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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泽龙

今年，临夏州认真贯彻落实全省招商

引资暨优化营商环境大会精神，牢固树立

“以招商引资论英雄、以项目建设论成败”

的鲜明导向，积极凝聚招商合力，创新提

出“12345”工作思路，立体多面抓招商、引

强企，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上半年，全州实施省外项目 119 个，到位

资金 105.25 亿元，增量 60.53 亿元，增速

135.37%。

突出全员招商，凝聚招商合力，构建

“大招商”格局。以构建“一核三带”区域

发展格局为契机，立足自身优势，把牢功

能定位，聚焦现代化建设中心任务，深入

分析研判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趋势和

临夏特色产业发展优势，临夏州召开了招

商引资暨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制定出台了

《2024 年临夏州招商引资工作方案》《临

夏州加强招商引资工作 12 条》《临夏州招

商引资考核办法》等工作办法，对各项指

标任务和责任分工进行了细化明确，实行

月统计、季考核、年度总评，定期亮成绩、

晒排名，确保各项工作落实落细。加强产

业政策和市场导向预测研究，深入分析

临 夏 比 较 优 势 ，精 心 制 定“ 三 清 单 三 图

谱 ”，推 出 招 商 引 资 项 目 238 个 、总 投 资

745.49 亿元。今年聘任 21 名招商大使，

开展“以商招商”，积极发挥州政府驻外

办事处、招商引资合作基地、群团协会、

招商引资专员和招商大使的作用，多方

开展宣传推介、对接洽谈，为全州招商工

作牵线搭桥。借助与济南市的东西部协

作关系、与厦门市的友好合作关系，搭建

招商平台，促成产业合作。今年上半年，

临夏州签约东西部协作项目 22 个，签约

额达 14.96 亿元。

突出优势产业，靶向发力推动，掀起

“招大商”热潮。靶向发力抓招商，围绕县

域经济发展类型，紧盯“建链、补链、延链、

强链”目标，特别是重点突出牛羊全产业、

文化旅游、商贸物流、特色美食等产业链，

立足省委、省政府提出的“打造面向中西

亚、中南亚、中东欧食品和民族特需用品

生产供应基地”功能定位，多方牵线搭桥，

协调相关县市和部门对接产业链链主企

业和链条企业，推动全州特色优势产业从

点到链、由链及群发展。通过引进国内食

品行业上市公司、预制菜领域链主企业山

东省惠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与州农牧投

资集团共同成立了一家集“预制菜加工+

智慧央厨+产业互联网平台”于一体的食

品供应链科技企业，实现“河州味道”民族

特色食品和预制菜产业向规模化发展的

转变。牛羊全产业链通过招商引资，在不

断推动粮草兼顾、农牧结合、循环发展的

基础上，精深加工、衍生产品开发和冷链

物流等全链条产业不断创新发展，牛心瓣

膜、血红素、超氧化物歧化酶（SOD）等一

批投资潜力大、技术含量高、发展前景好

的项目落地建设，逐步形成了新产业与新

环境良性互动，大中小企业和谐共生、共

同发展的产业生态系统。同时，充分发挥

引进龙头企业的示范引领作用，鼓励和引

导企业增加投资、扩大规模、拓展领域，围

绕上下游产业和关联产业与州县市协同

开展招商，促进特色产业链式开发。

突出落地达产，优化营商环境，打造

“招好商”洼地。建立招商引资工作调度

机制，及时研究解决困难问题，督促招商

引资任务落实。对招商引资项目实行“三

个清单”管理，逐项分析研判，及时督促指

导，跟进有效措施，加快建设进度。对重

点实施项目，深入县市和项目建设一线，

实时掌握进展动态，督促加快进度。树立

法治、诚信、效率、服务意识，全力兑现承

诺事项，用真情实意的投入、全面周到的

服务吸引更多企业落户临夏。坚持“意向

项目抓签约、签约项目抓落地、落地项目

抓开工”。对重大招商引资项目和企业，

成立由州政府分管领导牵头的“一对一”

工作专班，各方联动协调保障，业务部门

具体负责，推动项目落地。对签约项目跟

进落实帮办代办制。今年共为 122 个项

目（企业）帮办代办手续 305 件。

风劲帆悬正可期，招商引资启新程。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临夏州正以更加开

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创新的

思维，全力推进招商引资工作向纵深发

展，牢固树立“招商就是发展，引资就是建

设”的理念，聚焦打造“五个地”的功能定

位，努力引进更多成长性好、竞争性强、技

术优势明显的龙头型、基地型企业和项

目，确保实现招商成果大显现，推动全州

高质量发展破局突围、行稳致远。

临夏州：风劲帆悬正可期 招商引资启新程

注销公告
甘 肃 省 国 际 友 好 联 络 会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16200005

21037116E，拟 向 登 记 管 理 机

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债务

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会申请债权债务。电话：

0931—8988218，地 址 ：兰 州 市

城关区金昌南路 361 号数码大

厦 12 层。

甘肃省国际友好联络会

2024年 8月 23日

遗失 甘肃省有色金属地

质勘查局兰州矿产勘查院工会委

员会81620100MC0455295T号

工会法人资格证书，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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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三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常态

化扫黑除恶斗争及我省主动创稳行动，治

安秩序明显好转，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局面

更加巩固，但群众反映强烈的一些突出

问 题 依 然 存 在 ，一 些 乱 点 乱 象 仍 未 根

除。为认真贯彻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各

项决策部署，积极回应群众关切，现公开

发布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举报公告。

一、征集范围

1. 在 工 程 建 设 、交 通 运 输 、市 场 流

通、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文化旅游等行

业领域，欺行霸市，非法经营，强买强卖，

敲诈勒索等破坏正常经营秩序的“市霸”

“行霸”等黑恶势力；

2. 插手民间纠纷以及在征地、租地、

拆迁、工程项目建设等过程中煽动闹事

的黑恶势力；

3. 干扰农村基层换届选举、垄断农

村经济资源、侵吞农村集体财产、破坏

农村治安秩序的“村霸”“乡霸”等黑恶

势力；

4. 在城中村、城乡接合部、流动人口

聚集地拉帮结派、寻衅滋事、打架斗殴、

强拿硬要、称王称霸等破坏一方治安秩

序的黑恶势力；

5. 以“ 套 路 贷 ”“ 校 园 贷 ”“ 裸 贷 ”等

方 式 非 法 高 利 放 贷 、暴 力 讨 债 的 黑 恶

势力；

6. 拉拢利用、操纵控制、组织未成年

人进行有偿陪侍、寻衅滋事、故意伤害、

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活动或违反治安管

理活动的黑恶势力；

7. 采用滋扰、纠缠、哄闹、聚众造势

等“软暴力”手段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

利，影响正常生活、工作、生产、经营秩序

的黑恶势力；

8. 暴力传销、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强

行拉人入伙、劫掠敲诈钱财、操纵经营

“黄赌毒”或枪爆类等严重破坏社会治安

秩序的黑恶势力；

9. 利用信息网络实施恶意索赔、敲

诈、诈骗以及网络贩枪贩毒、网络色情、

制作传播有害信息、制售传播淫秽物品

等黑恶势力；

10. 国家工作人员涉黑恶势力“腐伞

渎”问题；

11.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活动。

二、举报方式和受理时间

举报电话：0931-8922864（工作日

8:30-12:00、14:30-18:00）；

举报邮箱：gssdhce@163.com；

举报信箱：甘肃省兰州市 A229信箱；

甘肃省委政法委陇原剑微信公众

号：“甘肃省扫黑办智能化举报平台”。

三、举报要求及奖励、保护措施

举 报 线 索 应 包 含 被 举 报 人 的 姓 名

（绰 号）、主 要 违 法 犯 罪 事 实 等 基 本 情

况。举报要实事求是，不得虚构事实诬

陷他人。经查证举报属实的，对实名举

报人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奖励。对举报人

信息严格保密，凡泄露信息造成打击报

复举报人的，依法依纪从严处理。

甘肃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4 年 7 月

关于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的公告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金奉乾

初秋时节，走进天祝县金强川万亩高

原夏菜种植基地，纵横交错的田地、河流、

村庄、群山交相辉映，宛如色彩丰富的“调

色板”。在平整连片的菜地里，红笋、青笋、

荷兰豆、长寿豆等高原蔬菜长势喜人。

在抓喜秀龙镇炭窑沟村岔西滩组的田

间地头，一排排整齐的“绿篱笆”映入眼帘，

豆蔓上挂满了一串串鲜嫩翠绿的豆荚，村民

在成行的豆蔓间穿梭采摘。

“这两天地头上的收购价格很好，一斤

长寿豆能卖 4 元左右，大家再加把力，争取

今天把这 2 亩豆子摘完。”炭窑沟村岔西滩

组村民王浩云边摘豆荚边给大家鼓劲。

最近几天，村里的长寿豆进入采收期。

今年种的长寿豆，脆嫩饱满，品相好，刚刚上

市，价格就高于往年。村民们满心欢喜，抢

抓晴好天气采摘长寿豆。

“过去，我们村一直种植青稞、油菜籽

等 传 统 作 物 ，种 植 时 间 长 ，收 益 却 很 低 。

前 些 年 ，县 政 府 大 力 倡 导 发 展 高 原 夏 菜

产 业 ，我 们 就 摸 索 着 种 红 笋 和 长 寿 豆 。

没想到，种植高原夏菜的收入可观，大家一

下子有了信心。”王浩云说，尝到了增收致

富的甜头后，今年他扩大了种植规模，种植

红 笋 13 亩 ，种 植 长 寿 豆 2 亩 ，预 计 收 入 近

10 万元。

今年，作为天祝县高原夏菜主产地之

一，抓喜秀龙镇积极引导扶持群众种植高原

夏菜 7900 多亩。政府引导农户在红笋种植

过程中错峰种植、错峰上市，抓住早中晚三

季红笋播种时间前后相差一个月的时机，使

红笋上市销售时间由原来的 7 月份拉长至 9

月份，大大降低了蔬菜集中上市导致价格下

滑的风险，有效保障了群众收入。

繁忙采摘的同时，地头上的交易也在火

热进行中。

在天祝县打柴沟镇安门村高原夏菜地

头上，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菜农雷德民送来

的长寿豆因品相好，价格从每斤 3.5 元涨到

了 3.7 元。

双方谈拢价格后，卸货、装筐、搬运、过

秤等操作迅即进行，经过称重，雷德民的长

寿豆总重 511 斤，一共收入 1890.7 元。

“如今，畅通的销售渠道、科学先进的

种植新技术，为我们农民增添了增收致富

的动力。”雷德民说，今年种了 6 亩长寿豆

和 14 亩红笋，全部采用膜下滴灌、水肥一

体化等新技术，用水量降了一半，产量却翻

了一番，过去红笋亩产 2500 公斤，而今能

收 5000 公斤。

今年，天祝县按照“水地节水、旱地保

水”的思路，集成创新、示范推广节水增效

技术，全县推广农业节水 10 万亩，其中，垄

膜 沟 灌 3 万 亩 、膜 下 滴 灌 及 水 肥 一 体 化

6.25 万 亩 、微 喷 灌 等 节 水 技 术 0.75 万 亩 。

同时，大力普及尾菜秸秆机械裹包青贮技

术，确保全县尾菜流通环节处理利用率达

到 80%以上。

“目前全县高原夏菜种植规模达到 17.2

万亩，其中在安远、炭山岭等乡镇种植旱作

高原夏菜 2.4 万亩，预计总产量 42 万吨、产

值 11.26 亿元。”天祝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孙艳霞说。

天祝县海拔高、光照时间长、气候凉爽，

是高原夏菜的理想产区。近年来，该县通过

项目带动、资金扶持、技术服务、扶持龙头企

业、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扩大订单规模

等措施，着力引导农民种植高原夏菜，逐步

形成了以金强河流域的打柴沟、华藏寺、石

门、抓喜秀龙等乡镇为主的高原夏菜产业

带。培育蔬菜收储运销企业 11 家、合作社

（家庭农场）244 家，建成 1 亿株集约化育苗

中心 1 座，蔬菜保鲜库 21 个，储藏能力达到

6 万吨，年蔬菜吞吐量达 300 万吨。

如今，高原夏菜产业已成为天祝县主要

特 色 优 势 产 业 之 一 ，丰 富 了 群 众 的“ 菜 篮

子”，鼓起了群众的“钱袋子”，为乡村振兴注

入强劲动能。

—天祝县高原夏菜种植基地采收一线见闻

高 原 夏 菜 铺 就 富 民 路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王占东

“看！那里的风机是彩色的。”

“万千风机一抹红，太夺目了！”

金秋八月，在甘肃瓜州县城东北 30 公里连霍

高速旁的一个风电场上，一台耸立的彩绘风机，让

人眼前一亮。

“风机塔筒居然是彩绘的？”

“是的。这是我们项目的第一台彩绘风机，

也是瓜州首台彩绘风机，一经立起，就特别受关

注。”该风电场负责人、运达能源科技集团甘肃公

司副总经理陈亮介绍，这里是运达能源科技集团

建设的瓜州 8 万千瓦新风机试验场项目，按规划

设计，风电场 10 台风机都是彩绘风机，10 月底建

成后，将成为瓜州新的网红打卡景观。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 100 多米高的洁白塔筒

上，4 条鲜红色和中间 1 条浅红色的线条自塔筒

底部笔直而上，行至中部突然变宽，并以略显蜿

蜒的飘逸美向高而攀，快行至机组区域时，融入

绿色菱形花纹中，红色与绿色交融在洁白的塔筒

上，绿色、热情、灵动、奔放的生命之美跃然眼前。

陈亮介绍，为响应酒泉市“生态立市”战略和

国家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创建，公司推出彩

绘风机，塔筒外观结合当地文化进行艺术设计，成

为当地工业游的一大亮点。

据统计，截至今年 6 月底，瓜州县风电并网装

机容量达到 1172 万千瓦，占全省风电装机容量

“半壁江山”。华能、华电、大唐等 34 户风电头部

企业布局瓜州，建设风电场 58 座。

瓜 州 县 能 源 局 党 组 成 员 、瓜 州 县 能 源 事 务

中心副主任武宏伟介绍，早在去年，瓜州县能源

局 就 依 托 新 能 源 优 势 谋 划 建 设 新 能 源 博 览 通

道，制定出新建风电场塔筒彩绘方案，其设计意

向 为 体 旅 方 向 ，文 化 载 体 是 有 瓜 州 特 色 的 徒 步

文化，图案以跑道与花卉相结合，象征胜利。

近年来，瓜州县发挥资源优势，放大产业联动效应，探索文旅体融

合发展路径，以玄奘之路戈壁挑战赛等一系列赛事，传承创新徒步文

化。如今，彩绘风机将瓜州新时代新能源优势与瓜州特色文化有机结

合，展现出对“风光无限”的新表达。

记者从瓜州县能源局获悉，瓜州县将在新风电场建设中选择适宜

展示的路段推出多个彩绘风机群，并串珠成链，打造新能源旅游长廊，

丰富工业游内涵，展现“风光无限”新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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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兰州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王占东）近日，甘肃物流

集团国际供应链公司从秘鲁采购的 600 余吨银精矿原矿粉运抵

金川集团，标志着甘肃物流集团与金川集团在原材料采购、物流

运输等业务上的合作实现新突破。

据了解，该批货物由甘肃物流集团国际供应链公司从秘鲁采

购，经卡亚俄港海运至连云港后由汽车运输至金川集团铜贵原料

分厂。这是金川集团铜贵原料分厂首次采购银精矿原矿粉。

银精矿原矿粉是有色金属工业中用于提炼高纯度银及其他

金属的关键原料，这些高纯度的银广泛应用于电力、电子、化工、

医药等多个行业。在电力行业中，银因其优良的导电性能而被

用于制作导电材料；在电子行业中，银则被广泛用于制作电子元

件和触点等。

甘肃物流集团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发挥自身在物流枢纽、通

道、国际班列等方面的平台优势，持续做好供应链上下游服务保

障，持续扩大金银铜原矿粉的供应体量，与金川集团共同开拓市

场，在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上深度融合，推动双方在更大范

围、更宽领域实现优势互补、共赢发展。

甘肃物流集团完成金川集团首批银精矿原矿粉进口业务

本报金昌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谢晓玲）

今年，金昌市以无废城市、国家生态文明建

设示范市创建为契机，突出绿色引领和生态

优先，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取

得显著成效。1 月至 7 月，全市空气优良天

数比例 76.5%，同比提高 2 个百分点，二氧化

硫 浓 度 均 值 18 微 克/立 方 米 ，同 比 下 降

21.7%。全市地表水、地下水水质优良比例

均达 100%。

紧盯重点工业企业、重点时段、重点区

域，金昌市深入推进工业污染源综合治理、

扬 尘 污 染 综 合 管 控 等 行 动 ，持 续 深 入 打 好

污 染 防 治 攻 坚 战 ，完 成 了 金 川 集 团 镍 冶 炼

厂 镍 熔 铸 系 统 综 合 技 术 改 造 ，提 升 了 制 酸

系 统 对 熔 炼 合 成 炉 系 统 的 烟 气 接 收 能 力 。

开 展 入 河 排 污 口 排 查 整 治 工 作 ，推 进 河 湖

“清四乱”行动，全市排查整治“四乱”问题

22 个 ，累 计 清 理 河 道 生 活 、建 筑 垃 圾 50.8

吨 ，清 理 水 库 及 河 流 水 面 漂 浮 物 62 吨 ，河

湖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完成金川河白

家嘴、龙景段、闫甸沙沟、西坡城防工程等

疏 浚 工 程 ，启 动 实 施 亮 峰 沙 沟 山 洪 沟 道 治

理项目，有效改善了周边区域水生态环境，

防洪体系进一步完善。实施金昌经济技术

开 发 区 污 水 处 理 厂 污 水 提 标 改 造 工 程 ，推

进 污 水 处 理 厂 尾 水 人 工 湿 地 水 质 提 升 工

程 ，实 现 尾 水 水 质 由 一 级 A 向 地 表 水Ⅳ类

的 转 化 。 梯 次 推 进 农 村 生 活 污 水 治 理 ，全

市 64 个行政村建成污水处理站 37 座，设施

正常运行率 94%。

金 昌 市 持 续 推 进 废 旧 农 膜 回 收 利 用 、

尾 菜处理利用、土壤污染源头管控重大工

程项目，强化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提

升 固 体 废 物 源 头 减 量 化 、资 源 化 利 用 和 无 害 化 处 置 能

力。截至目前，废旧农膜回收量 1901.3 吨，全市尾菜处理

利用率 88.65%。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 100%，畜禽粪

污综合利用率达 8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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