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崔亚明

城市管理要像绣花一样精细。

26万平方米主次干道及背街小

巷清扫保洁任务，17 条马路巷道、

128 个果皮箱、981 个树窝、5238 米

交通护栏……兰州市城关区市容环

境卫生工作中心道路清扫保洁队第

四管理站的全体环卫职工发扬工

匠精神、狠下“绣花”功夫，迎朝阳、

送晚霞，认认真真做好城市环卫工

作，“用我一身脏，换来万家净”。

辛勤付出，获得各方认可。第

四管理站荣获全国、甘肃省三八红

旗集体称号。

“东至金昌路、西至酒泉路、南

至民主路、北至庆阳路，这是我们的

责任区域；推、扫、擦、洗、铲、掏、冲、

刷这是我们的基本工作。”9 月 25 日

傍晚，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让第四

管理站站长沈苗苗和她的同事又开

始忙碌起来，路面积水要及时清理，

夜市垃圾要抓紧清运……全站全员

上街，紧急作业。

沈苗苗说，环卫工作与城市形象

息息相关，把环卫

工作做好了，城市

“颜值”才能提升。

“ 现 在 大 家 越

来越注意环境卫生了，垃圾分类意

识越来越强了。”惠薇薇说，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无形中对环

卫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用自

己的辛苦指数，换取市民的幸福指

数，这是值得我们骄傲的工作。

从一把扫帚扫一条路到机械化

洗扫作业，从人工板车拉粪到大型

抽污车清抽转运，从垃圾填埋到无

害化处理……惠薇薇和同事参与并

见证了兰州这座城市的变化。

“做环卫工作这么多年了，以前

工作主要依靠扫帚、手铲，现在逐渐

实现智能化、机械化作业模式。”张

芳霞数年如一日为城市清理污垢，

用汗水换来市容洁净，也见证了兰

州高楼林立、商业繁华的蝶变历程。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

沈苗苗这样评价自己的同事，她说：

“我们是一个集体，不仅需要每个人

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更需要大家

精诚团结、形成合力，发挥出更大的

集体力量，创造出最佳的工作成绩，

亮丽的道路永远是我们追求的工作

目标。” （转 2版）

——记兰州市城关区市容环境卫生工作中心道路清扫保洁队第四管理站

用汗水换来城市洁净

新甘肃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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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吴涵

2023 年科技进步贡献率达 60%，

较 2021 年提高 3.6 个百分点；兰白自创

区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556.3 亿 元 ，较 2018

年增长 49%；“甘肃省绿色智慧公路创

新 联 合 体 ”通 过 验 收 ；兰 州 高 新 区 在

2023 年中国生物医药园区竞争力排名

中，位列全国第 50 名……

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背后，是我省

依托深厚的科教资源持续建强平台载

体、激发科技创新动力的不断探索，也

是创新驱动科创成果在我省落地开花

的生动写照，更是我省统筹推进教育科

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加快推进强

科技行动的决心和信心。

揭榜挂帅 凭实绩论英雄

栽梧桐方可引金凤，搭高台才能唱

大戏。

人才是创新的源头活水。为深化

科技体制改革、强化创新攻关组织，解

决产业技术攻关组织过程中出现的科

研攻关与成果应用脱节问题，我省实施

了“揭榜挂帅”制度，把科研中需要的关

键核心技术项目张出榜来，英雄不论出

处，谁有本事谁揭榜。

近年来，平凉市科技局多措并举组

织实施“揭榜挂帅”项目，通过加大政

策、资金支持等系列务实举措，取得显

著成效——

借鉴其他地区探索经验的基础上，

制定《平凉市科技揭榜挂帅制项目管理

办法（试行）》，确保政策有规可循。

面对“卡脖子”技术需求征集常态

化，着力“集聚、激活、撬动”创新资源，

从解决当前产业发展迫切需求出发，

围绕企业需求“寻榜”，常年开展短板

技术需求（科技成果）征集工作，近两

年共征集到短板技术（科技成果）190

余项。

采取“征集一批、成熟一批、发布一

批、对接一批”的组织方式，集聚全社会

优势创新资源，开展产业领域共性关键

技术攻关，全力突破技术难题，推动重

大科技成果转化。

将“揭榜挂帅”纳入市级科技计划

项目管理体系，给予发榜方资金支持，

市 级 财 政 科 技 资 金 按 项 目 投 资 额 的

20%—40%予以补助，单个项目补助资

金最高可达 100 万元。

引导金融资本和社会资金多渠道

投入，将绩效显著者纳入市科技局重点

支持范围，对引进关键科技人才及创新

团队或吸引、带动并永久落地的招商引

资项目给予政策支持。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平凉市科技

局相关负责人说，项目研究不仅要着眼

于企业生产技术问题的解决，实现技术

创新和成果转化，还要站位行业发展，

做好项目研发；同时，积累基础数据，为

国家编制行业标准提供基础。

近日，来到河西走廊中段戈壁，一

片片巨型“叶片”日夜旋转着。国网甘

肃电科院技术人员正开展自同步电压

源型风电机组响应特性及系统协调控

制策略验证工作。初步试验结果表明：

自同步电压源控制技术能够提高新能

源设备的惯量响应、频率阻尼、弱电网

电压构建支撑能力，使新能源机组具备

常规电源的运行特性，实现新能源友好

并网发电。这是“揭榜挂帅”项目“基于

源网荷储协调控制的高比例新能源电

力系统自同步电压源型新能源发电关

键技术”取得的新成果。

“我们是‘揭榜挂帅’的首批受益

者。”国网甘肃省电

力公司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2020 年，

公司围绕甘肃高比

例新能源“多装、多

发、多弃”的困局提出相关需求，国网南

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牵头联合华北电

力大学、兰州交通大学等单位揭榜实

施。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该项目成果

成功实现了自同步电压源型直驱风电

机组的改造和示范运行，切实提高了新

能源的利用率和消纳水平，增加新能源

发电量上亿千瓦时。

近年来，我省深入实施“揭榜挂帅”

制度，政府拨付和企业投资相结合，鼓

励科研人才不断从“实验室”走上经济

建设“主战场”，构建了“企业出题、政

府立题、高校解题、市场阅卷”的政产

学研用合作模式，不仅精准匹配解决

了产业共性技术难题，持续开发的新

工艺、新产品、新设备，也有效提升了企

业产品附加值和竞争力，拓展了企业发

展空间。

自 2020 年以来，甘肃省围绕“重点

产业、重点平台、重点企业”分批次组织

实施多项“揭榜挂帅”项目，撬动企业自

筹项目资金过亿元。 （转 4版）

——我省加快推进强科技行动综述

创 新 驱 动 增 活 力

本报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杜雪琴）

近日，甘肃省财政厅在北京成功发行新

增专项债券 122.5 亿元，加上前期已发

行的 300.5 亿元，累计发行 423 亿元，财

政部下达甘肃省项目建设新增专项债券

全部发行完毕。

今年以来，省财政厅按照省委、省

政 府 工 作 部 署 ，加 力 提 效 落 实 积 极 的

财 政 政 策 ，深 入 贯 彻 专 项 债 券 全 生 命

周 期 管 理 各 项 要 求 ，从 存 量 项 目 强 管

理、新增项目提质效、监督管理重规范

等方面协同发力、多管齐下，专项债券

稳投资、扩内需、补短板的积极作用得

到有效发挥。

全 省 专 项 债 券 资 金 共 支 持 486 个

项目建设，其中，用于铁路、收费公路、

机场等交通基础设施项目 187 亿元；保

障性安居工程、卫生健康、教育养老等

民生领域项目 82.3 亿元；新型基础设施

建设、产业园区、冷链物流等经济领域

项目 117.7 亿元；农林水利项目 20.2 亿

元 ；能 源 、生 态 环 保 等 其 他 领 域 项 目

15.8 亿元。

债券发行过程中，省财政厅优化项

目评审流程，采取“随报随审”“随审随

发”机制，加快债券发行进度。合理把握

发行节奏，根据项目建设进度分期发行，

有效降低项目融资成本。开辟资金绿色

通道，对预算确定安排的重点项目，推动

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并按月通报债券

支出进度，督促各级加快债券使用，促进

项目加快落地实施。

省 财 政 厅 还 发 行 新 增 一 般 债 券

160.8 亿元，支持各级生态及地质灾害

避险搬迁、乡村振兴、义务教育等重点公

益性项目建设。

甘肃完成2024年政府新增专项债券发行工作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徐俊勇 王虎

“没想到这么快就领到了房子钥

匙，真要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10 月 1

日，积石山县胡林家乡山庄村集中安置

群众代表董阿西牙在领取新居钥匙时

激动地说。

重建新家政府帮，安居乐业谢党恩。

去年，积石山 6.2级地震造成全县 5万余

户24万余人受灾，在灾后恢复重建中，当

地把保障群众住房安全作为最大的民生

工程来抓，全县建设集中安置点 13 个，

其中楼房安置点 6 个 241 栋 8099 套、平

房安置点7个1916套。各安置点同步配

套学校、医院、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

如今，经过九个多月的努力，一幢

幢崭新的高楼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

为受灾群众带来了新的希望和憧憬。

马苏得是积石山县大河家镇康吊

村人，地震发生后，她家房子受损严重，

一家人住进了大河家镇康吊村关门社

集中安置点的活动板房。今年 8 月底，

在拿到四室一厅两卫新居钥匙后，马苏

得立即购买了沙发、茶几等家具，一家

六口搬进了新居。如今，马苏得家门前

的小菜园已经长出了萝卜、白菜。

“在党和政府的帮助和关心下，我

住进了敞亮的新居，拥有了一个温馨舒

适的家。”马苏得高兴地说。

青瓦红门、红旗招展。在距离马苏

得家不远的居住点，工人们正在加紧外

围护坡的施工。“这里的工期已经接近

尾声，预计国庆后就能入住。”大河家镇

党委副书记安英发说。

同样，在积石山县吹麻滩镇林坪村

集中安置点，村民马进录也领到了三室

两厅的楼房钥匙。“新居的墙面是粉刷

好的，灯已安装到位，地板也是铺好的，

我已经购买了木工板做柜子和床，完工

后就能入住了。”马进录说，新居宽敞又

明亮，孩子也有了属于自己的小房间，

可以安心学习了。

林坪村集中安置点属于高层，小区

面积大，安置群众 2008 户，其中安置受

灾 群 众 1100 户 ，涉 及 16 个 乡 镇 。“ 目

前，社区正全力帮助受灾群众办理入住

手续，发放捐赠的被褥、衣物、电暖器等

生活物资，为大家提供便民服务。”负责

林坪村集中安置点的华腾社区党支部

书记何继斌说。 （转 2版）

——积石山县灾后重建一线见闻

搬 进 新 居 开 启 新 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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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日，张掖科技馆现代科技知识普及区内，科普志愿者为参观者介绍航天器的构造。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王将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王煜宇

一场秋雨后，礼县大地暑气收敛，万物开始褪去盛

夏的明艳，为这片厚载历史的土地平添了几分苍劲。

作为甘肃三国文化资源富集的地区之一，礼县素

有“秦皇祖邑·三国胜地”的美誉，“六出祁山”“卤城刈

麦”“木牛运粮”等与之地缘有关的经典故事广为流传，

三国文化的历史余音在此悠悠回绕。

三国文化脉络不仅为礼县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

文化遗产，还为如今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埋下伏笔。

近年来，礼县紧盯三国文化这张“关键牌”，挖掘深

厚文化底蕴，从中获取文旅产业 IP 打造灵感，围绕县

域“大景区+全域游”文旅事业发展格局拾阶而上，迈

出了文旅融合的坚实步伐。

三国文化源远流长

“六年春……亮身率诸军攻祁山，戎陈整齐，赏罚

肃而号令长明，南安、天水、永安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

震……”——蜀相诸葛亮“六出祁山”，屯兵北伐的历史

载入《三国志》。

祁山，似一条长龙盘卧绵延在礼县大地。西起大

堡子山，东至盐官镇，莽莽 25 公里山脉，地扼蜀陇咽

喉，势控攻守要冲，是三国时魏蜀必争之地。

经过数千年的岁月沉浮后，沃野苍茫间，三国时期

的刀光血影已经无处可寻，唯有见证蹉跎岁月的历史

遗迹挺立在西汉水河畔。

从礼县县城向东出发，约半小时车程行至祁山脚

下，在东西长达百余里的平坦田野中，一座形似堡垒的

土山耸立。漫步其中，古柏森森，城墙依稀。

站在祁山堡顶，眼见西汉水绕堡扬长西去，目之所

及的山峦水岸或多或少都能寻到三国文化的踪迹。

礼县文物局局长独小川介绍，在祁山堡东南方一

华里处的西汉水南岸，有蜀军养马的“圈马沟”；其西

1.5 公里处的西汉水河床上有一巨石，人们称其为“丞

相上马石”；祁山、祁山堡以及如上这些战争遗址，纵横

分布于西汉水流域上游东西约 60 公里、南北约 35 公

里的广阔范围内，共同构成了祁山古战场。

三国史事的追溯有据，相关历史遗迹的保存修复，

不仅彰显了礼县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传承历史文脉的决

心和毅力，也为礼县文旅产业发展捋出了“文化脉息”。

近年来，礼县紧盯打造文旅康养胜地目标，以祁山

堡为中心，发掘了点将台、藏兵湾、铁笼山等遗存，形成

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三国古遗址群。

如此，有了强大的“文化芯片”，礼县祁山三国文

化产业园的建设顺势而起，为当地文旅产业发展落下关键的一子。

产业 IP应势而起

在当前旅游需求的催生下，礼县加快步伐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突

出历史文化故事、文化价值和情感附加值，展示活态文化，以三国文化为核心，打

造了文旅 IP——礼县三国文化产业园。

“三国文化产业园围绕诸葛亮‘六出祁山’的史实，以三国文化为主题，打造了集

三国主题旅游、历史穿越体验、全民国防教育、户外亲子拓展等为一体的全业态、全

要素旅游体验环节。”礼县三国文化产业园建设单位负责人赵慧萍介绍。 （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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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3日，游客在敦煌夜市游览。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张晓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