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06 2024年 9月 11日 星期三 责编：贾莹 美编:孟莉娜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王占东

在甘肃德福新材料有限公司铜箔生产车

间，经制液、电解、表面处理、分切，铜块变成微

米级的“铜箔”，应用于电子、新能源汽车、储能

等行业，“身价”倍增；

兰石集团研制出碱性电解水制氢装备、高

压气态储氢容器、离子液压缩机加氢设备，一举

打通氢能制、储、输、用全产业链；

在兰州新区，从兰石重装多晶硅大型冷氢

化反应器到东金硅业的多晶硅，从德福的铜箔

到兰州助剂厂光伏电池片封装胶膜交联剂……

生产一块太阳能电池的供应链可形成闭环；

……

如今，从资源到产业，从产业链到供应链，

串珠成链、聚链成群、集群成势的故事，在兰州

新区多个制造业板块不断地发生着、演进着。

善战者，求之于势。

近年来，兰州新区聚焦构建“3+2”现代产

业体系、打造“6+X”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纵深

推进“335+X”产业倍增行动，做强做优做大绿

色化工、新材料、商贸物流 3 个千亿级产业，先

进装备制造、新能源、城市矿产和表面处理 3 个

五百亿级产业，数据信息、生物医药、现代农业、

文化旅游、现代服务业 5 个百亿级产业，打造引

领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

新材料与新能源优势叠加

金秋时节，甘肃德福新材料有限公司铜箔

生产车间，电能奔流，满产达产，一批批金黄色

的铜箔，从这里出发，交付宁德时代、国轩高科

等国内一流动力电池厂商。

“你知道这批铜箔的厚度吗？”

拿着一张薄如蝉翼的铜箔，甘肃德福新材

料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王乾向记者介绍，这是厚

度 4.5 微米的高抗拉锂电铜箔，相当于头发丝

的 1/10，但抗拉强度可达 750 兆帕以上。通俗

地讲，它能承受的压力相当于 7500 公斤。它

可有效避免电池充放电时内部发生断裂及微

短路等情况，大幅提升电池安全性和电动汽车

续航里程。

自 2019 年 8 月投产以来，甘肃德福新材料

有限公司累计研发投入 3.69 亿元，在电解铜箔

领域取得一系列国际领先的原创性成果。投资

超 40 亿元实现项目前三期顺利投产，目前具备

7 万吨产能规模。

王乾坦言，这源于新能源产业机遇和兰州

新区拥有的一系列利好优势。

在新能源产业机遇下，兰州新区在政策、资

源、能源、区位、人力等各方面均有独特优势。

比如，国家级新区的政策优势、白银集团的铜资

源、甘肃丰沛的电力能源、兰州新区的职业院校

提供的人力资源等，都是优质配套。特别是甘

肃新能源与电池铜箔生产形成叠加优势，不仅

为铜箔生产提供绿色用能，又让铜箔产品直接

供应到西北储能制造企业，新材料与新能源深

度耦合，产业链与供应链协作更紧密、更安全。

让王乾更加充满信心的是，绿色用能，让德

福铜箔的含绿量更高，步伐更稳。

“甘肃绿电资源丰富，清洁能源在我们的用

能结构中已超 60%，未来要全部使用绿电。”王

乾说，铜箔将彻底告别碳足迹，将更加自信地走

向世界。

近年来，兰州新区规划布局建设 100 平方

公里的新材料产业园，累计引进产业项目 87

个、总投资 500 亿元。广东宏宇、宝武碳业、东

金硅业等 44 个项目建成投产，海亮、德福铜箔

项目产能达到 15 万吨，全球最大年产 35 万吨

高性能铜箔生产基地、百万吨级“新能源材料之

谷”加速形成。新能源新材料工业总产值达到

新区总量的 1/3，成为成长性最好的产业。

新技术与新装备竞放光彩

在兰石重装炼化公司“数字孪生车间”，90

度弯管堆焊、深孔堆焊这一系列专业性要求极

高的工种，全部实现了自动化作业。

焊接一车间主任吴楷说，不仅焊接质量好，

还使成本降低 15%、人员减少 20%，本质安全化

水平提升。

以 90 度弯管堆焊为例，操作工可利用“数

字孪生车间”系统，对其电压、电流状态实时监

控，并将其与预设的工艺参数进行精确比对，能

够准确判断生产过程是否合格，是否处于安全

生产限制范围。该系统还具备自动记录异常数

据的功能，一旦产品出现问题，可追溯到具体生

产环节。对于可能存在的问题，管理人员反馈

到工艺编制人员，优化生产工艺，对设备生产实

现了全生命周期管理。

聪明的机器、智慧的系统、实时的云、可靠

的网、精确的图……这些不仅提升了兰石重装

的产品质量、生产效率，还使产品交付周期实现

自主可控，确保海内外每一个订单都能按时、高

质量交付。

今年 1—8 月，兰石集团实现出口新增订货

9.13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69.68%，已完成年

度计划出口订货的 89.51%。

在兰州助剂厂股份有限公司有机过氧化物

生产线，各种助剂正在满负荷生产。

从投料到生产再到出厂发运的画面，实时

呈现在中央控制室大屏上，管理人员可实现数

字化监控和操作。

在一款 TBK 助剂产品前，现场负责人介

绍，这是一款过氧化物交联剂，用于光伏电池片

封装胶膜的生产，有了这一助剂，生产的封装胶

膜可防黄化、抗腐蚀。这一产品实现了进口替

代，供不应求，今年订单已排产至年底。

近年来，兰州新区立足兰州制造业发展基

础，累计引进项目 160 个，总投资 620 亿元，建成

投产项目 78 个，完成投资 260 亿元，获批“国家

先进装备制造业产业化基地”。装备制造产值占

新区规上工业总产值的 20%。

兰州新区化工园区引进项目 251个、总投资

超 600亿元，建成投产 98个，落地产品近千种，其

中替代进口、填补国内空白产品过百种。康鹏科

技成功登陆“科创板”，兰州助剂厂在“新三板”挂

牌，兰州新区化工园区获批全国智慧化工园区、全

省一级化工园区、D类低风险化工园区，入围全国

百强化工园区，绿色化工占新区规上工业总产值

的23%。

科学家与企业家协同发力

科技创新是先进制造业的核心驱动力，能

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

在兰州和盛堂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科学家

合伙人制正在推动企业在药品研发中取得创新

突破。

近年来，和盛堂制药联合中国工程院院士

团队开展“丹参酚酸 A”及“HS-1”两个国家Ⅰ
类新药开发，计划完成 1—3 期临床试验，取得

新药证书并产业化。

企业将研发药品的收益、股权及收益与科

学家团队采用合伙人制模式，科学家团队占股

49%、和盛堂占股 51%，科研成果及知识产权归

和盛堂持有。

传统藏药洁白丸，是水蜜丸剂型，患者服用

时需要破碎或溶化。和盛堂掌握高科技喷雾离

心制丸技术后，将传统丸型研发成微丸内容物的

胶囊剂，不仅携带、保存、服用更方便，且服用后

可迅速崩解而被人体吸收。采用先进的挥发油

提取技术法，把当归药材中的精油提取出来，开

发成当归腹痛宁滴丸，每年单品销售超过 3000

万元。采用“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在甘南卓

尼建设2220亩当归标准化基地，带动300多户药

农增收致富。把传统甘草提取浸膏与化学药品中

的铋离子结合，研发出甘草酸铋散，形成能迅速杀

灭幽门螺杆菌的中西结合制剂。

针对西北气候干旱，秋冬季人们易发呼吸

道感染及咽炎的疾病，和盛堂把蜂蜜作为原料

之一，与清热解毒类中药制成中药合剂——金

参润喉合剂，提高了药效。

目前，和盛堂拥有 5 个独家品种、7 个剂型

35 个产品，获专利 20 多项。

为实现好产品有好销路，和盛堂还坚持“研

发 +营 销 ”双 轮 驱 动 ，大 力 推 进“ 销 售 合 伙 人

制”，打造“大商业”“大终端”“大电商”营销网

络，吸引优秀职业经理人，建设营销网络将产品

销售至全国。与葵花药业、修正药业等深度合

作，采取“委托营销”方式进一步提升特色陇药

的市场占有率。

科学家与企业家协同发力，让更多科技成

果从书架走上货架。

近年来，兰州新区大力发展生物医药产业，

落地佛慈制药、和盛堂制药、普安康药业、九州

通 医 药 等 大 型 医 药 企 业 35 家 ，总 投 资 142 亿

元。佛慈制药六味地黄丸、逍遥丸等主打产品

被誉为“甘肃名牌产品”；和盛堂纯中药戒毒药

“福康片”被列入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国家保密

配方产品。

头部企业壮集群，淬炼优势成胜势。

兰州新区强化国际视野，集聚创新要素，优

化营商环境，推进先进制造业聚势、起势、成势，

打造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强引擎，展现出新兴产

业聚“势”、传统产业跃“级”、未来产业谋“远”的

强劲势头和巨大潜力。

截 至 目 前 ，兰 州 新 区 累 计 引 进 产 业 项 目

1300 个，总投资 6000 亿元。一个“经济新区、

产业新区、制造新区”和全省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正阔步走来。

兰州新区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纪实

集 群 成 势 活 力 迸 发

本报嘉峪关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于晓明）从

高镍铬轧辊到改进型高速钢轧辊，再到高速钢轧辊。

历时 3 年，酒钢集团西部重工公司在高速钢轧辊制造

领域取得新突破。生产出的“西重牌”高速钢轧辊过

钢量是普通材质的 3 至 6 倍，每年能创造经济效益约

400 万元。生产所需换辊次数也由原来的每班 3 次降

低至 1 次。目前，酒钢集团“西重牌”高速钢轧辊正式

投用，实现小批量生产。

轧辊是炼轧厂的重要生产设备，主要通过压力对

钢材坯料进行塑形，使其截面减小、长度增加，达到生

产需要的尺寸。由于轧辊直接接触带钢轧件，对其强

韧性、耐磨性、耐表面粗糙性和耐热裂性都有较高要

求。传统的高镍铬轧辊因耐磨性不足、抗粗糙能力不

够，导致换辊频繁、轧辊消耗大、轧制效率低，严重制

约轧线生产发展。

为破解这一“卡脖子”难题，西部重工公司成立专

业技术研发团队，通过市场调研、与国内先进企业对

标等方式，寻找制造高速钢轧辊的绝佳材料。

2021年，研发团队研发出改进型高速钢轧辊，与传

统高镍铬轧辊相比，该轧辊具有较强的耐磨性、强韧

性，过钢量是原来的 2 至 2.5 倍。但与团队预期结果相

比，仍存在一定差距。对此，西部重工公司咬紧这块

“硬骨头”，持续加强技术研发，与炼轧厂相关人员走出

去学习前沿技术与经验，查阅大量资料，立足生产现场

进行多次验证分析，最终采用离心铸造方法，解决了轧

辊强度低、单槽过钢量小、加工难度大等问题。

酒钢集团“西重牌”高速钢轧辊投用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杜雪琴

“ 你 好 ，我 在 乐 山 市 购 买

了一套住房并申请了公积金

贷款，现在想提取西安市的住

房公积金账户余额，咱们这里

可以办理吗？”

近日，蒋先生前来甘肃省

住房资金管理中心东岗大厅

咨询公积金提取业务。

原来，蒋先生近期在兰州

有重要工作，短期内不能回西

安市办理公积金提取业务，又

急需用钱。

省 住 房 资 金 中 心 东 岗 大

厅工作人员立即与乐山市、西

安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沟通，

并通过跨省通办平台成功传

输业务办理所需材料，蒋先生

当天就收到 32044.26 元的提

取资金。

“我只是抱着试一试的想

法来咨询一下，没想到这么快

就拿到钱了，真是解了我的燃

眉之急。”蒋先生说。

据介绍，该笔跨省通办业

务突破了常规办理模式，把两地联办拓宽成了

多地联办，在 3 个住房资金中心的通力合作下，

真正将“数据多跑路、职工少跑路”落到实处。

“这次业务办理，是我们一次全方位的流

程再造和服务创新，多个地区联动，减少线下

程序，扩大办理范围，进一步节省了人力物力

财力。”省住房资金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易

东阳介绍，省住房资金中心积极开展业务跨

区 域 协 同 办 理 ，各 类 业 务 基 本 实 现“ 一 网 通

办”，该业务量已达 1415 笔。

据了解，省资金中心完成业务系统的更新

迭代，建立数据共享机制，获取公安、民政、不

动产等外部数据，通过流程再造，将数据广泛

运用到流程中，大幅度提高线上审批速度，更

好支撑缴存职工高效办成一件事，实现从“窗

口办”到“指尖办”的转变，截至目前线上办理

率达到 8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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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蔡文正
通讯员 吴闹个次力

秋日的合作草原，一头头体型庞大、身躯

健硕的高原牦牛悠然自得，从高空俯瞰，如同

一颗颗黑珍珠洒落在草原上。

美仁大草原位于合作市东部，是国家林业

和草原局公布的首批国家草原自然公园试点，

草质优良，可食优质牧草 500 余种。这里的美

仁牦牛色正、毛长，高大强壮。

近 年 来 ，合 作 市 找 准 牦 牛 产 业 发 展 定

位 ，以 全 产 业 链 思 维 ，积 极 开 展 品 种 保 护 、

品 质 提 升 、品 牌 创 建 等 工 作 ，深 入 推 进 美 仁

牦 牛 上 游 保 种 、中 游 繁 育 、下 游 养 殖 的“ 美

仁牦牛”产业布局和品种推广的良性循环发

展体系。

合作市结合区位优势，在纯牧区佐盖多玛

乡建设美仁牦牛保种基地 2 个，开展种质资源

保护和提纯复壮工作，建立牦牛可追溯体系。

通过本地品种选育，以村为单位组建千头美仁

牦牛核心群 4 个，有效提升了美仁牦牛种群整

体品质。

在半农半牧区卡加道乡、佐盖曼玛镇，建

设犏牛繁育基地 2 处、育肥基地 1 处、活畜交易

市场 1 处，从上游保种区引进优质母牦牛与娟

珊种公牛杂交繁育生产性能好的娟犏牛，娟犏

牛比当地原有的品种，产奶量达一倍以上。

在农区那吾镇、勒秀镇和卡加曼乡，从中

游繁育区引进优质娟犏牛先后建设村集体经

济养殖基地 10 个，鲜奶收购站 7 处，辐射带动

家庭牧场和农牧户规模化发展奶产业。

合作市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兽

药研究所等科研单位合作，组建美仁牦牛专家

服务团队，推动牦牛产业高质量发展。

目 前 ，美 仁 牦 牛 顺 利 通 过 了 国 家 畜 禽

遗 传 资 源 委 员 会 现 场 核 验 ；牦 牛 人 工 授 精

受 配 成 活 率 达 到 65% 以 上 ，实 用 技 术 取 得

了 突 破 性 进 展 ；成 功 研 发 并 建 成 投 用 犏 雌

牛 自 动 化 挤 奶 厅 13 处 ，保 障 了 牦 牛 乳 的 品

质 安 全 。

为进一步增强“美仁牦牛”的品牌知名度，

吸引更多潜在客户和消费者。合作市严格落

实草畜平衡制度，采用“自然放牧+舍饲补饲”

的饲养方式，制定了 2 至 4 岁牦牛出栏补贴政

策，鼓励牦牛四季出栏，为创建美仁牦牛公用

品牌奠定了坚实基础。

同时，持续擦亮“中国牦牛乳都”区域品

牌，成功申报“绿色食品”12 个、“无公害农产

品”4 个，“甘味”品牌 4 个，牦牛乳制品销往国

内 20 多个省市，出口至中亚、南亚、中东等地

区。牦牛绒制品出口至欧美地区。牦牛系列

产品年产值达 3.4 亿元，实现了牦牛产业多元

化发展。

合 作 市 将 立 足 美 仁 牦 牛 畜 禽 资 源 保 护

与 开 发 利 用 ，做 大 牦 牛 肉 、做 强 牦 牛 乳 、做

精 牦 牛 绒 ，深 度 开 发 牦 牛 皮 、毛 、骨 、血 等 系

列 产 品 ，建 立 健 全“ 牦 牛 + 产 品 ”“ 牦 牛 + 智

慧”“牦牛+旅游”“牦牛+赛事”等产业模式，

把 美 仁 牦 牛 打 造 成“ 甘 味 ”拳 头 品 牌 ，助 力

乡村振兴。

牦 牛 产 业 筑 起 致 富 路

走进天祝县华藏寺镇黄草川村，河道两岸一座座鲜艳的红顶民居整齐排列，一幅和美乡村新画卷铺展开来。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赵世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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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兰州新区的兰州电机股份有限公司数字化智能车间。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王占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