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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董文龙
通讯员 马 潇

今年 1 至 5 月，玉门市开工建设各类招商引资

项目 140 个，投资总额 272.83 亿元，引进到位资金

87.78 亿元，同比增长 23.71%；全市完成进出口总额

逾 1 亿元，同比增长 23.7%……

这一组亮眼的数据，折射出玉门不断优化营商

环境、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奋进足迹。

近年来，玉门市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一流

营商环境，把服务企业工作做精做细，让企业家暖

心放心舒心。

聚力招大引强，玉门市打出了一套“精准招、灵

活招、诚信招”的组合拳。

“以商招商、产业链招商、小分队招商等多种招商模

式齐头并进，同时瞄准产业链链主、链核、链源企业，紧

盯500强企业、国企央企、上市公司、行业头部企业人才

做好精准招商。”玉门经济开发区副主任杨永虎说。

凯盛大明签约落地，是玉门市以商招商、小分

队招商的生动实践。

据了解，玉门市招商小分队在某客商介绍下，参加新

能源行业峰会接触到凯盛大明，经过不懈努力，凯盛大明

被玉门市的资源优势和营商环境吸引，迅速落地玉门市。

2018年，甘肃凯盛大明光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

2022年 2月，公司聚光材料与深加工项目一期一线工

程建成运行；2024年1月，公司采用全球首条全氧燃烧

工艺生产光热超白浮法玻璃正式达标量产；2024年 6

月，公司聚光材料与深加工项目一期二线点火投产……

截至今年6月，甘肃凯盛大明累计投资20.4亿元，

解决就业260余人，2024年年底预计产值13亿元。

玉门市还创新厂房招商模式，根据企业需求建

成标准化厂房，实现了多家企业“拎包入住”。

风渡新材料有限公司就是厂房招商模式的受

益者。项目建设期间，玉门市全力做好要素保障，

实现了项目“当年建设、当年投产、当年入规”。

事实上，企业入驻了厂房，更看中了当地优质

的营商环境。

目前，玉门市已经形成“一区三园”的开发区格局，完

成了玉门工业园、老市区化工工业园、玉门东建材化工工

业园的整合提升；持续开展“五减一容缺”改革，累计五批

次取消各类证明事项209项，减少办事材料891项、办事

环节1390个，容缺审批580项，各类审批时限在法定时

限的基础上压减了94.03%；出台2024年优化营商环境

提质增效年行动方案，创优十大举措护航项目全流程建

设，公开12项事项实行政府购买服务……一项项机制、

一条条举措，延伸着玉门市优化营商环境、服务经营主体

的触角，不断拉近政策与群众、企业的距离。

“不断优化要素保障，企业的要求我们都会第

一时间落实。”杨永虎说。

玉门市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创新思维、标本

兼治，切实让企业和企业家在玉门放心投资、安心经

营，奋力开创营商环境建设和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玉门：让企业家放心投资 让企业安心经营

本报武威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金奉乾）今

年以来，武威市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持续落实

负面清单、简化审批流程，企业开办“一网通办”“跨

省通办”等改革事项落地见效。上半年，全市新注

册各类经营主体 10474 户，网上办理比例达 99.9%。

武威市聚焦“最多跑一次”改革，加大线上“一

网通办”推广力度，优化线下“一窗通办”集成服务，

实现企业开办“一套材料、一表申请、一窗受理、一

日办结”。聚焦开办成本，推出“企业开办大礼包”，

从资料打印、印章刻制到营业执照邮寄，全部实行

免费服务，实现企业开办“零成本”。立足企业办事

需求，按照“一事一标准，一事一规范”原则，全面革

新开办餐饮店“一件事”政务服务模式，打造一体化

服务体系，实现政务服务“多地”变“一窗”。通过商

事制度改革，开办餐饮店提交材料由原来的 19 份简

化为 8 份，办理时间从 53 个工作日压缩到 10 个工作

日之内，办理环节从 4 个压缩至 1 个。

紧 盯 群 众 对 政 务 服 务 个 性 化、多 样 化 的 新 需

求，武威市全力打造开放式、会客式“企业开办体验

区”，选派业务精、素质高、能力强的工作人员开展

全方位帮办服务，通过问题解答、政策解读、现场帮

办，有效解决网上登记注册等困难，让创业者体验

网上办、掌上办、自助办、线下办“四位一体”办理方

式的同时，享受优质高效服务。通过一系列便民利

企“微改革”，把响应时间缩得更短、问题症结找得

更准、解决速度提得更快，让营商环境优化成果看

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

武威：便民利企“微改革”促进营商环境大提升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田丽媛

顺畅平缓的水泥坡道、量身定制的矮化橱柜、防滑便

捷的卫生间扶手……近日，走进平凉市崆峒区四十里铺镇

嵋岘村二级肢体残疾人代某家中，无障碍改造后的厨房、

卫生间焕然一新。

“感谢区残联实施的改造项目，现在我一个人在家也很方

便，家人外出务工也放心。”代某 7年前因患脑梗导致肢体残

疾，区残联根据他家的实际情况，制定“一户一策”改造方案，

改造了水泥坡道、安装了卫生间扶手和厨房直线灶台。

这得益于我省今年实施的民生工程——困难重度残

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项目的实施为残疾人的生活提供了

便利，让他们的出行变得无“碍”。目前，平凉已全面完成

330 户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任务。

坚持“一户一策”提升残疾人生活质量

“有了这条硬化路，下雨天出门再也不怕滑倒了，感谢

政府的帮助。”来自崆峒区四十里铺镇嵋岘村的视力残疾

人水某激动地说。

15 年前，水某因青光眼导致视力一级残疾，主要依靠

低保金和重度残疾人补贴保障基本生活。他平时一人居

住，遇到下雨天，出门如厕极为不便。

崆峒区残联结合水某的实际情况，为他铺设了一条长

10.5 米、宽 1.5 米的硬化水泥路，从卧室房门通往大门口，

极大地方便了他的生活。

今年以来，平凉市纵深推进“结对帮扶·爱心平凉”工程建

设，精心部署实施困难重度残疾人省列为民办实事项目，坚持以

“无障碍”为核心，以“一户一策”为原则，兼顾个性化需求，落实资

金115.5万元实施无障碍改造，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注重“私人订制”细微处彰显关爱

“以前洗澡就烧点热水，用毛巾简单擦洗一下，到了冬

天非常不方便。”近日，泾川县残联到玉都镇官村村的脱某

家回访时，他难掩喜色，“现在有了淋浴器和浴凳，方便多

了，感谢党和政府的好政策！”

脱某是肢体一级残疾，属一类重残单人低保户。县残

联和乡镇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为他安装了淋浴器和扶

手，还配备了浴凳。

同样，居住在华亭市河西镇杨庄村的艾某，由于其患

有视网膜病变，导致双眼基本失明，生活起居由家人照料。

最让艾某头疼的就是上下台阶和日常用水问题。华亭市残联工作人员了

解情况后，为他安装扶手、智能饮水机、智能门铃等设施，有效改善了他的居家

环境，提高了生活质量。

在无障碍改造过程中，平凉市本着“改造修缮为主、购买用品为辅”的原则，

通过聘请第三方专业公司，因地制宜、因户施策、因需服务，为残疾人家庭实施

“私人订制”改造，较大限度满足残疾人日常生活需求。

同时，市县残联加强改造全过程监管，鼓励并引导信誉良好、无不良记录、

具备无障碍改造能力的施工企业承担施工设计改造工作，落实日常管理和质量

验收各环节措施。

促进社会融入 增强残疾人自我发展能力

通过对居住环境的无障碍改造，不仅改善了残疾人的出行条件，也为他们

自立自强、融入社会、实现个人价值提供了有力保障。

家住静宁县红寺镇红寺村业下组的马某是重度肢体残疾人，他常年坐在轮

椅上，无法独立生活。

身残志坚的他在家门口开了一间小卖部，由于行动不便，他只能长期居住

在小卖部。

得知马某的情况后，静宁县残联将小卖部橱柜和货架进行了改造，并配备

了闪光盲文语音智能电磁炉和换气扇。这些改造让马某的生活发生了很大改

变，让他更加自信地经营小卖部，家人也不用担心他的安全问题。

“我们要扎实推进‘结对帮扶·爱心平凉’工程建设，落实好残疾人各项保障

政策，持续深入推进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用爱托举起残疾人幸福

美好生活。”平凉市残联理事长陈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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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兰州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施秀萍）2024第十七届中国（兰州）艺术

品收藏博览会暨丝绸之路国际赏石文化

节近日在甘肃国际会展中心启幕。

节会以“文博丝路·盛世收藏”“天

成大美·万域心声”为主题，展览总面积

6000平方米，设艺术品综合展、专项展

和专项活动三个板块。其中，艺术品综

合展共展出观赏奇石、古玩字画、珠宝

玉器、陶瓷紫砂等八大类别精品。

专项展包括六项，分别为：八一献

礼赏石展，以约 300 平方米主题赏石，

展现人民军队建军、发展、壮大的光辉

历程。天下奇石精品展共展出来自全

国各地的精品赏石。嘉陵江奇石精品

展或人物鸟兽，或鱼虫山水，意在以长

江水系赏石对话黄河石，交流互鉴。

精品禅石展为众多藏家的禅石藏品提

供一个集中展示的平台，为禅石爱好

者提供一次集中观摩、品赏、收藏的机

会。甘肃非遗交流展囊括珐琅、根雕、

剪纸、染缬、洮砚、烙画等，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第二届“石上匠心·创美传

承”石艺作品展，展出作品包括雕刻、

绘画、粘接、石艺置景、石艺饰品等。

专项活动包括“金骆驼奖”征集评

奖、《嘉陵彩说》《黄河石颂》主题演讲、

石艺创作事业发展研讨会以及专家免

费鉴宝等活动。

节会围绕“艺术让生活更美好”，以

“产业弘文脉·平台惠万方”为目标，积

极推动黄河奇石事业发展、石艺创作事

业及产业发展和非遗产业化发展。节

会由中国（兰州）艺术品收藏博览会组

委会、中国（兰州）丝绸之路国际赏石文

化节组委会主办；兰州金骆驼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中国观赏石协会石艺创作专

业委员会、兰州黄河奇石协会承办。

第十七届中国（兰州）艺术品收藏博览会启幕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谢晓玲

盛夏时节的永昌县，高原夏菜进入收获期，田野上

呈现出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在永昌县焦家庄镇蔬菜种植基地，菜农们正忙着将成

熟的蔬菜采摘后打包装车，空气中弥漫着新鲜蔬菜的清香。

永昌县气候寒凉，土壤中有机质含量高，所产蔬菜

品质优良，深受广大消费者青睐，也吸引不少种植大户

承包土地。永昌县因势利导，通过经营权流转提升土

地规模化经营水平，不断引进新品种、推广新技术，扩

大种植规模，壮大高原夏菜产业，推动农业向现代化、

标准化、规模化方向发展，促进农民增收。

“高原夏菜种植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从最初的育

苗移栽，到中后期管理和采摘，都需要大量劳动力，给

群众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焦家庄镇南沿沟村党支部

书记王国明说。

这几天，南沿沟村村民杨庆和亲戚朋友们一起在

田间务工，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一天可以挣 150 到

180 元，挣钱顾家两不误。”

在永昌县东寨镇天绿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冷库

基地里，西兰花鲜绿翠嫩，花球饱满紧实。经过摘叶、

削根、分拣、冷却后，这些蔬菜将通过冷链物流直达广

州、杭州、港澳等地。

“永昌东西海拔落差大，蔬菜收获期长，错峰上市优势

明显。我们突出区域种植优势，通过政府引导、企业带动、

市场拉动、科技支撑等措施，走‘连片建设、规模经营、技术

引领、特色发展’的路子，通过推广‘小拱棚春提早、海拔梯

度错茬、品种压茬、育苗补茬’等模式，拉长了蔬菜生产供

应档期。从东到西100余公里高原夏菜种植带，可生产西

兰花等近百个品种的蔬菜。”永昌县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

心主任丁文庆介绍，“我们严把蔬菜品质，坚持标准化生

产，制定修订了胡萝卜、洋葱、青笋等 36个地方标准化生

产技术规程，出产的绿色高原夏菜在南方市场很受欢迎。”

为进一步做强蔬菜产业，永昌县加快构建现代营

销流通体系，采取联建、合建等方式发展蔬菜冷链物

流，建成蔬菜恒温库 50 处、库容达 114 万立方米，年蔬

菜加工储运能力达到 75 万吨以上，并采取“农超对接”

“农企对接”“基地市场对接”等方式，建成蔬菜销售市

场近 30 个、省外营销档口 50 多个。

同时，永昌县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引进50多

家蔬菜经销龙头企业，构建“村党支部+龙头企业+合作社+

农户”“龙头企业+村集体股份合作社+农户”等发展模式，形

成政府搭平台、市场牵企业、企业带基地、基地连农户的蔬

菜产业链条，加快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通过土地流转、吸

纳务工、入股分红、合股联营等形式，带动群众持续增收。

永昌 高 原 夏 菜 助 农 增 收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杨唯伟
通讯员 马丽丽

时下，走进通渭县马营镇大岘村，绿树掩映下的水

泥路干净如洗，房前屋后鸟语花香。

从以前垃圾堆积，到如今干净整洁，受益于“垃圾

革命”，这个依山就势、错落有致的村庄焕发着新气象。

今年以来，马营镇通过庭院会、田坎会等方式，组

织干部群众参与“周一周四集中清扫日”活动，并把垃

圾全部统一收集拉运处理。

“通渭县积极探索‘党员引领+网格员示范’模式，

从清理陈年垃圾、重点污染源入手，着力治脏、治乱、治

污。”通渭县住建局局长王常清介绍。

这是定西市开展“垃圾革命”，改善城乡面貌的一

个缩影。

今年初，为全面彻底收集处理垃圾，提高垃圾回收

利用率，为群众营造干净优美的生活环境，定西市在全

市范围内开展以全面清理城区散落零散垃圾、全面起

底清理城乡接合部垃圾、全面规范清理镇区垃圾、全面

清理农村生活垃圾、全面清理道路沿线垃圾、全面清理

机关企事业单位垃圾为主要内容的“垃圾革命”。

“以前，洗车商铺把沿线环境搞得乱糟糟，垃圾等

各种杂物乱堆，我们清扫任务很重。最近通过现场协

商议事，达成了一致意见。”临洮县中铺镇大石头村公

益性岗位人员梁玉兰说。

“垃圾革命”开展过程中，中铺镇利用“谁来协商、

在哪协商、协商什么、怎么协商、协商成果如何转化”的

协商议事体系推进各项工作。在充分协商后，大石头

村结合乡村建设示范行动示范村建设项目，利用项目

资金、店铺自筹资金及企业捐赠资金，实施了洗车店铺

场地改造工程，彻底解决了沿线环境脏乱差的问题。

为推进“垃圾革命”见实效，定西市明确了“五有”标

准，即有完善的监管制度、有稳定的保洁队伍、有完备的

设施设备、有长期的资金保障、有严格的考评体系标准。

聚焦这一标准，全市不断细化网格化管理，收集转运设

施不断完善，农村保洁队伍基本建立，配置垃圾收容器6.4

万个，组建农村环卫队118支，配备农村保洁员2.6万人。

定西市把全员参与、长效机制作为“垃圾革命”的

重要内容，建立健全“群众要分类投放、村庄要全面收

集、乡镇要及时转运、县区要无害化处理”的垃圾收集

转运处置体系，向广大群众宣传垃圾分类投放知识，开

展宣传讲座 50 余次、发放宣传单 1300 余份。

“垃圾革命”开展以来，位于陇西县权家湾镇的定

西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更加忙碌了，进厂垃圾量比

原来翻倍增加。

“垃圾焚烧发电厂主要吸纳安定区、通渭县、渭源县、

漳县的生活垃圾，实现了生活垃圾处理无害化、资源化利

用。目前，已收到生活垃圾15.6万吨，累计发电4063.4万

度，节约标准煤约2.2万吨。”发电厂董事长段新瑜说。

据了解，定西市已起底整治城乡各类垃圾7万余吨。

定西市住建局局长陈新民表示，将积极落实督查

调度机制、建立健全转办机制，统筹协调全市把“垃圾

革命”做实做细，让定西市城乡环境面貌不断改善，为

群众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环境。

定西 推动“垃圾革命”改善城乡面貌

近日，通渭县墨香书画小镇翰墨文化中心项目建设正在加紧推进。该项目是甘肃丝绸之路经济带文化传承与创新子项目，总投资 1.3亿元，目前主体建设已完成。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张子斌

近日，兰州公安交警在兰海高速联防联控交管站实行 24 小时勤务模式，联

合交通运输执法部门开展“平安之夏”攻坚行动，确保夏季道路交通安全。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张军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