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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谢晓玲
通讯员 于 渊 武玲奕

初秋，在永昌县河西堡工业园区的金川铜冶炼

工艺技术提升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进行设备安装

与调试工作。随着金川铜冶炼工艺技术提升项目熔

炼系统顶吹吹炼炉本体安装及砌筑圆满完成，熔炼

系统建设施工进入冲刺阶段。

“目前，项目已完成主体施工量的 90%。我们 8

月开始联动试车，9 月进行点火烘炉。”金川集团铜

贵有限公司河西堡工业园区项目组熔炼系统项目组

副组长卢英杰说。

作为“十四五”甘肃省列重大建设项目，金川铜

冶炼工艺技术提升项目总投资 55.2 亿元，设计处理

混合铜精矿 153 万吨，年产铜阳极板 35.78 万吨，采

用“三联炉”工艺。同时，使用铜精矿智能配矿等装

备，将智能装备与有色冶炼生产结合，引领铜冶炼行

业转型升级。

卢英杰表示，项目建成后，可实现全要素数据可

视化、自动化、智能化，打造绿色、安全、高效的冶炼

工厂。同时，为园区创造了完备的铜加工产业链、化

工产业链和贵金属产业链。

作为金川铜冶炼工艺技术提升项目的配套项

目，金川集团公司 40 万吨/年智能铜电解项目一期

工程于 6 月 26 日实现了通电试车，标志着河西堡工

业园区形成了铜产业联动格局。

金川集团铜贵有限公司河西堡工业园区项目组

副组长、电解系统项目组组长任智顺说：“项目总投

资 21.2 亿元，分两期建设，每期产能 20 万吨/年阴极

铜。目前，二期工程已完成厂房主体框架的施工，计

划于 2024 年年底建成投产。”

据了解，该项目是永昌县与金川集团公司深入

贯彻落实“四强”行动部署要求的具体实践。

项目基于工业以太网，对电解吊车、机组和净化

系统设备等进行智能通讯，实现阳极板、阴极铜产品

智能转运，电解槽面在线自动检测，出装槽设备的无

人驾驶和智能调度等“一张图”式智慧管理。

“ 项 目 建 成 后 ，将 与 火 法 冶 炼 系 统 配 套 ，实

现 河 西 堡 工 业 园 区‘ 铜 精 矿 — 阳 极 铜 — 阴 极 铜 ’

产 业 联 动 ，为 后 续 园 区 实 现 铜 产 业 及 化 工 产 业

加 工 基 地 奠 定 基 础 ，提 升 产 业 园 区 的 市 场 竞 争

力 。”任 智 顺 说 。

金昌 重点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徐俊勇

顺着轨道上的滑轮，装载于辐照装置内的药品

滑至工作人员面前；经过精心检查，在确定药品经辐

照无任何异常状况后，进入下一生产环节……近日，

在位于兰州新区的甘肃农垦普安康药业有限公司辐

照车间里，工作人员在流水线前详细记录着整个辐

照过程的相关数据。

甘肃农垦普安康药业于 2017 年 3 月投产运行，

是甘肃农垦一家现代化综合性食药企业，主要承担

着全国医药企业所需特药饮片的加工与供应任务。

“凭借‘国有’‘稀有’‘独有’的产业特性，公司按照统

一收购、统一生产、统一销售、统一品牌、统一质量的

‘五统一’原则，严格把控特药系列产品的调拨、仓

储、生产和销售等全过程，走出了一条‘原料产品独

一份、技术科研高精尖、安全管理严细实’的品牌发

展之路，成为甘肃农垦集团特药板块上的坚强柱

石。”普安康药业总经理王海军介绍，从 2017 年至

2023 年，普安康药业营收规模涨幅达 27.01%，利润

涨幅超 70%。今年上半年，公司重点经济指标均创

历史新高。

科研创新是企业核心竞争力。普安康药业加快

推进生物医药及特药产业基础创新和核心技术攻

关，布局开拓新领域新赛道的引领性技术，加快形成

新质生产力。目前，普安康药业获得专利 9 项，立项

农垦集团一、二类研发项目各 1 个，2024 年初被省

工信委认定为创新型中小企业。

在 兰 州 新 区 ，与 普 安 康 药 业 相 邻 的 甘 肃 农 垦

药物碱厂有限公司，同样担负着国家特药的加工

生产和供应。

“为满足产业发展需求，药物碱厂于 2020 年 8

月在兰州新区实施迁建升级改造项目，各项建设任

务和相关验收工作基本完成，新项目的建设将充分

提升特药保障供应能力，进一步带动甘肃特药产业

链的延伸，从而推动药物碱厂实现由单纯的原料、原

料药企业向综合性制药企业的转型升级。”甘肃农垦

药物碱厂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杰说。

在药物碱厂实验室，科研人员对药品进行抽样

检测。刘杰介绍，药物碱厂不断加大产品研发力度，

有序实现产业升级，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现阶段重

点开展“1+3+5”项目，不断提升产业自主性，2023年

企业被认定为甘肃省科技创新型企业、甘肃省一流

“专精特新”示范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等，获得

授权发明专利 8 项、实用新型专利 8 项，资产规模由

成立之初的 4000万元增长到现在的 8.7亿多元。

目前，甘肃农垦集团已形成特药种植、研发、

加工、调拨销售的全产业链。集团将发挥科技创

新对资源优势、产业优势的催化作用，实施技术改

造、体系创新、仓储升级项目，加快原料药和制剂

产品的研发进程，着力打造大健康医药行业独具

特色的引领企业。

甘肃农垦 着力打造大健康医药行业引领企业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彭 雯 通讯员 滕 飞

“社区警校这种授课方式，方便我们学安全知识、学法律、学

技能。”日前，白银市白银区首家社区警校在公园路东星园社区挂

牌开课，刚上完课的社区居民张丽芬夸赞道。

今年以来，白银市公安局白银公安分局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

经验”，持续深化主动警务、预防警务建设，联合社区共同创设社区警

校，充分发挥警社融合、警校共治、警民宣教作用，打造集安全教育、

法律宣讲、技能培训和互动体验为一体的新型安防阵地，全力推动主

动创安、主动创稳落地见效，基层治理能力水平不断提升。

白银公安分局为社区警校组建了以派出所社区民警、律师、社区

干部、辖区党员等多方力量为主体的讲师团队，有计划地开展安全防

范宣传、应急联动培训、平安创建技能、信息收集研判、定期协作会商

等活动。各派出所通过日常工作排查预警，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后，由社区民警牵头，引入社会专业力量，利用社区警校对辖区居民

群众开展定向培训，切实把预防做到打击前、打击做到矛盾升级前。

“社区警校发动‘双报到’党员、治安积极分子以及各方社会力量

就地加入，协同开展巡逻防范、邻里守望、帮扶教育、矛盾纠纷排查化解

等工作，把公安力量与社区自治力量有机融合，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

会治理新格局。”白银公安分局治安管理大队教导员李兆勇说。

在东星园社区警校的课堂上，公园路派出所民警为居民群众

讲解了防溺水、溺水急救知识等，现场反响良好。

“我们联合社区规划设置了实用、实效的专题课程，常态化开

展保安员安全培训、行业场所从业人员实名制登记业务培训、反

诈宣传、消防培训等，帮助大家掌握行业相关安全知识技能，提高

群防群治水平。”公园路派出所所长王磊说。

结合辖区治安形势和特点，白银公安分局各派出所依托社区

网格化治理，分类安排公安教官、业务专家等师资力量，有针对性

地开展专项培训，不断推进群防群治力量组织化、专业化、多元

化，提升社区警务团队业务素质和能力。

开展安防体验、播放防范宣传片、发放宣传手册、进行有奖问

答……白银公安分局还聚焦“一老一小”等重点群体，进行“点对

点、面对面”交流互动，开展多种形式的宣教活动，提升群众法律

意识和维护合法权益能力。

“依托社区警校，我们与社区深入推进‘警地融合’工作机制，

形成了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相促进的共联共建合力。”西区派

出所社区民警张智斌说。

白银公安分局各派出所持续拓展社区警务工作外延内涵，创新基层社会治

理，推动社区警务与网格业务深度融合。聘请群众基础好、基层经验丰富的基

层工作人员为“社区警校”授课讲师，参与到日常矛盾纠纷联调联处工作中，辖

区治安重点区域纠纷警情明显下降。

“我们还充分发挥保安、物业等群防群治力量作用，走访入户唠家常、搭建

微信群，与辖区群众密切沟通联系，提醒群众提升防范意识，实现‘大街小巷有

人转、社区门栋有人看、现行违法有人管’。”李兆勇说。

今年 7月以来，白银公安分局各派出所所辖社区已成立 57家“社区警校”，开展

各类培训60余次，化解基层各类矛盾纠纷55件，参训服务群众达30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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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杨唯伟 通讯员 赵晓花

初秋时节，临洮县 18.2 万亩早熟

马铃薯迎来收获季。走进临洮县龙

门镇千亩早熟马铃薯种植基地，伴随

着收获机的隆隆声，饱满匀称的马铃

薯破土而出。

“ 我 今 年 种 了 3 亩 ，亩 产 六 七 千

斤，按照目前行情，能收入 2 万元左

右。”龙门镇东三十里铺村群众姚文

荣一边拣马铃薯一边说。

龙门镇党委书记刘瑾介绍，龙门

镇今年积极实施早熟马铃薯基地配

套设施建设项目，大力推广水肥一体

化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在川区推广种

植早熟马铃薯 3000 亩。马铃薯收获

后，群众还可以复种白菜、甘蓝、饲草

等经济作物，种植效益显著提高。

临洮县是定西马铃薯主产区之

一。近年来，当地把发展马铃薯产业

作为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促进农民增

收的重要举措，通过改进种植模式、

延 长 产 业 链 条 、拓 宽 销 售 渠 道 等 措

施，实现了马铃薯产业从传统种植向

现代化、规模化、产业化方向发展。

为解决马铃薯长期种植带来的良

种退化问题，临洮县全力构建“温室生

产原原种、基地扩繁原种、田间应用一

级种”的梯级种薯繁育推广体系，先后

建成千亩原种繁育基地 4个，千亩一级

种繁育基地 10个，1000平方米的马铃

薯脱毒苗组培中心 1 座、日光温室 5

座、种薯贮藏库 2万立方米。

“目前全县年生产脱毒原原种数

量 由 原 来 的 0.2 亿 粒 增 加 到 现 在 的

0.6 亿粒，不仅供给省内外，而且还出

口到西班牙等国家。”临洮县有关负

责人何小红说。

做大做强马铃薯产业，还要延伸

拉长产业链条、增加农产品附加值。

来到甘肃窑店淀粉有限公司加工车

间，工人们在各自岗位娴熟地加工不

同种类的宽粉。

说起自家宽粉，公司负责人司勤学

如数家珍：“公司从 2023年 9月成立至

今，共投资 300万元建成无尘粉条生产

车间、晾晒厂、储藏厂房和宽粉生产加

工包装生产线，产品涵盖各类干粉制

品。截至目前，累计销售马铃薯粉条产

品30多万斤，销售额180万余元。”

近年来，临洮县培育薯界淀粉、东

升淀粉、云鹏淀粉等企业 3 家，建成精

淀粉、变性淀粉、全粉等生产线 4条，年

生产淀粉 3万吨，加工生产宽粉、粉条、

粉丝等产品 7400 吨。通过聚春园企

业生产直条粉丝、酸辣粉等，年产值达

1000 万元，初步形成了上下游配套、

产业链完整的产业加工体系。

为进一步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

临洮县加快推进马铃薯品牌化，先后

认证马铃薯绿色食品 3 个，注册“临洮

马铃薯”商标，创建“临洮珍好”农产品

区域公用品牌体系。依托聚春园、富

麦农资等企业，开发马铃薯休闲食品、

膳食纤维、有机肥及饲料等产品 10 余

种，产品远销上海、湖北、浙江等地。

“目前，全县马铃薯种植面积稳

定在 60 万亩，我们要不断完善产业链

条，提高产业发展水平，争取到 2025

年马铃薯产业年综合产值突破 45 亿

元。”何小红说。

临洮 做大做强马铃薯产业

近日，农机手驾驶采收机在张掖市甘州区三闸镇红沙窝村番茄种植基地采收番茄。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杨永伟

时下，陇西县首阳镇水月坪村巴梨迎来了成熟季，果农们忙着采摘、分拣，

及时投放市场。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崔翔龙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王煜宇
通讯员 陈 佳

从滨河路的整洁有序、通顺流畅，到人字桥步行

街的商号荟萃、人流熙攘；从白云山森林公园晨间的

啾啾鸟鸣，到市政广场傍晚响起的音乐……时下的康

县县城，处处展示着城市的整洁之美，文明之美。

市容顽疾做“减法”，城市品质做“加法”。近年

来，康县全力推进城市更新与品质提升行动，以“绣

花”功夫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着力解决“脏乱

差”“违堵占”等市容问题，推动市容颜值改善，群众生

活幸福感不断提升。

更洁净 以最美市容迎接八方来客

每周五，是康县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大扫除的日子。

环卫工人、城管执法队员、门店业主和志愿者走

上街头，按照“六个一样”“四擦两清”要求，对城市的

“面子”和“里子”进行深度清洁。

“除了主干道，我们每周还会深入小区、背街小巷

等区域打扫卫生。”康县志愿者李婷说，“生活在这座

城市，我们既是城市的主人，也是管理者，能为它的美

丽整洁贡献一份力量，很光荣。”

城市清洁，除了志愿者的加入，更有环卫工人的坚守。

城区主次干道、人行道每日清扫，主干道 3 天一冲

洗，“城市家具”5 天一冲洗……这些量化到具体数字

的环卫标准，展现出当地城市保洁的精细化程度。

清洗路面、擦洗护栏、清扫人行道……在康县大

街小巷，总能看到环卫工人忙碌的身影。

“我们实行道路街巷全时段清扫、路面立面高频

次清洗、公共设施和绿化深度清洁，确保环境卫生无

死角，推动实现全覆盖、全过程、全天候精细化城市管

理。”康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局长史万龙告诉记者。

近年来，在城乡环境综合整治中，康县紧盯薄弱

环节，采取集中整治、分片整治和重点区域整治相结

合的办法，建立“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立体式、全方

位的保洁格局，将清扫保洁由“点”到“线”向“面”全面

展开，对核心区域、重点部位的路段，每天常态化实施

“两清扫三保洁”，开展洒水除尘，组织高压水车进行

人行道、垃圾桶、果皮箱等城市家具的冲洗，努力提高

城市道路清扫保洁水平。

更精致 以品质之美提升城市“气质”

领略康县的精致颜值，沿着燕子河在城区走走便

能一窥究竟。

街角，千姿百态的口袋公园是家门口的“诗与远

方”；路边，随处可见的休闲座椅让市民坐享稳稳的

幸 福 ；街 头 ，各 类 鲜 花 扮 靓 着 城 市 的 空 间 ；城 中 ，浓

缩着康县的历史和风情的人字桥商业步行街，步步

浪漫，处处风雅……这些都是细致经营之下呈现出

来的“康县品质”。

“在城市规划中，我们邀请专业团队设计康县国土开

发利用总体规划，把释放城市空间，改变城市色调，丰富

商业街区，整治城市乱象等多方面作为切入点，把小县城

的‘精致美’融入文旅康养大规划的同时，也融入市民的

幸福生活。”康县住建局局长高继富介绍。

康县始终坚持从细节处谋划创新，用工匠精神建

设城市，以“幸福诗意地栖居”为标准，按照“茶马古

道”上的节点城市和“公园城市”定位，把城区当景区、

把节点当景点来打造，优化城市空间和建筑布局，全

力推进城市品质提升行动，建成了口袋公园、商业步

行街等一批具有特色的标志性建筑，城市功能持续完

善，城市品位不断提升。

更宜居 于细微之处惠及民生

早晨 7 时，74 岁的田英英老人走出家门，看着焕然

一新的小区，漫步在绿意盎然的口袋公园……惬意的

一天由此开始。

“这几年，周围的环境让人赏心悦目，小区变得干净

整洁，还加装了路灯，大家出门特别舒心。”田英英说，之

前小区因年代久远，楼宇建筑外墙大多褪色、破损严重，

小区道路坑坑洼洼，各类电线杂乱无章影响美感。

如今，家门口的变化让她每天都能注视很久。

打造净善净美的城市，不仅要有颜值，更要有温度。

康县以补齐民生短板为导向，让每一件民生实事

都真正发挥效应。

——围绕“拆、补、建、治”进行绣花式打造，系统

推进棚户区、老旧小区和背街小巷补短板式改造，让

市民出行更安心；

——完善停车场、专业市场、水气管网以及行人

座椅、公厕、母婴室等强基础惠民生的配套设施，让市

民生活更舒心；

——建成了东街、中街、西街三个便民养老服务

中心建设项目，不断满足了辖区老人就餐、娱乐、保

健、康复等多样化需求，让老年人“养老”变“享老”；

……

道路干净通畅，市容亮丽整洁、城市设施完善……如

今的康县已成为地净巷洁、水清路畅的“高颜值”小城。

——康县全力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纪实

更 洁 净 更 精 致 更 宜 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