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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金昌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谢晓玲）近日，金昌市为甘肃金川智慧测

控技术有限公司等 52 家获得认定的市级

创新型中小企业授牌，鼓励创新型中小企

业持续提升自身实力，加快向“专精特新”

方向发展，加速形成新质生产力。

为全面贯彻落实甘肃省推动中小企业

“专精特新”高质量发展相关要求，金昌市

着力构建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健全完

善“规下转规上”“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等优质

企业梯度培育库，深入实施优质中小工业

企业培育行动，推动优质服务精准直达企

业。截至目前，全市共有规上工业中小企

业 142 家，累计培育认定创新型中小企业

52 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37 家，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4 家。

同时，制定实施壮大民企的支持清单

等政策措施，设立 500 万元中小企业发展

专项资金，以“真金白银”助推企业加快发

展。持续优化“政银企担”融资对接机制，

搭建金融机构、服务机构与企业的对接合

作平台，精准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助

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上半年，全市累计

为优质中小企业拨付省市两级奖励资金

1438 万 元 ；金 融 机 构 向 840 家 企 业 授 信

549.41 亿元，发放贷款 150.77 亿元。

金昌市全面落实领导干部包抓联、“六

必访”等制度机制，全市 7109 名干部包抓

联企业 1.08 万家，累计协调解决企业在原

料保障、项目建设、金融服务、人才供给等

方面困难问题 986 个。持续完善政企沟通

交流联席会议制度，大力弘扬新时代企业

家精神，设立“金昌企业家日”，深入开展

“进厂入企”服务周系列活动，营造了尊商

重企的浓厚氛围。

金昌：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彭 雯
通讯员 杜文新

前不久，工信部公布 2022 年度国家级

科技企业孵化器评价结果，位于白银高新

区的白银科技企业孵化器第 7 次获得国家

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考核优秀（A 类）评价，

是甘肃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国家级科技企业

孵化器。

作为白银市工业经济发展的“主阵地、

主战场、主引擎”，近年来，白银高新区着力

推动循环化工、生物医药、特色新材料三大

主导产业和七大重点产业发展，紧盯产业

链关键技术、关键环节、关键目标，发展新

产业、新模式、新动能，不断催生以高科技、

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新质生产力。

以科技创新激发新动能

日前，一批花纹精美、款式新颖的隐形

眼镜产品在甘肃康视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生

产车间成功下线。这批产品由康视达自主设

计开发，是企业开展科技创新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每

年 将 生 产 总 值 的 10% 投 入 到 研 发 创 新

中。”甘肃康视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唐钰喜告诉记者，“我们还加强与高校、科

研院所的合作与交流，充分吸取和借鉴先

进科技成果，推动企业发展。”

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康视达近年来不

断加大研发投入，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

生产工艺从模具设计开发到隐形眼镜成品

全部实现自主创新，多项技术填补国内行

业空白，目前已成功注册商标 435 件，授权

专利 102 件，获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

人”、高新技术企业。

近年来，白银高新区不断优化科技创

新环境，大力培育科技创新主体，提高科技

创新能力，科技创新已成为企业高质量发

展的关键动力。截至目前，已培育国家级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6 家，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 38 家，高新技术企业 113 家，新认

定科技创新型企业 25 家。

以前瞻谋划布局新产业

走进甘肃夏氏鑫化学材料有限公司

光伏清洁能源高纯电子化学试剂项目建

设 现 场 ，挖 掘 机 长 臂 挥 舞 ，焊 接 声 、切 割

声此起彼伏，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

四 川 夏 氏 鑫 与 白 银 高 新 区 在 第 29

届 兰 洽 会 上 成 功“ 牵 手 ”。 随 后 ，公 司 在

白 银 高 新 区 成 立 甘 肃 夏 氏 鑫 化 学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开 始 建 设 年 产 7 万 吨 超 高 纯

电子化学品以及年产 5 万吨专用化学试

剂项目。

“目前已经完成工程总进度的 70%。项

目建成达产后，预计实现年产值约 15亿元，

税收约 1.2 亿元，带动就业 200 余人。”甘肃

夏氏鑫化学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幸达伟说。

聚 焦 发 展 新 质 生 产 力 ，白 银 高 新 区

先后引进新能源、生物医药、装备制造等

行 业 领 域 企 业 ，旨 在 打 造 经 济 增 长 的 新

引擎。

近年来，白银高新区围绕“企业运营”

和“项目建设”两个全生命周期，持续简流

程、压时限、降成本，深入落实省市“全程网

办”“高效办成一件事”“免证办”等改革，新

注册企业首套印章刻制费用政府买单，企

业开办实现 1 环节、0 成本、常态化 0.5 天

办结。

以数字赋能开创新未来

走进甘肃东方钛业有限公司钛白粉

DCS 控制室，大屏上生产流程中的工艺参

数等各项数据实时呈现。操作员通过远程

操作，可实现对工厂车间内各类设备和物

料的实时监控和数据采集。

“数字化、智能化的‘云端’控制系统，

帮助我们有效降低管理成本、更好掌握产

品 工 艺 ，提 高 产 品 质 量 ，增 强 市 场 竞 争

力。”甘肃东方钛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

文生说。

今年上半年，东方钛业生产钛白粉粗

品 9.49 万吨，钛白粉成品 3.08 万吨，实现

工 业 总 产 值 16.09 亿 元 ，同 比 增 加

90.19%。

白银高新区大力发展大数据、互联网、

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持续激发经济新活力。

“我们将继续坚持工业强市、创新发

展，深入开展强科技和强工业行动，加速培

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推动白银高新

区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白银高新区党

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周春材表示。

白银高新区：向“新”加速 提质前行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安志鹏

青瓦白墙的新民居错落有致，依山而建的

窑洞民宿环境清幽，水草丰茂的蒲河两岸与无

止桥、连心桥相映成画……初秋的庆阳市西峰

区显胜乡毛寺村风景如画，惬意悠然，吸引周

边游客前来游玩。

毛寺村是省级乡村建设示范村，也是全国

乡村旅游重点村。近年来，毛寺村以党建为引

领，以乡村旅游为抓手，坚定走文旅、农旅融合

发展路子，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富民产业，助力

群众增收致富。

“从 2004 年到现在，村民人均年收入由原

来的 2300 元增长到了如今的 1.2 万元。”毛寺

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毛颖敏说，乡村要

振兴，党建是关键，就是要强龙头、强引领，抓

人才、抓产业，带领群众富起来。

毛 寺 村 的 蝶 变 是 庆 阳 市 党 建 赋 能 乡 村

振兴的生动实践。庆阳市大力实施“强乡富

村”农 村 党 建 融 合 行 动 ，努 力 促 进“ 人 才 链”

“产业链”与“组织链”深度融合，高质量推进

乡村振兴。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第一资源。庆阳市在

全面强化村党组织队伍建设的同时，积极实施

乡村振兴人才培育“百千万”计划，培训高素质

农民 6900 人、合作社理事长 990 人、乡村振兴

管理人才 179 人，为 1946 名农村生产第一线

直接从事种植业、养殖业、农业机械化等行业

的农村实用技术人才评定了职称，乡村振兴的

活力不断涌现。

围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庆阳市采取“党

支部+合作社+农户”等方式，鼓励引导村党组

织领办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 2246 个，1.59 万

名党员致富带头人带动 4 万户低收入群众持

续增加收入，形成了党组织、合作社、农户利益

互联、风险共担的共同增收致富机制，全市村均集体经济

年收入达到 21.35 万元，群众自觉发展、加快发展的信心和

劲头越来越足。

此外，庆阳市持续强化村党组织领导作用，由村干部

或村民小组长担任网格长，每名网格员联系 15 户左右农

户，通过村党组织书记带领村干部、党员等开展便民代办

服务 50 多项，方便群众办事。深入学习推广新时代“枫桥

经验”，推动领导干部组团式解决群众困难诉求，有效化解

信访积案 133 件，乡村治理能力和水平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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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王虎

“现在订单量大，我们在加紧赶制一

批订单。”近日，记者在积石山县刘集乡

团结村见到保安腰刀州级传承人马乃比

有时，他正和妻子手持铁锤，交替锻打烧

红的刀坯；儿子马林在抛光机前反复打

磨刀鞘，一家人合力锻造出一把把精美

的保安腰刀。

在团结村，像这样的保安腰刀家庭

工坊就有 20 多户。马乃比有回忆，从爷

爷那辈开始，家庭作坊打刀的模式一直

延续至今。如今，深受熏陶的大儿子马

林也接过了这门手艺。

保 安 腰 刀 是 保 安 族 特 有 的 文 化 标

签 。 2006 年 ，保 安 族 腰 刀 锻 制 技 艺 被

列 入 第 一 批 国 家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名 录 。

马乃比有家的展示柜上，各式各样

的保安腰刀整齐陈列。手捧宝刀，刀刃

花纹似行云流水，刀鞘压刻的龙凤图惟

妙惟肖。

“ 保 安 腰 刀 有 折 花 刀 、甘 沟 刀 、翻

龙刀、弯刀等十几种，其中折花刀制作

工 艺 最 为 复 杂 。”马 乃 比 有 说 ，折 花 刀

要 经 过 选 料 、熔 化 、锻 打 、加 钢 、淬 火 、

刻膛、起刃、钻眼、整形、钉制花纹、打磨、

抛 光 等 近 百 道 工 序 ，每 一 步 都 有 严 格

的 操 作 规 范 和 时 间 要 求 ，是 精 心 锻 造

出的宝刀。

保安腰刀以其精美的制作工艺，这

些年深受消费者青睐，因此，马乃比有一

家不断接到订单。打刀不仅继承了保安

族的千年技艺，也给马乃比有一家的生

活带来了巨大变化。

去 年 ，积 石 山 6.2 级 地 震 给 团 结 村

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严重破坏，马乃

比有 家 房 屋 受 损 ，工 坊 也 被 迫 按 下“ 暂

停 键”。半个月后，马乃比有 积 极 响 应

政府号召，第一时间投入生产自救，重

新 燃 起 炉 火 ，并 如 期 交 付 了 震 后 第 一

笔订单。

“ 打 刀 很 辛 苦 ，尤 其 是 夏 天 的 时

候 ，铁 锤 挥 一 会 儿 就 汗 如 雨 下 。”马 乃

比有说，打刀不仅是个手艺活，更是个

体力活。

马 林 16 岁 时 就 跟 随 父 亲 马 乃 比

有 学 习 打 刀 ，今 年 ，他 被 评 为 县 级 传

承 人 。

马林脑子活泛，网络直播兴起时，他

在煅烧炉旁支起手机，一边打刀一边直

播，吸引了很多外地网友围观。“传统技

艺只有在继承中不断创新，才能走得更

远更久。”马林和父亲不断摸索，在制作

工艺和腰刀种类上下功夫，腰刀的品质

有了很大提升。

灾后重建中，马乃比有家所在的 6 社

将整体搬迁到集中安置点。之后，团结

村的保安腰刀家庭工坊也将集中搬到腰

刀展示体验坊，成为未来团结村乡村旅

游的一大看点。

团结村村委会主任韩凯告诉记者，

在团结村“ 三位一体”和美乡村建设规

划中，将打造腰刀展示体验坊、乡村振

兴主题游园、乡村田园景观，发展养殖、

种植、乡村旅游等产业，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

近年来，积石山县加大保安腰刀的

保护力度，通过举办培训班、请专家讲

课、举办腰刀大赛、奖补等形式，吸引年

轻人加入。同时，保安族群众传承保护

的意识逐渐提高，保安腰刀文化日益走

进大众视野。

“保安腰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

将 肩 负 起 新 时 代 工 匠 艺 人 的 使 命 和 担

当 ，让 保 安 腰 刀 这 门 技 艺 永 久 传 承 下

去。”马林说。

保 安 腰 刀 绽 光 彩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杨唯伟

初秋时节，秋高气爽，良田沃野

静待丰收。走进岷县蒲麻镇万亩绿

色标准化当归种植示范基地，当归

长势旺盛，植株健壮，微风过处药香

沁人心脾。群众在田间地头除草、

管护，一派繁忙。

“我种当归已经四年，今年镇政

府专门建立了当归种植基地，修了

砂化路，还统一进行技术指导，种起

来比以往更轻松。”蒲麻镇井滩村群

众张生贵说。

蒲麻镇位于岷县东部，辖区内山

脉纵横，梁高沟深，草山和林地广袤，

雨量充沛，气温适宜，是岷县当归、黄

芪、党参等道地药材主产区。全镇耕

地面积 13.69 万亩，近年来中药材种

植面积一直稳定在 8万亩以上。

在 做 大 做 强 中 药 材 产 业 的 路

上，当地一直没有停止探索的步伐。

为进一步提升中药材品质，今

年以来，蒲麻镇坚持“示范引领抓特

色，以点带面促提升”的产业发展思

路，按照“三化六统一”的要求，结合

镇情实际，在唐家门、井滩等村建成

了以当归为主的绿色标准化种植示

范基地 1 万亩。

什么是“三化六统一”？蒲麻镇

副镇长梁卫强说，指的是标准化、规

模化、绿色化，统一流转土地、统一

测土施肥、统一技术指导、统一标准栽种、统一科学

管护、统一保险保障。

唐家门村群众高让芳依托标准化种植基地，种

植了 35 亩当归。“基地建设为我们种植当归提供了

很大的方便，镇里统一流转土地、统一技术指导、统

一购买保险，省去了很多的麻烦。”高让芳指着地里

的当归说，“种地也得讲科学哩，你看今年的当归就

长势很好。”

高让芳所说的科学有迹可循。基地不仅全面开

展中药材绿色标准化种植技术培训，引导群众轮作

倒茬优化土壤结构；以充分腐熟的有机肥为主，广泛

普及“1+2”，即 1 袋配方肥+2 袋生物有机肥标准化

施肥模式；大力推广深翻晒土等种植技术，提高产量

和质量。

此外，基地推行“党建引领+基地建设+大户带

动+群众参与”模式，鼓励群众自主经营，对于没有

种植需求和种植能力的农户通过土地流转、亲友代

种等多种方式种植，实现种植集约化，巩固拓展利益

联结机制，壮大村集体经济。

同时积极争取项目资金 188 万元新建砂化产业

路 3.6 万平方米，配套排水边沟等设施，进一步改善

了群众生产条件，方便中药材产品运输。

万亩绿色标准化当归种植示范基地的建设成为

促农增收致富的“良方”，蒲麻镇红崖、吊沟、岔套、包

家沟等 24 个村形成中药材绿色标准化种植示范片

带，以点带面，辐射带动当归、黄芪、党参绿色标准化

种植达 8 万亩以上。

目前，岷县完成中药材种植面积 68 万亩以上，

建设绿色标准化示范片带 3 个 3.6 万亩，建设 500 亩

以上中药材绿色标准化种植基地 60 个以上，面积达

30 万亩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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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谢晓玲
通讯员 莫亚红 董振虎

近年来，永昌县城关镇金川西村通过党支部领办、集

体入股和农户入股分红模式，广泛引进杏树种植新技术、

新品种，打造“千亩林果”基地，将产业富民、生态富民有机

结合，使甜杏成为群众持续增收的“致富果”。

每到杏子成熟时节，口感绝佳的甜杏，引得采摘杏子

的游客络绎不绝。为了方便游客购买，村“两委”班子在村

头、村广场开设甜杏销售点，统一对外销售，为村民提供了

稳定的销售平台，帮助村民增加收入。

金川西村地处永昌县城以北 12 公里处的古长城脚下、

御山峡谷之间，依山傍水，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旅游

观光。

对此，金川西村立足资源禀赋，依托自然生态和传统文

化等资源优势，积极培育壮大民宿产业，因地制宜发展乡村

旅游。

“游客都喜欢到这里游玩，吃农家菜，享受休闲安逸

的乡村生活。”在村口，记者见到了金川西村党支部书记

张得其。

这几年，张得其被许多游客发展农家乐的提议打动。

经过多番考量，张得其多次组织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将村

民闲置的民房改造成有花、有凉棚的院落和厨房、卫生间、

客房一应俱全的民宿，金川西村民宿由此开始发展。

随着来游玩、住宿的游客逐渐增多，金川西村鼓励社

会资本、专业团队参与民宿建设和运营，引导旅游民宿连

点成线、连线成片。

“我们在这里建设民宿，是看中了金川西村得天独厚的

历史文化资源，这里紧靠金川峡水库，夏天凉爽，风景优美，

离县城也近。”金昌市山水湖畔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经理马

丽萍说，“这些民宿，每一家的设计都不一样，各有特色。”

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优势，金川西村形成了成熟

的民宿集群。目前，金川西村建成文化旅游基地 10 处、特

色农家客栈 14 家、果蔬采摘园 8 座、羊肉馆 10 多家、烧烤

园 2 家，仅今年一季度就实现村集体收入 56 万元。

这个靠种植甜杏出名的小村庄，用民宿激活了旅游

经济。

“发展乡村旅游，要守护好乡村的自然资源、山水宝

藏，旅游发展才能可持续、有未来。”张得其说。

永昌：风光“变现”山水“生金”

9 月 1 日，成县举行以“品味成县核桃，共享丰收喜悦”

为主题的核桃采摘活动。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刘建军 陈海龙

近日，清水县永清镇马沟村大葱种植基地的大葱丰收，工人们正在打捆装车，田野间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雷金锋 王卫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