目是今年重点招商引资的项目，总

投资 4000 万元，占地 9亩，计划分两期建设。”近日，

即将竣工的峡门乡新能源汽车充电站项目负责人告

诉记者，今年实施一期工程，建成后将为客货运车

辆、各类电动矿山机械设备提供充电和换电服务。

产业链培育是发展壮大工业经济的关键性工

程。崆峒区锚定重点补全产业链条，主攻水泥及制

品、石料、钙基材料、金属镁、新型墙材、装配式建筑

六大发展方向，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实施产业集聚

发展、创新主体培育、市场示范推广、重大项目招

引、专业人才引进、配套设施提升“六大工程”。

同时，为增强产业链创新发展能力，崆峒区大

力发展高品质氧化钙、轻质碳酸钙、纳米碳酸钙等

高附加值产品，推动石料向石粒粉系列化方向发

展；水泥向高标号、高性能、预制化方向发展；钙基

材 料 逐 步 向 超 细 微、高 纯 度 钙 粉 及 综 合 细 度、纯

度、活性化等高附加值方向创新突破，延链、补链、

强链的强大“链式效应”正在集聚，产业集群态势

正日益凸显。

崆峒区：“链”起特色产业集群
本报兰州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崔亚明）近日，哈萨克国立农业研究大

学与中国农业大学、大禹节水签署了

关 于 建 立 哈 萨 克 斯 坦 — 中 国 沙 漠 地

区 高 效 用 水 国 际 实 验 室 的 协 议 。 这

标 志 着 大 禹 节 水“ 治 水 经 验 ”国 际 合

作迈出新步伐。

据悉，哈萨克斯坦—中国沙漠地

区 高 效 用 水 国 际 实 验 室 将 聚 焦 两 国

水 资 源 高 效 利 用 问 题 ，探 索 推 动 产

学 研 协 同 创 新 ，整 合 两 国 科 研 机 构

和 龙 头 企 业 优 质 资 源 ，促 进 资 源 共

享 、优 势 互 补 和 互 利 共 赢 ，解 决 哈 萨

克 斯 坦 农 业 用 水 最 关 键 的 科 研 技 术

问 题 ，提 升 两 国 在 农 业 、水 利 领 域 的

科技合作水平。

随着 2008 年公司农业节水产品首

次走出国门，近年来，大禹节水积极探

索“走出去”和“引进来”的新思路、新

模式，先后成立了大禹节水美国技术

中心、大禹节水以色列公司以及以色

列创新研发中心，整合全球资源、实现

国际业务快速发展。大禹节水的产品

与服务遍及韩国、泰国、南非、澳大利

亚等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除了一般贸

易之外，大型农田水利、农业灌溉、城

市供水等成套项目和一体化项目也取

得重大进展，逐步形成海外业务全球

战略布局。目前，大禹节水的产品和

服务涉及灌溉面积近千万亩，主导产

品滴灌成套装备，在国内细分市场占

有率连年第一，在全球细分市场占有

率排名稳居第三。今年以来，出口金

额近 2000 万元。

大禹节水董事长王浩宇表示，大

禹节水将以三方共建哈萨克斯坦－中

国沙漠地区高效用水国际实验室为契

机，充分发挥专业技术优势，在哈萨克

斯坦农业节水、防洪减灾、智慧水务、

水系连通、水生态治理与修复等领域

提供项目策划规划、研发设计、装备制

造、工程建设、运维管理及智慧化服务

为一体的系统解决方案，助力哈萨克

斯坦水资源节约利用可持续发展。

大禹节水“治水经验”国际合作迈出新步伐

本报兰州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王睿君）省 中 医 药 管 理 局 日 前 组 织 召

开 全 省 中 医 药 产 业 重 点 工 作 视 频 推

进 会 。 会 议 通 报 了 上 半 年 全 省 中 医

药 产 业 重 点 工 作 推 进 情 况 ，对 下 半

年 全 省 中 医 药 产 业 重 点 工 作 进 行 安

排部署。

今年以来，全省各相关部门全面

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中医药强

省建设的部署要求，以国家中医药产

业发展综合试验区、国家中医药发展

综合改革试点示范省、中国（甘肃）中

医药产业博览会等三个“国字号”平台

为抓手，一体推进试验区建设和中医

药产业链发展，推动全省中医药产业

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会议强调，要锚定 2024 年下半年

全省中医药产业重点工作，紧盯重点

任 务 ，协 同 联 动 发 力 ，通 过 加 快 构 建

中药材标准化种植体系，加快构建中

医药精深化加工体系，加快构建中医

药流通体系，加快推动中医药产业融

合 发 展 ，加 快 中 医 药 产 业 项 目 招 商

引 资 和 落 地 建 设 等 ，推 动 全 省 中 医

药 产 业 各 项 工 作 提 速 提 质 提 效 。 要

牢 固 树 立 问 题 意 识 和 目 标 导 向 ，不

断 健 全 机 制 ，凝 聚 工 作 合 力 ，对 表 算

账 做 到 心 中 有 数 ，紧 盯 项 目 加 快 建

设 进 度 ，强 化 担 当 狠 抓 工 作 落 实 ，奋

力 推 动 全 省 中 医 药 产 业 形 成 良 好 发

展 态 势 ，为 全 省 经 济 社 会 高 质 量 发

展作出中医药贡献。

庆阳市中医药管理局、陇西县中

医 药 产 业 发 展 局 、甘 肃 药 业 集 团 、兰

州 佛 慈 制 药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负 责 人 作

交流发言。

全省中医药产业重点工作推进会召开

本报平凉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田丽媛）记者日前从庄浪县有关部门获

悉，为做好企业职工退休资格认定工

作，保障广大参保职工的切身利益，庄

浪县以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

问题集中整治为抓手，念好公、细、责、

便“四字诀”，把好“制度关”“审核关”

“监督关”“服务关”，全力守护好每一

分“养老钱”。

在退休资格认定过程中，庄浪县

坚持以原始档案记载为基本依据，以

养老保险政策规定为准则，以申请人

的各项信息为补充，坚决维护退休制

度的公平性和规范性，定期组织开展

业务培训和警示教育活动，不断提升

全体经办人员业务水平和风险防范意

识。同时，提前查询、严格审核退休申

请人的人事档案，对申请人人事档案

记载资料不全且确实需要申请人另行

补充的，实行一次性告知制，并严格按

照有关规定的退休条件、年龄、工龄等

标准进行审核。

庄 浪 县 利 用 甘 肃 省 人 社 综 合 服

务平台，规范受理、审核、复核操作流

程 ，做 到 业 务 办 理 全 程 可 追 溯 ，对 于

工 龄 、年 龄 、缴 费 年 限 认 定 等 疑 难 事

项 ，会 同 有 关 单 位 开 展 研 判 ，提 出 符

合 政 策 的 解 决 方 案 。 优 化 便 民 服 务

举 措 ，持 续 推 进“ 清 事 项 、减 材 料 、压

时 限 ”，积 极 探 索“ 退 休 一 件 事 ”集 成

办、高效办，让办事群众获得感更足、

幸福感更强。

庄浪全力守好群众“养老钱”

本报金昌讯（新甘肃·甘肃日

报记者谢晓玲）记者近日从金昌市

委 组 织 部 获 悉 ，为 建 设 一 支 高 素

质、专业化的基层干部队伍，金昌

市启动实施村干部能力素质和学

历水平提升行动，计划用 3 年左右

时间全面提高村干部综合素质和

履职能力，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

村、爱农民的高素质村干部队伍，

为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

金昌市逐村对现任在职 626 名

村干部和 779 名村级后备干部学历

水平、年龄结构、知识结构和学历

提升意向等进行全覆盖摸排，精准

掌握村干部学历提升需求，并制定

行动实施方案，分批次选派村干部

接 受 大 专 以 上 学 历 教 育 ，力 争 到

2026 年全市村干部大专以上学历

占比达到 80%以上。

同时，围绕产业发展、乡村建

设、乡村治理、党的建设等内容，每

年对村党组织书记、其他村干部、村

级后备干部进行全覆盖轮训，组织

乡村振兴专家人才有针对性地开展

技术培训和业务指导，帮助解决产

业发展、乡村治理等方面的困难和

问 题 ，进 一 步 增 强 村 干 部 实 践 能

力。建立健全由乡镇包村干部、村

党组织书记联系指导村级后备干部

的“导师帮带制”，安排村级后备干

部深度参与村级事务、集体经济发

展、矛盾纠纷化解等工作，带动其在

干中学、学中干。对接金昌开放大

学，分层次设置现代农业经济管理

等 20 多个专业，采用“网上学习+面授辅导”混

合学习模式，切实解决村干部工学矛盾。

对参与学历提升的村干部，金昌市采用政

校联动的双重管理模式，督促学员按时完成学

习任务，切实提升教学质效。配套建立村干部

学历提升计划经费保障机制，通过学费减免、以

奖代补等方式予以补助，切实减轻参训村干部

经济负担，激发村干部及后备干部学习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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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甘南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蔡文正）今年

以来，甘南州生态环境保护综合监管部门围绕生态环

境领域突出问题开展大排查大整治，累计出动执法人

员 12068 人次，检查企业 3044 家次，发现问题 121 个，

已全部完成整改。

甘南州生态环境局畅通“12345”举报热线、微信、

网络等举报投诉渠道，做好举报线索查实处理工作，截

至目前，全州生态环境执法机构共受理各类群众投诉

案件 21 件，已办结 20 件，办结率为 95%。聚焦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出动生态环境执法人员 1300 余人次，检

查企业 324 家，共排查黄河流域入河排污口 623 个，已

全部完成整治。围绕污染物防治设施建设和运行情

况、污染物排放、“三同时”制度落实、环保专项验收、危

险废物管理、环境安全管理等方面进行分频次抽查，动

态调整监管企业和执法人员两个数据库、完善抽查事

项清单库和抽查计划任务库。截至目前，全州共出动

执法人员 360 余人次，累计随机抽查排污单位 120 家，

抽查情况和查处结果在政府门户网站上进行公示。

同时，扎实开展专项执法监管，持续开展黄河流域清废

行动。加强与司法、水务等相关部门衔接，累计出动执法人

员1158余人次，检查企业（点位）890余家次，发现并整治问

题31个；深入开展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现场核查，对辖区

砂石料场“环评”“三同时”制度落实、开采区台阶植被恢复治

理情况进行现场核查，并对存在的问题以督办通知的形式

反馈各县市；组织执法人员对全州危险废物、医疗废物、饮

用水水源地、核与辐射、建设项目等重点领域全面细致开展

排查整治，检查企业（项目）150余家次，排查生态环境问题

17项，下发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8份。

甘南开展排查整治守护绿水青山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董文龙 通讯员 魏鸿娇

蟠桃坠枝头，增收有盼头。

眼下，正是桃子成熟的季节。在

瓜州镇南苑村王勇家的桃园里，成片

的桃树郁郁葱葱，成熟的蟠桃、黄桃挂

满枝头，浓郁的果香沁人心脾。

有 着 十 多 年 桃 园 种 植 管 理 经 验

的 王 勇 告 诉 记 者 ，他 的 桃 园 施 农 家

肥、物理防虫、人工除草，致力于打造

自然生态农场，确保种出来的桃子优

质、美味。

瓜州镇南苑村土壤肥沃，日照时

间充足，适宜大力发展特色林果种植

产业。“南苑村林果面积已超过 350 亩，

是农民增收的一大支柱产业。”南苑村

党总支书记谢占伟说。

南苑桃子品质好，吸引了众多游

客 慕 名 前 来 品 尝 采 摘 ，感 受 丰 收 的

喜悦。

“我们欢迎游客前来采摘，不仅省

了人工、运费，还能卖上好价钱。”南苑

村村民李永先看着自家的桃园，不禁

感叹，“没曾想过，自家的桃园也成了

‘旅游景点’。”

李永先透露，他还种了 10 亩葡萄、

5 亩山楂，算下来，今年人均纯收入超

过 2 万元。

乡村振兴靠产业，春赏桃花夏吃

桃 。 近 年 来 ，瓜 州 镇 建 成 了 集 日 光

温 室 蔬 菜 种 植 、室 内 花 卉 市 场 、连 体

大 棚 特 色 林 果 采 摘 、生 态 园 林 餐 饮

娱 乐 、休 闲 观 光 农 业 为 一 体 的 农 家

院 ，有 效 促 进 农 业 增 效 、农 民 增 收 、

农村增绿。

瓜 州 ：“ 林 果 经 济 ”富 了 农 民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安志鹏
通讯员 王玉琴

入夏以来，短途游、研学游、避暑游等乡村旅游持续升

温。凭借清凉舒适的窑洞民宿、绿意盎然的采摘园、美味

可口的农家饭菜，环县庄子峁生态农庄吸引了大批游客。

庄子峁，离环县县城 30 公里开外，是洪德镇耿塬

畔村的一个村民小组，住着 20 多户人家。近几年，在

当 地 政 府 和 致 富 带 头 人 的 带 领 下 ，庄 子 峁 打“ 乡 愁

牌”，走旅游路，因地制宜打造生态农庄，迅速登上当

地乡村旅游热榜。

6 平方米的厨房内，切墩、备料、热油、烧菜等动作

一气呵成，庄子峁生态农庄楠哥民宿负责人杨志楠正

在为游客准备农家菜。

41 岁的杨志楠早年在外从事餐饮业，今年，他返

乡办起民宿。凭着娴熟的手艺、地道的食材和别具特

色的黄土窑洞，杨志楠的民宿吸引了大批游客打卡，

开业至今已“揽金”10 万余元。

“‘五一’后人流量很大，我们民宿平均每天收入

1000 到 2000 元 ，周 末 和 节 假 日 可 达 到 4000 元 左

右。”对于民宿的经营情况，杨志楠很是满意。

为进一步提升游客体验感，今年庄子峁生态农庄

在原有蜂蜜庄园和农家手工酱、醋、传统豆腐等小作

坊基础上，新建了智慧果园、花卉圃、共享菜园、香瓜

园等，近期各类瓜果蔬菜陆续成熟，吸引着一批批游

客观光、采摘，乐享田园生活。

“在直播间看到庄子峁觉得很有意思，今天过来

体验一下，这里的一切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特别是

农耕体验馆、农家小作坊等，勾起了我儿时的一些美

好回忆，让我流连忘返。”游客王正春说。

庄子峁持续发掘特色产业优势，积极构建农旅融

合发展新模式，形成了吃、住、行、游、购、娱一体化的

乡村旅游产业链，使得小山峁热度不减。

“今年我们注重加大‘体验游’的成分，研学采风

活动较去年同期翻番。”环县庄子峁生态农庄负责人

杨清艳介绍，今年农庄接待游客已超 2.8 万人次。

小 山 峁 上 旅 游 热

近日，清水县草川铺镇火石村农户在田间进行管护，确保辣椒生长良好。今年以来，草川铺镇大力发展订单辣椒产业，种植面积达 2000

余亩，为群众增收打下基础。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雷金锋

近日，徽县水阳镇泰山村花海观光休闲产业园向日葵盛开，吸引游人前来赏花

拍照。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李旭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