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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杜雪琴

能源保供惠及千万家。

今年以来，我省发电和用电量攀升，作

为省属能源龙头企业，甘肃电投集团守牢民

生用能底线，确保电力热力可靠供应，所属

已投产装机容量 1033.57 万千瓦的火电、水

电、风电、光伏、储能等项目，有力保障了全

省电力、热力、天然气等能源供应。

今年上半年，甘肃电投集团累计完成

发电量 180.9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5.44%，

累计完成项目投资额 36.68 亿元、同比增长

12%，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 61.09 亿元、同

比增长 10.97%，持续保持较好增长势头。

电力热力负荷保障能力有效提升

面对持续增长的电力需求，负荷高峰

期间做好机组运行管理、加强能源供应保

障至关重要。

甘肃电投集团全面加强已投产发电的

常乐、金昌、武威、张掖等地装机 667 万千

瓦的 12 台火电机组运维管理，实时开展运

行分析、参数分析，不断优化机组运行方

式，提升机组顶峰发电能力和负荷快速响

应能力，确保机组应发尽发、稳发满发。同

时，发挥火电机组调峰保障作用，最大限度

地促进新能源绿色电力的利用，有效降低

弃风弃光率。

今年以来，甘肃电投集团所属的金昌、

张掖、武威共 8 台热电联产机组，发挥河西

地区居民供暖主力军作用，全面提高机组

设备安全可靠性，上半年累计完成供热量

1279.3 万吉焦，同比增长 8.2%。

“我们有序做好运行、检修、维护等基

础工作，提高运行监控、现场巡查质量，确

保问题及时发现、及早处置。对临修和出

力受阻机组进行挂牌督办，消除出力受阻

机组相关缺陷，确保设备安全稳定运行。”

甘肃电投集团有关负责人说。

据介绍，甘肃电投集团所属 4 家水电

企业总装机 179 万千瓦的 24 个水电项目，

根据迎峰度夏期间机组运行特点及时调

整设备运行方式，争取稳发多供。所属 27

个风电、光伏、储能等总装机 187 万千瓦的

新能源项目，加大设备巡检力度，不断提

高设备利用率，为社会用能提供充足的绿

色能源。

全力保障能源安全稳定供应

甘 肃 电 投 常 乐 发 电 公 司 成 功 签 订

《2024-2028 年甘肃电投常乐电厂送电湖

南协议》，有力促进了我省河西地区“新能

源+火电”打捆外送至华中地区；

甘肃电投酒汇公司通过提高风光资源

预测精度、合理调整运行方式等，上半年累

计完成风电、光电发电量 14.82 亿千瓦时；

甘肃电投陇原电力公司不断挖掘电力

市场资源，年内新增签约电量 4.7亿千瓦时；

甘肃电投陇投燃气公司全力保障兰州

市及周边市州天然气应急供应，上半年保

供外输天然气 1700 万立方米；

……

今年以来，甘肃电投集团把能源保供

作为重大政治责任，周密制定保供工作方

案，及时调整电煤采购节奏，确保各电厂库

存处于合理水平。

各火电企业紧盯运行维护、电煤接卸、

采制样、化验等重要环节，实施轨迹化管

理，切实抓好入炉煤质化验数据分析等工

作，通过精准对标，确保数据安全可靠。同

时，各火电企业及时优化配煤掺烧方式，时

时统计更新来煤、耗煤和存煤情况，并根据

煤质、负荷情况及时调整掺配方案，确保机

组安全经济运行。

各 发 电 企 业 积 极 与 电 网 调 度 汇 报 沟

通，争取最大开机方式，在完成电量计划的

基础上争取多发超发。同时，优化市场营

销策略，积极开展月度增量交易，努力争取

扩大外送电量规模。

提高能源保障应急处置能力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时期，

甘肃电投集团高度重视，统筹抓好防汛工

作，所属 4家水电企业的 24个水电项目全力

做好防范应对各种极端灾害的充分准备。

聚焦安全生产工作要求，甘肃电投系

统内火电、新能源、会展等项目精心部署、

主动履职，紧盯重点区域、薄弱环节，提前

做好防范应对措施，全力以赴筑牢迎峰度

夏“安全堤”。

防汛防灾任务最重、压力最大的甘肃

电投水电企业，总装机 179 万千瓦的水电

机组根据迎峰度夏期间机组运行特点，扎

实开展应急演练活动，有效提升人员对紧

急情况的处置能力。

甘肃电投九甸峡、大容、河西、炳灵 4

个水电企业，时刻关注重点区域、重点设备

运行情况，密切关注水库水位等数据变化

及流域降雨影响，加强雨情、水情、地质灾

害研判和监测预报预警能力，确保设备安

全运行。根据流域来水趋势、电网供需态

势和电力市场交易形势，统筹协调梯级电

站供水、保电、防汛等关系，合理调整机组

运行方式，确保电量“颗粒归仓”。

—甘肃电投集团全力做好能源保供工作

打 好“ 组 合 拳 ” 守 牢 民 生 线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谢晓玲
通讯员 张 琦 李毓君

近日，在金昌市大街小巷，时常能看

到平稳行驶的无人快递车，在多个快递驿

站之间奔波。

四 四 方 方 的 车 身 上 ，印 有“ 智 慧 物

流 ”字 样 ，配 备 了 激 光 雷 达 以 及 多 个 摄

像 头 。“ 无 人 快 递 车 能 无 死 角 感 知 周 边

环 境 ，准 确 识 别 红 绿 灯 、行 道 线 、行 人 ，

做 到 依 规 行 驶 。”圆 通 速 递 金 昌 智 慧 创

业 园 负 责 人 杨 飞 介 绍 ，车 身 拥 有 5 立 方

米 空 间 ，载 重 800 公 斤 ，最 高 时 速 40 公

里，满电续航 130 公里。

据了解，这次投放的 2 辆无人快递车

于 7 月 22 日落地金昌，经过调试和试运行

后，7 月 28 日正式投入工作，目前工作范

围已覆盖金昌城区 28 个快递驿站。

在圆通速递金昌智慧创业园内，金昌

市智慧物流有限公司出港负责人马景正

在调试无人快递车。

“只需要提前给无人快递车设置好要

去的地点，车辆就会按照系统自动生成的

路线行驶，还可以在手机上实时监测车辆

上路情况，遇到问题能够第一时间解决。”

马景说，“自从有了无人快递车，揽收效率

提高了，工作也变轻松了。”

记 者 看 到 ，无 人 快 递 车 行 驶 到 快 递

驿 站 后 ，揽 件 员 操 作 手 机 APP 就 能 打

开车门，将快递搬上车厢。等确认放好

后再关上车门，无人快递车便会向下一

站驶去。

“我们打算引进更多的无人快递车，

尽快使无人快递车覆盖全市所有快递驿

站，让市民体验到更便捷、更智慧的物流

服务。”杨飞说。

金 昌 ：智 能 无 人 快 递 车“ 上 岗 ”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蔡文正

盛夏的甘南草原，风光旖旎惹人醉。

8 月 4 日上午，第二十二届九色甘南

香巴拉旅游艺术节在合作市当周草原开

幕，来自五湖四海的宾客共聚雪域高原，

庆祝这一传统节日。

本届艺术节由甘南州委、州政府主

办，合作市委、市政府承办，旨在大力宣

传甘南特色文旅资源，着力提升“全域全

季”旅游品质，全力打造“圣境甘南·心灵

之旅”文旅品牌，引领带动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为建设民族团结、生态优良、产

业兴旺、共建共享、长期稳定的幸福美好

新甘南蓄势赋能、助力添彩。

开幕式上，草原汉子们骑着威武雄壮

的高头大马，组成矫健奔腾的骏马方队飞

速奔腾，身上穿戴着五彩斑斓的民族饰

品，展示着甘南丰富多元的文化底蕴。

双马直立、双马跃鞍、马背罗汉、双

鹰展翅……高难度的马术表演令人叹为

观止，现场掌声如潮。

热情奔放的民族歌舞、悠扬动情的

民族弹唱、薪火相传的非遗技艺、气势磅

礴的草原合唱，在节目展演环节，具有民

族特色的节目一一上演，上千名群众共

同伴舞，蔚为壮观。

九色甘南香巴拉旅游艺术节既是各

族群众的节日盛会，也是展现发展成就、

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展示民俗文

化、促进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有效载体。

为了使今年的艺术节办出特色、办

出水平，甘南州高标准谋划、高水平筹

备，在全力打造文化盛会的同时，加强安全保障、提升服务质量，

为群众营造放心、安心、舒心的节会环境，让来自五湖四海的宾

客感受“九色甘南香巴拉”的独特魅力。

帐篷搭建是艺术节的一大特色。在当周草原上，40 座帐篷如

珍珠般点缀在辽阔的草原上，展示当地特色文化。

艺术节期间，还将举办羚城之夜音乐节，阿兰·达瓦卓玛、扎西

平措、斯丹曼簇、昂旺斑鸠等十三组民族音乐人将带来摇滚、说唱、

民谣、电子乐等形式多样的音乐，与群众共同唱响高原之歌。

本届艺术节还举办了招商引资活动，全面宣传推介甘南优势

资源，搭建交流合作平台，加深与省内外企业沟通联系，推动甘南

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
—

第
二
十
二
届
九
色
甘
南
香
巴
拉
旅
游
艺
术
节
见
闻

雪
域
高
原

共
赴
盛
会

（接 1版）

甘肃行动

行动，是最好的执行力。

文物普查是文物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础

性工作，是重大国情国力调查。甘肃省委

省政府高度重视，以实际行动推进“四普”

工作扎实、有序开展——

2024年 2月 7日，省政府制定印发《甘肃

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实施方案》；同日，

成立由省委省政府分管领导任双组长、22个

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为成员的普查领导小组；

2024 年 2 月 22 日，召开全省文物工作

会议。3 月 21 日、7 月 11 日，先后召开甘肃

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第一次和

第二次会议，就文物普查工作作出全面安

排部署，提出具体明确要求；

2024 年 6 月 13 日 ，省 委 宣 传 部 印 发

《关于统筹推进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

的通知》，对普查工作进行专门安排；

各地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武威市组建首

个市级普查领导小组，天水市率先召开普查

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甘南州印发《关于全州

宗教场所积极配合开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

的通知》，要求宗教场所积极支持和参与普查

工作，兰州等地普查队聘用吸纳专业测绘人

员加入，有力保证了普查数据质量。

“目前，省、市、县三级普查领导小组全

部组建完成，落实了双组长制，召开了普查

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省文物局副局长仇

健告诉记者，这为甘肃省扎实、有序推进第

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集中优势

文物普查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专业

性的工作，周期长、任务重、要求高。高质

量完成“四普”工作任务，既需专业人才队

伍支持，也需各相关单位密切配合。

在省委宣传部、全省文博系统、全省文

旅系统抽调精干力量，组成甘肃省第四次

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

省普查办），内设六个工作组，明确工作职

责，合力推进普查高效开展。

仇健告诉记者，省普查办成员或为全

程参与“三普”的文物工作者，或为参加过

长城、石窟寺、革命文物等专项资源调查的

文博从业人员，这对拥有古遗址、古墓葬、

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等各类不可移动文

物以及丰富长城资源的甘肃省来讲，“既是

全面完成‘四普’工作的基本保障，也是保

障‘四普’质量的‘加分项’。”

全 省 各 地 普 查 办 也 优 先 吸 纳 参 加 过

“三普”和长城、石窟寺、革命文物等专项资

源调查的文博从业人员，组建市、县两级普

查工作队 89 支，队员 953 人，为完成实地调

查奠定了坚实基础。

为规范有序开展我省“四普”工作，加强

对各市州、县区普查工作的技术指导，我省

还吸纳敦煌研究院、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兰

州大学等文博单位、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

组成近百人的甘肃省“四普”专家库，参与、

指导文物普查的检查、评估、验收等工作。

或组织业务骨干参加国家片区培训，或

利用全国文博网络学院线上视频资源专题

学习，或邀请专家学者就田野调查中文化层

识别、遗迹年代判断、遗址边界判定、测量绘

图等进行实地培训，确保全省“四普”工作高

质高效推进。同时，省普查办举办全省普查

培训班，采取理论教学、现场实训与交流研

讨相结合的方式，对各级普查业务骨干、省

普查专家库专家代表进行集中培训；各地普

查办结合实际，灵活多样开展普查培训，累

计培训 1000 余人次，实现了理论学习和实

践操作的全覆盖、全教学。

省大数据局为普查系统管理平台建设

提供技术支持，省自然资源厅就“四普”工

作数据底图、信息采集、图件绘制、国土空

间规划“一张图”监督信息系统共享等事项

进行细化、实化……

细化保障

作为文物大省，我省不可移动文物资

源丰富多样，“四普”工作要做好，经费保障

是关键。

一方面，省财政厅、省普查办联合制定普

查经费保障方案，明确各地财政支出范围和

内容；一方面，通过全省通报、定点督导、实时

调度等方式，持续督促各市县落实普查经费。

“截至 7 月中旬，省、市、县三级普查办

累计落实普查经费 3078 万元。”仇健介绍

道，其中，省财政安排 2024年度省级普查经

费 600 万元；市州财政落实经费 614 万元，

县区财政落实经费 1864 万元，“实现了省、

市、县三级普查经费落实 100%全覆盖。”

甘肃省“四普”各地启动率、甘肃省“四

普”经费落实进度表、甘肃省第四次文物普

查“三普”数据现场复核进度表、甘肃省“四

普”新发现文物数量进度表……省普查办

走廊上，各类进度表分门别类，一目了然。

“每周一下班前更新数据。”省文物局

文物保护与考古处处长赵剑飞告诉记者，

为强化普查质量，省普查办建立了工作调

度机制和分片包抓制度，坚持每周调度，强

化责任传导。分片包抓组成员分赴各市

州，提供软件安装、普查培训、质量管理等

业务指导。同时，按照边普查边归集的原

则，督促各地全面梳理国保、省保、市保名

录和全套公布文件资料，安排部署县保名

录和资料完善工作；印发加强普查数据安

全管理工作通知和普查线索管理使用办

法，编发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

物登记表简介范本、文物目录及数据目录

范例，“这些做法在全国都属于较早的”。

目前，16895处“三普”基础数据、152处国

保数据、621处省保数据、5000余处市县保数

据、近4000条长城资源调查数据已全部置入

“四普”采集系统，为实地调查提供有力支撑。

“到 7 月 22 日，我省 87 个普查单元（嘉

峪关市、86 个县市区）已全部启动实地调查

工作，完成调查登记‘三普’不可移动文物

3274 处，新发现文物 145 处。”仇健告诉记

者，此前，省普查办选取嘉峪关市和天水市

武山县洛门镇作为省级试点，组织开展实地

调查，全面检验了标准规范与技术路径，在

队伍组建、经费投入、设备应用等方面先行先

试，形成了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做法，

“下一步，将全力推进实地调查工作，确保高

质量、高标准完成我省‘四普’工作任务。”

用 心 用 情 写 好“ 四 普 ”的 甘 肃 答 卷

（接 1版）

日升月落、斗转星移，几十

年过去，牧场还是那片牧场，眼

前的情景却大有不同——

从乡里出发，公路一直通

到闯江家门口。目之所及，一

间大蒙古包是客厅，一间小蒙

古包用来放东西，闯江夫妇和

两个儿子住在保温性能更好的

彩钢房内。

房子附近停了一辆小轿车，

一家人外出采购或是回县城居

住时使用。两辆摩托车用来平

时骑着赶羊放牧，隔一段时间去

照看一下走进雪山深处的牦牛

群。还有一辆小货车，转场时用

来拉运生产生活用具。

“路通了，有汽车了，以前转

场需要两三天，现在一天就到

了。”闯江说，现在也不用像以前

一样囤货，有啥需要就开车去乡

里的供销社买，来回就一个多小

时。家里还有太阳能电池板和

蓄电瓶，用电已不成问题。

闯江家的牧场海拔高，气

候寒冷，常会遇到恶劣天气或

野生动物袭击，造成牛羊损失，

以往情况严重时甚至会影响到

全家人的生计。

“现在再没有这方面的担忧

了，因为我们买了保险。”闯江所

说的保险，是肃北县为提升农业

产业应对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

能力而探索实施的符合当地特

点的农业保险，保险品种有马铃

薯、小麦、牦牛、羊、骆驼、马匹

等。以闯江家为例，参加了农业

保险后，家里养的牛、羊、马遇到

疾病、自然灾害、意外事故、野生

动物袭击等情况造成死亡时，都

可以得到相应的理赔。

起初，闯江和家人对农业

保险半信半疑。乡里和村里的

干部一遍遍入户宣传、解疑释

惑，大家也看到了其他参保牧

民家的牛羊发生意外死亡后很

快就得到了理赔，便积极参保。

除了农业保险，草原生态

保护补助奖励资金也是给牧民

的一颗“定心丸”。

为了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

草原资源，持续发挥草原生态

和生产双重功能，国家在主要

草原牧区省（区）及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实施草原补奖政策。目

前，肃北县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

励政策已经实施到第三轮，像闯

江家这样的纯牧户，每人每年有

3万多元的补助奖励资金。

补奖资金的托底支撑，既

保障了牧民购置饲草料的资金

来源，为稳定牛羊产业、接羔保

育等工作打好基础，同时也让

牧民对基本生产生活更加踏实

放心，部分牧民利用这笔资金

发展设施养殖、开办“牧家乐”

等，促进了生产方式转变，拓宽

了就业增收渠道。

补助奖励资金加上卖牛羊

的收入，让闯江家的收入比以

前翻了好几番。如今，一家人

在县城买了房子，大儿子继续

在这片草场放牧，住在县城的

小儿子闲时便来牧场帮忙。

放牧条件好了，生活有保

障了，孩子们也各自长大成人，

望着眼前“风吹草低见牛羊”的

美景，闯江感叹：“国家强大了，

好政策越来越多，我们的生活

也越过越幸福。”

闯 江 ：见 证 生 活 的 幸 福 嬗 变

近日，肃南县公安局采取警务前置方式，将工作深入到神鹿公园景区，为游客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李志鹏

本报民勤讯（新甘肃·甘肃

日报记者金奉乾）记者近日从

民勤县电子商务管理服务中心

获悉，今年以来，民勤县立足蜜

瓜、羊肉、人参果等多种地域特

色农产品资源优势，借助网络

资源，大力发展电子商务。上

半年，民勤县电子商务交易额

达2.86亿元、同比增长14.43%，

其 中 ，农 产 品 网 销 额 2.06 亿

元，同比增长 33.86%。

民勤县不断创新电商发展

模式，优化电商发展环境，加大

电商政策宣传力度，组织开展多

主题、多形式的电商直播培训，

引导重点电商企业、电商直播基

地利用重点节日，开展直播带货

活动，推动全县电商经济蓬勃发

展。目前，全县累计在抖音、快

手、拼多多、淘宝、视频号等第三

方电商平台开设店铺 1213 个，

培育天鲜配、沙鲜汇、归燕优选、

勤先生等 10户电商销售旗舰企

业，培育“民清源”“梭梭农庄”“谷

绿阳光”等网货品牌 38个，打造

蜜瓜、人参果等网红产品6个。

近年来，民勤县坚持把电子

商务作为培育新经济增长点、开

辟就业增收渠道、推动产业转型

升级的重要引擎，以创建全国电

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为契

机，按照“多站合一、资源共享”

的模式，依托智慧物流体系及统

仓共配中心建设运营项目，逐步

完善县镇村三级服务网点建设，

设立 5 个示范性镇级寄递物流

共配中心和 13个镇级规范化寄

递物流配送中心，改造提升电商

镇村服务站点 37 个，建成标准

化县级寄递物流共配中心，有效

实现投递揽收、打包发运、邮快

合作，不断提升农村寄递物流供

给能力和服务质量，快递服务建

制村覆盖率达到100%。

上半年民勤县电子商务交易额达2.86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