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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 月，方大炭素

传来消息，公司成功入选工

业 和 信 息 化 部 公 布 的 2023

年度绿色制造名单，标志着

公司正式迈入国家级“绿色

工厂”的行列。

改制 18 年来，方大炭素

始终将绿色发展理念深深植

根于企业生产经营的每一个

环节，不断在环保设备升级、

环境绿化、项目资金投入等

方面加大力度。荣获国家级

“绿色工厂”、兰州市“无废企

业”、兰州市“优秀健康企业”

等一系列荣誉。

方 大 炭 素 按 照“ 环 保 改

造要立足十年，甚至二十年

都 不 再 动 ，国 际 上 有 标 准

的，一定要达到发达国家先

进 水 平 ”的 目 标 整 体 推 进 。

公 司 先 后 投 入 2 亿 余 元 ，实

施 了 包 括 压 型 沥 青 烟 治 理

项目、焙烧厂烟气深度治理

项 目 、吸 料 天 车 项 目 、余 热

利 用 项 目 、中 水 回 用 项 目 、

除尘器改造项目等 130 余项

环保技改项目，极大地提升

了 环 保 设 备 的 技 术 水 平 和

污 染 治 理 能 力 。 这 些 项 目

的实施，不仅使方大炭素的

污 染 物 排 放 浓 度 远 低 于 国

家标准限值，提高了资源循

环利用率，中水回用率更是

达到了 85%以上。

近年来，方大炭素将“花

园式工厂”建设作为绿色发展

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精

心规划与设计，打造了一系列

具有企业特色的景观，厂区绿

化率达到了 30%，极大地改

善了厂区环境面貌，提升了环

境质量，显著增强了员工的幸

福感和归属感。

作为炭素行业绿色发展

的领头羊，方大炭素还积极

牵头和参与制定了多项环保

标准，如《炭素工业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和《炭素制品制

造 二 氧 化 碳 排 放 量 计 算 方

法》等，为炭素企业的环保治

理和绿色发展树立了标杆，

推动了整个行业的绿色转型

与升级。

如 今 ，走 进 方 大 炭 素 厂

区，绿树成荫，鲜花盛开，松

柏 苍 翠 ，溪 水 潺 潺 ，鸟 鸣 声

声，仿佛置身于一座美丽的

公园之中。这正是公司“花

园式工厂”建设成果的生动

展现。

方大炭素：“花园式工厂”引领行业环保新风尚

在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有一

位深受群众爱戴的基层干部——马璇。她

是一名土生土长的东乡族干部。自大学毕

业后，她毅然选择回到家乡，扎根基层，争做

服务群众的“勤务员”。

2015 年，马璇进入东乡县那勒寺镇工

作。她深入田间地头，倾听群众心声，了解

他们的困难和诉求。无论是帮助群众解答

政策疑问，还是落实惠民政策，或是化解邻

里纠纷、调和家庭矛盾，她都尽心尽力，赢得

了各族群众的广泛赞誉。群众亲切地叫她

“阿姑”，这是对她最好的肯定。

作为基层工作的“多面手”，马璇积极宣

传落实国家政策，及时解决各族群众困难问

题。在柳树乡工作时，面对兰合铁路建设项

目征地工作陷入停滞的困境，她迎难而上，沟

通协调解决征地矛盾，为全县的征地工作打

开了良好局面。她还充分调动群众主观能动

性，助力养殖业成为全乡富民增收支柱产业。

马璇还是惠民政策的“宣传员”。针对各

族群众特点和需求，她依托各类活动载体，组

织开展了精准化、多样化的宣传宣讲，覆盖群

众 2万余人次；坚持把培训就业作为做好宣传

思想文化、提高群众收入的关键举措，协调开

展“乡村技能培训”及劳务输转，让 4000多名

低收入群众掌握一技之长，实现稳定就业；协

调帮扶近 200 多户群众发展产业、创业致富，

帮助他们获得创业担保贷款9000余万元。

马璇表示：“作为一名基层工作

者，我将以此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

表彰大会会议精神为指导，充分发

挥自身优势，认真学习宣讲，贯彻落

实各项工作要求，让民族团结之花

在东乡这片热土上灿烂绽放。”

马璇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

命。她的事迹是新时代青年干部学习的优秀典

范，是民族团结进步的生动写照。她的故事将激

励更多的青年干部投身基层、服务群众，为推动

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马璇

基层群众的“贴心人”民族团结的践行者

（接 1版）

来自甘肃乃至全国各地的货物在各个口岸

集聚，一路向西，贯通中亚，通达欧洲；一路向

东、向南，通江达海，畅销世界。

我省机电产品、装备制造、农产品、金属冶

炼制品、化工产品、动植物产品、消费品、食品等

2480 余个品种陆续出口，成为参与国际竞争的

重要标识。

全省培育建设苹果、种子、新型材料、石油

装备、洋葱等 6 个国家级外贸转型升级基地，以

及玉门化工、静宁红牛、兰州新区专业化工、岷

县中药材等 32 个省级外贸转型升级基地，产贸

不断融合，产业集聚效应逐渐显现。

今年 1-7 月，甘肃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进 出 口 232.7 亿 元 ，占 甘 肃 省 外 贸 总 值 的

72.2%，同比增长 7.5%。

我省积极支持企业开展精准招商，组团参

加国际、国内综合和专业展会，宣传推介省内优

势产品，参展成效逐年提升，助力企业拓展区域

市场，东盟已成为我省第二大对外贸易伙伴。

发挥兰州、金昌、天水、张掖 4 个国家级经

开区吸引外资主力军作用，我省积极开展各类

投资促进活动，不断推动外资规模增长。2012

年至 2023 年，全省累计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268

家 ，实 际 利 用 外 资 10.9 亿 美 元 ，年 均 增 长

12.8%。

2021 年以来，新能源产业逐渐成为我省吸

引外资新的增长点，近 3 年分别占全省利用外

资金额的 36.5%、86.1%和 89.2%，发展势头强

劲。2023 年全省实际利用外资 1.39 亿美元，同

比增长 12.8%，是全国 7 个正增长的省份之一。

通道枢纽加速建设

7 月 16 日，一辆搭载 8 个集装箱 170 余吨

温石棉的列车从甘肃敦煌起运，这批货物将通

过火车运往广西北部湾钦州港后直接通过海运

发往印度尼西亚。

“与传统的公铁海联运方式相比，出口石棉

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海铁联运，全程只需要 15

天，比原来压缩了 7 天，相关费用也节省不少，

实现了成本和效率‘双优化’。”甘肃仨盛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负责人黄苏辉说。

这是今年我省又一次采用铁海联运方式，

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向境外直接出口本地温

石棉，标志着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列车

在敦煌实现常态化开行。

通道，连接着甘肃与世界，也让世界遇见更

好的甘肃。

2016 年，由省市合力打造的甘肃省服务共

建“一带一路”国家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甘

肃（兰州）国际陆港应运而生。

这里，成为了国家首批陆港型国家物流枢

纽、国家级示范物流园区、国家首批多式联运示

范工程、国家一级铁路物流基地和全国 18 个铁

路集装箱中心站之一，亦是国家西部陆海新通

道甘肃平台、中欧国际货运班列核心中转枢纽

及中亚、南亚贸易通道枢纽。

甘肃（兰州）国际陆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带动兰州这座内陆城市，一跃成为国家向西开

放的前沿和“一带一路”的重要枢纽节点。

近年来，我省不断健全通道枢纽，开行中

欧、中亚、南亚、中吉乌国际货运班列，开辟国际

货运航线，深度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健全

集拼集运、中转、仓储、配送一体化集疏运体系，

持续提升国际货运能力。

甘肃物流集团成立中亚班列（新疆）运营中

心（喀什班列中转运营中心），加密国际班列发

运班次，开行图定班列和“甘味”特色班列，为企

业提供一站式通关服务，统筹组织的我省“4 向

多条”国际货运班列实现常态化运营，自组建以

来到发班列超 4 万标箱。

聚焦国际货运班列更高质量运营，我省不

断优化完善国际货运班列支持政策，稳定运营

中欧、中亚、南亚公铁联运、陆海新通道和东部

海港铁海联运国际货运班列，线路覆盖亚欧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

今年上半年，我省国际货运班列共发运 81

列 3869 车、零星发运 640 车，累计货运 15.32 万

吨，货值 42469.95 万美元。

为支持织密“空中网络”，兰州海关与航空

公司、物流公司及货代公司建立定期会商制度，

持续优化国际航空货运业务发展环境，积极推

广运用“机坪直提”“抵港直装”“区港联动”等监

管模式畅通监管渠道，鼓励企业运用“卡车航

班”“空空中转”等运输方式提升运力。

今年前 7 个月，兰州中川国际机场新开通

兰州-奥克兰、兰州-塔什干、兰州-香港 3 条国

际（地区）货运航线，恢复兰州-阿拉木图全货

机国际货运航线。敦煌航空口岸顺利复航，印

尼雅加达-敦煌、韩国首尔-敦煌等 3 条进出境

航线顺利开通。

前 7 个月，口岸查验单位监管进出境航班

556 架次，增加 2.2 倍，验放进出境人员 5.98 万

人次，增加 2.2 倍。

截至目前，我省共计开通国际（地区）客运

航线 43 条，开通国际（地区）货运航线 20 条。

今天的甘肃，国际国内互通、铁路公路航空

互联、物流枢纽节点基地互补、内贸外贸互融的

大发展、大服务局面已经初步形成，“一带一路”

建设的黄金地段效应已经初步显现。

对外交流助力融通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随着“一带一路”建设

的深入推进，我省对外开放从注重量的扩张转

向质的提升，多姿多彩的“甘肃元素”在“一带一

路”建设中，绘就浓墨重彩的对外交流新画卷。

多哥人民联盟之家、津巴布韦体育场、科特

迪瓦国家剧场、加纳海滨大道……作为甘肃省

唯一一家以海外工程承包为主业的“中”字头国

有企业，甘肃建投中甘国际在非洲建设了不少

地标建筑。

近年来，甘肃建投中甘国际积极参与“一带

一路”建设，实现“产能走出去、市场走进去、产

业走上去、效益走回来”的发展，形成了西非、东

非、南非等多个市场。

2023 年，实现经济总量 71.26 亿元，同比增

长 18.12%，实现订单量 112.48 亿元，同比增加

74.14%，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

金川集团印尼镍冶炼产能产线并购，白银

集团首信秘鲁多金属尾矿综合利用等重点投资

项目进展顺利；援塞拉利昂国家体育场大修项

目、援纳米比亚 4 所学校项目等对外承包工程

稳步推进……作为内陆省份的甘肃，对外贸易

活力逐步释放。

2012 年至 2023 年，全省实际对外直接投

资额 63.1 亿美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对外直接投资额累计达 23.72 亿美元，占全省

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 37.6%，涉及矿产资源开

发、汽车制造、医疗技术服务等领域。

借助文旅资源优势，我省与共建“一带一

路”国家，在文物保护、文化传承、数字技术、人

才培养等方面广泛开展合作交流；举办各类以

丝绸之路和敦煌文化为主题的文物外展，以国

际化视野建设“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典范”“敦煌

学研究高地”，将相关科研成果和标准规范向共

建“一带一路”国家推广。

舞剧《丝路花雨》《大梦敦煌》入选国家文化

出口重点项目；庆阳香包、华源纽约东方创客平

台入选国家文化出口重点项目；甘谷麻鞋及麻

编制品生产线扩建项目入选文化和旅游部“一

带一路”文化贸易与投资重点项目……在“一带

一路”建设的舞台上，我省积极推动项目合作和

对外文化贸易大放异彩。

医药卫生领域合作是我省融入“一带一路”

建设的重要内容。

2023 年 3 月，甘肃省第 23 批援马达加斯加

医疗队出征，目前正在马国开展工作，已诊疗马

国患者 5.2 万余人次，带教培训马国医务人员

200 余人次。

1975 年起，我省共选派中国（甘肃）医疗队

23 批 687 人 ，赴 马 达 加 斯 加 执 行 医 疗 援 助 任

务，累计接诊患者约 455 万人次，并实施“中马

中医中心”“光明行”“春苗行动”等项目，赢得了

马国政府和民众的广泛好评。

今年 3 月，我省组建第 6 批援助布基纳法

索中国（甘肃）医疗队，赴布执行援外医疗任务，

截至目前，共诊疗患者 4000 余人次，其中，中

医诊疗 1000 余人次。

据介绍，我省先后在 12 个共建“一带一路”

国家建立 16 家岐黄中医中心（学院），开展中医

诊疗、义诊、教育培训等工作，累计诊疗患者约

18 万人次，培训境外医师 200 余人，并吸引大

批国外学员来甘培训，招收 22 个国家 200 余名

留学生攻读学位。

经贸往来密切，文化旅游渐火，医疗援助不

断，甘肃与世界贸易畅通、民心相通，对外开放

向更高层次、更宽领域迈进。

2000 多年前张骞的“凿空之旅”，打通了西

域与中原的商业贸易，开创了文明互鉴与文明

交融之路。

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扩大开放、促进中

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更深融合发展的重大举措，

开辟了人类共同实现现代化的新路径。

今天，在共建“一带一路”奔向下一个金色

十年之际，甘肃传承着古丝绸之路的历史渊源，

不断扩大“朋友圈”，让甘肃更好走向世界、让世

界更多了解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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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1 版）让王宏斌惊喜的是，村里的水塘不

仅适合螃蟹生长，还产量高、品质好，一只蟹

平均重 3 两，两公、两母就是一斤，年产量最

高能突破 8000 斤，还没有泥腥味，蟹黄黄、

蟹膏带甜味儿。这一独特品质一传十、十传

百，迅速走向全国。后经有关专业部门检

测，古寨村的泉水中锶含量丰富，在富锶泉

水中养殖的螃蟹，品质独特，再加上水中丰

富的水藻、小虾作为天然饵料，这样便养殖

出了鲜肥富锶的大闸蟹。

“你看，我微信朋友圈里有 3000 多个朋

友，来自天南海北。”王宏斌说，“许多人都是

经亲朋好友相互推介，主动加我微信并下单

的。”“越是距离远、越是不认识，我们越要提

高服务品质。客户下单后，我们第一时间发

货，尽快送达，让全国朋友品尝到肥美、鲜

美、味美的临泽蟹。”

作为全村的致富产业，王宏斌和乡亲们

对水塘里的蟹倍加呵护。

“规模化养殖的蟹，很娇气！”王宏斌说，“每

年从 3月下旬放蟹苗开始，一旦遇到阴天或湿

热天气，水下就容易缺氧，蟹就会爬出来吸氧。

我们随时根据天气变化，通过增氧机给水下增

氧，确保蟹在水下有良好的生长环境。”

这就需要养殖场 24 小时有安全稳定的

电力供应。

为此，古寨村附近的新华供电所台区经

理经常前来巡视线路，及时进行消缺作业，

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今年 8 月的一个深夜，养殖场附近突然

断电，国网张掖供电公司集合抢修力量，组

成 6 支抢修队伍连夜对该线路展开排查，最

终发现变压器内一个计量装置出现故障，及

时维修后，很快就恢复供电。

“当供电所台区经理给我打电话说电已通

时，我已经入睡。”王宏斌说，“其实，当天有风，

水上有波浪，不需要启动增氧机给水下增氧，

但供电所的服务，还是让我们很感动。”

近年来，为服务临泽县水产养殖产业，

国网张掖供电公司科学制定配套电网改造

施工方案，实施变压器增容工程，积极投资

架设 400 千伏安变压器 1 台，安装高压开关

及配套计量装置 1 套，进一步提升蟹场用电

服务质量。

据了解，位于祁连山北麓的临泽县，黑河

水流经形成了大面积的河流、湖泊和沼泽，养

殖水产品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近年来，临泽县

充分挖掘水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螃蟹养殖产

业，产出的蟹有着青壳、白肚、金爪、体壮膏肥、

香味浓郁的特点，螃蟹养殖面积达 6000 多

亩。今年，大闸蟹喜获丰收，产量达 100多吨，

预计实现收入1500万元左右。
临泽螃蟹下江南

兰州新区综合保税区。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丁凯

“天马号”中亚国际货运班列从武威南站开出。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宋佳龙

酒泉奥凯种子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种子加工成套装备等高端主导产品出口欧洲及

东南亚的多个国家。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侯崇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