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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杨唯伟
通讯员 马进红 柳旭馨

眼下，正值渭源县中药材采挖收获的

最佳时节，药农、药商、专业合作社抢抓晴

好天气，抢收晾晒和加工销售中药材，到处

都是“晒”丰收、忙增收的火热劳动场景。

走 进 渭 源 县 莲 峰 镇 的 药 材 地 里 ，浓

浓药香扑鼻而来。莲峰镇下街村种植大

户 兰 海 军 忙 着 将 破 土 而 出 的 中 药 材 采

收、分拣。“我今年流转 203 亩土地，这两

天雇了挖掘机挖黄芪，按照采挖情况看，

应该能卖个好价钱。”

中药材采挖如火如荼，中药材销售同样

火热。当归头片、当归节子、当归个子……

走进渭源县会川镇德隆种植农民专业合作

社，院内晾晒着各类当归，空气中弥漫着浓

郁的药香。

渭源县会川镇德隆合作社专营保农残

当归。“我们与全国各大药厂、企业、终端客

户达成长期合作，订单销售各种规格的保

农残当归，合作社负责收购和初加工，做农

残鉴定，确保当归全检合格，企业负责销售

和精加工。”合作社负责人朱鹏程介绍。

据了解，2023 年，合作社精加工当归

系列产品 800余吨，出售到山东、广东、安徽

等 地 药 企 及 饮 片 厂 ，年 销 售 额 达 8000

万 元。

在 莲 峰 镇 刘 营 村 的 艾 草 产 业 生 产 加

工 基 地 ，工 人 们 正 忙 碌 地 研 磨 、筛 选 、打

包。基地采用“公司+党支部+合作社+基

地+农户”的经营模式，由公司向相关村级

合作社统一提供优质艾草种苗和技术指

导，村级合作社联结农户进行栽种、收割

和订单回收，通过加工销售艾绒、艾粉等

系列产品。

甘肃岭域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艾草

基地厂长苏亚东说：“目前，公司在全县建

立艾草种植基地 500 亩，与 11 个合作社进

行种植采购。如今，已存储陈化艾草 800

吨，收购艾草 1500 吨，研发大健康产品 16

种，实现经济效益 860 万元，为 1 个村集体

分红 24 万元，提供就业岗位 36 个，带动农

户增收 128 万元。”

近年来，渭源县以打造“全国道地中

药材药源基地”和“全国精制饮片加工基

地”为目标，按照“南归北参川芪”绿色道

地中药材种植布局，发挥中药材产业集群

优势，以“药材好、药才好”的理念，重点实

施“渭源白条党参”“渭源药膳”品牌建设、

赋能、提质工程，推进中药材绿色化、有机

化发展。

渭源县中医药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辛

军介绍，今年渭源县中药材种植面积达 35

万余亩，主要包括当归、党参、黄芪和柴胡

等，预计中药材生产总值 51 亿元。

渭 源 ：振 兴 路 上 药 飘 香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金奉乾

遍地金黄粮满仓，硕果累累收耕忙。

金秋时节，武威市 137 万亩玉米进入集中

收获期，广大农户抢抓晴好天气采收玉米，

收割机和运输车辆的轰鸣声奏响了丰收的

交响曲，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

近日，记者在凉州区武南镇下中畦村

看到，广袤的高标准农田里一排排玉米植

株挺拔整齐，金黄的玉米棒颗粒饱满，这里

的玉米迎来了大丰收。在种粮大户李双学

家的玉米地里，三台玉米收割机开足马力

来回穿梭，两台大卡车紧跟其后，收割、装

车、拉运等工序一气呵成。

“今年我在下中畦村流转土地 1400亩，

其中 1300亩春小麦套种玉米全部采用浅埋

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进行播种，加上雨水

多，田间管理及时到位，玉米长势良好。”望

着眼前的丰收景象，李双学面露喜悦。

今年以来，武威市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

治责任，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围绕粮食生产关键环节，落实最严格的耕地

保护制度，引导农民科学种粮，通过建设高标

准农田、推广优良农作物高产品种，优化种植

结构，帮助农民实现增产、增收。在粮食生产

过程中，市、县（区）签订目标责任书，逐级落

实粮食生产任务，不断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

力，今年全市共种植玉米 137.16 万亩，主要

种植先玉 1225号、先玉 1321号、晋单 73号、

陇单10号等高产、耐旱玉米新品种。

在 古 浪 县 永 丰 滩 镇 新 河 村 的 玉 米 地

里，机器轰鸣声不绝于耳，随着数台大型玉

米收割机的快速行进，摘棒、剥壳、秸秆粉

碎等同步完成，没过多久，黄澄澄的玉米棒

就堆放在村头的晾晒场上。

“今年我种了600亩制种玉米，都是订单

农业。从播种到收获全程机械化种植，大大降

低了种粮成本。”永丰滩镇新河村种粮大户王

冰义感触地说，开展机械化收割，实现了玉米

从“手掰”到“机收”的转变，机械化作业不仅降

低了农户的劳动强度，也减少了粮食损失，提

升了作业质量，为粮食丰产提供了有力保障。

今年秋收大幕开启后，武威市紧抓秋

收黄金时期，精心安排部署，加力推进各项

服务工作。“我们紧盯关键环节，分类精准

指导，全市成立 29 支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

队，帮助农户和农机手解决实际困难和问

题，千方百计夺取秋粮丰收。”武威市农业农

村局局长王峥说，为加快推进秋收进度，保

障粮食安全，武威市农业农村局早安排、早

行动、早落实，根据各县区玉米成熟情况，加

强农机调度，指导农机手做好农机具检查、

维修和保养，累计检修保养农机具 1.86 万

台（套），培训农机手 2813人。

同时，牢固树立“减损就是增产”的意

识，大力推广机收减损技术，有效降低技术

作业损失率，确保颗粒归仓。截至目前，全市

共投入玉米收割机 1667台、打捆机 1068台，

已收获玉米124.3万亩，收获比例达91%。

——武威市137万亩玉米进入集中收获期

沃 野 金 黄 丰 收 忙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杨唯伟

通讯员 李 娟

一 场 秋 雨 过 后 ，阳 光 缓 缓 穿 透 云 层 ，

斑 斑点点洒在通渭县新景乡王湾村果农郑

新荣的果园里，四位妇女正在采摘苹果，她

们手提篮子、手握剪刀，边摘边剪，郑新荣则

来回搬运着一筐筐采摘好的苹果，忙得不亦

乐乎。

“这几年苹果收成一直不错。”郑新荣笑

着说，目前自家 20 多亩苹果处于盛果期，今

年预计能产 8 万斤。

苹果红了，果农笑了。今年，通渭县的

10.2 万亩苹果喜获丰收。当下正是采摘的

关键期，广大果农早出晚归，忙碌采摘、分

拣、装箱，将一箱箱来自北纬 35 度的甜蜜送

往全国各地。

一块蓝色油布，搭在地埂下，便成了临时

储藏苹果的地方。蹲在苹果堆前捡苹果的新

景乡王湾村果农郑军栓笑得很开心。一个月

前，他家苹果因为果面干净、大小均匀，以 4.55

元每斤的价格订给了客商，高于一般价格 3.8

元每斤。

从取袋到摘苹果将近四十多天的时间，

是果农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四点半起床，

吃点早饭，五点就到地里，虽然辛苦，但看到

今年苹果这么好，也值了。”果农郑海军说，

他种了 20 多亩苹果，这两天正在装箱，预计

能赚十五六万。

“ 通 渭 的 苹 果 果 形 、果 面 、红 度 都 很 出

色，口味更是好。”四川客商漆兴强每年收购

苹果的时候都会来这里，他说，“今年计划收

购 60 多万斤的苹果，主要销往广东、云南、

四川等多个市场。”

北纬 35 度的黄金分割线，成就了通渭果

香浓郁、爽脆可口、酸甜适度的优质苹果。新景乡王湾村

203 户人家，苹果种植面积达 4649 亩，户均在 20 亩以上。

王 湾 村 的 苹 果 是 通 渭 县 苹 果 产 业 的 一 个 缩 影 。

近 年 来 ，通 渭 县 立 足 自 然 条 件 、劳 动 力 资 源 和 市 场

前 景 ，把 苹 果 产 业 作 为 优 势 特 色 产 业 和 农 民 增 收 致

富 的 主 导 产 业 。 全 县 现 有 苹 果 15.4 万 亩 ，种 植 区 域

涵 盖 全 县 东 部 、南 部 、中 部 13 个 乡 镇 ，挂 果 面 积 10.2

万 亩 ，2024 年 果 品 总 产 量 预 计 可 达 9.8 万 吨 ，总 产 值

预 计 达 6.5 亿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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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兰州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杜雪琴）今年前三季度，甘肃电投集团累

计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2.4%，完成工

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13.48%，主要生产经

营指标实现两位数以上增长，持续保持较

好增长势头。

今年以来，甘肃电投集团加强统筹调

度，优化营销策略，加大外送电量，全力当

好“扛指标、稳增长”和产业转型升级的主

力军。1—9 月已投产总装机 1033.57 万

千瓦的 53 个“风光水火储”发电生产项目

长时间处于高负荷状态，累计完成发电量

同比增长 18.68%；完成供汽量同比增长

20.55%。同时，企业全力推进国企改革深

化提升行动，所属上市公司甘肃能源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并购重

组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前 三 季 度 ，甘 肃 电 投 集 团 全 面 实 施

“生产经营增产降本”行动，通过加强银企

合作、压降带息负债规模、降低外部银行

贷款利率等方式节约财务费用支出。及

时分析研判电力市场走向，准确分析现货

交易边界条件，统筹制定现货交易策略，

确保现货收益最大化。持续做好乏汽余

热回收等供热能力提升改造、汽轮机通流

改造等工作，供电煤耗、厂用电率等生产

经营指标明显下降。

同时，甘肃电投集团深入推进安全生

产标准化建设和班组安全建设，全面细致

开展隐患排查和整改，安全平稳保障迎峰度夏、防汛

度汛期间电力设备安全稳定运行，安全生产基础持续

夯实。狠抓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合理安排机组检修，

所属 4 家火电企业扎实做好今年冬季能源保供准备工

作，根据天气状况，随时做好开栓供暖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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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杜雪琴

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电，是怎

么来的？火力发电厂是怎么建成的？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张掖市经济开发

区的甘肃电投张掖电厂二期 2×1000 兆

瓦燃煤机组扩建项目建成现场，详细了解

水变成蒸汽，把热能转化为机械能，再转化

为电能的神奇过程。

火力发电，从水开始。

来自张掖市污水处理厂的再生水（中

水），经过中水处理站，进锅炉加热，通过

汽轮机转动，带动发电机转动，进行发电。

在项目主厂房南侧的综合水务区，配

备了锅炉补给水车间、中水处理站，综合

水泵房以及工业、消防水池等，每小时可

以处理 1000 吨的城市再生水。

“建在这里，我们既考虑了厂外中水

供 水 管 线 引 接 方 便 ，也 缩 短 了 与 锅 炉 补

给水车间、废水处理站之间管线长度，工

艺流程更加顺畅合理。”甘肃电投张掖发

电公司工程管理部副主任王嘉诚介绍。

正在建设的两台百万千瓦机组的锅

炉，是整个项目最核心的工程。

据介绍，这两台锅炉最大连续蒸发量

每小时达到 3000 多吨，单台锅炉高达 100

米，安装焊口数有 7.2 万道左右。

“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我们加快建

设进度，计划明年 3 月，完成锅炉水压试

验。”王嘉诚说，“现在，汽轮发电机组相关

设备已经陆续到货，开始安装。”

锅炉燃烧需大量的原煤。

甘肃电投张掖电厂二期扩建项目新

增原煤装卸线 3 条。新增专用线今年 7 月

24 日已竣工验收。项目同时配备了 1 座

条形封闭煤场，总储煤量约 23 万吨，可以

满足两台百万千瓦机组 15 天的耗煤量。

目前，煤场主体工程建设基本完成，

进 入 斗 轮 机 、翻 车 机 、带 式 输 送 机 安 装

阶段。

煤场正在安装的两台斗轮机，可以像

风火轮一样的斗轮装置把煤棚里的原煤

通过传送带输送至磨煤机。“磨煤机就像

把麦子磨成面粉一样，把原煤磨成粉末，

传送到锅炉内部燃烧，将水变成了 620 度

的蒸汽。”王嘉诚说。

在煤棚旁边，240 米的烟囱已经封顶，

高耸的烟囱两侧是两台正在建设的脱硫

吸收塔。

锅炉燃烧产生的烟气中存在的二氧

化硫等有害气体，正是在这两台脱硫吸收

塔 中 进 行 去 除 ，从 而 确 保 气 体 排 放 合 格

的。

“ 我 们 是 零 排 放 电 厂 ，没 有 废 水 排

出。”王 嘉 诚 介 绍 ，该 项 目 脱 硫 废 水 采 用

“预处理+低温烟气余热浓缩+高温旁路烟

气蒸发”零排放处理工艺，目前与项目主

体建设同步施工。

据介绍，项目 2 台百万千瓦机组发出

的电流，将接入厂内新建 750 千伏配电装

置，输送到千家万户。

完成发电使命的蒸汽，从汽轮机里排

出后，需要在间冷塔进行冷却回收。

张掖电厂二期扩建项目采用河西地区

首个全钢结构间冷塔，和原来混凝土结构

相比，具有施工周期短、施工更便捷的优

点。

间 冷 塔 塔 基 外 缘 直 径 120 米 ，塔 高

190 米，整塔共有 18 层，其设置的空冷散

热器总面积达 267 万平方米。就像一个巨

大的暖气片，释放热量，让热水冷却，再进

行循环使用。

至此，记者走完了张掖电厂二期扩建

项 目 施 工 现 场 ，也 了 解 了 火 力 发 电 全 过

程。

据介绍，甘肃电投张掖电厂二期扩建

项目总投资 74 亿元，占地约 40 公顷，是

2023年省列重大项目。项目于 2023年 4月

7 日 开 工 建 设 ，计 划 于 2025 年 11 月 全

部 投 产 ，项 目 投 产 后 年 发 电 量 最 大 可 达

100 亿千瓦时。

项目建成后，将作为我省自用调峰火

电 项 目 ，为 新 能 源 提 供 良 好 的 调 峰 和 补

偿，促进新能源消纳，提高河西电网的安

全稳定性。

“我们将加快进度赶工期，确保高标

准高质量完成项目建设，力争早日全面建

成、投产发电，进一步提升河西地区电网

系 统 调 峰 能 力 ，促 进 地 方 经 济 高 质 量 发

展。”甘肃电投张掖发电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杨其军表示。

——甘肃电投张掖电厂二期扩建项目建设现场见闻

火 电 厂 是 怎 么 建 成 的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于晓明

日前，第 14 届亚洲葡萄酒质量大赛上，来自嘉峪关的紫轩

“2017 典藏赤霞珠干红葡萄酒”凭借卓越的品质和独特的口感

荣获金奖，为中国葡萄酒在国际舞台赢得赞誉。

近日，记者走进紫轩葡萄酒庄园葡萄生产基地，一串串裹

着白色薄纱的紫葡萄晶莹剔透，果农们穿梭在葡萄藤间采摘。

不远处的紫轩酒业发酵车间，经过现场糖度检测的葡萄，正依次通

过传送绞轮送入机械设备，进行压榨、发酵，灌装。在紫轩1号葡萄

酒窖，空气中弥漫着橡木桶和葡萄酒的混合芬芳。

紫轩酒业是中国首家通过国际 IFOAM 和国内 OFDC 两项

有机产品认证的葡萄酒企业，紫轩葡萄酒作为河西走廊葡萄酒

的优秀代表，也是这里的地理标志产品。

“葡萄酒产业市场竞争激烈，与酿酒工艺成熟且上市已久

的企业相比，想要后来居上，必须付出更多努力。”甘肃紫轩酒

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闫涛说。

聚焦酒类企业税费优惠政策精准落实和业务疑难问题快

速响应，嘉峪关市税务局组建税费智库服务团队，根据企业发

展特点“线上+线下”双向推进，通过电子税务局、征纳互动平

台、税企联络群等渠道推送税费优惠政策、重点减免事项及优

惠金额。税务联络员不定时走访调研企业的经营情况，问需解

疑，做好政策辅导和风险提醒，确保企业在种植、生产、酿造、销

售等环节全面享受相关税收政策优惠。

“企业发展背后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持，也离不开税务部门的

扶持，研发过程中遇到增值税加计抵减、企业所得税研发费用加计

扣除等税务问题，只需一个电话或信息，就能马上得到税务人员的解

答。”闫涛介绍，自2005年6月紫轩酒业建厂以来，税务部门主动对

接，推送新办企业流程及税惠政策，辅导企业适用税收政策，指引财务

人员网上操作，及时进行涉税风险提醒，帮助企业迈稳发展的每一步。

从 2022年开始，紫轩酒业公司已享受税费优惠政策 424.3万

元，研发费加计扣除减少应纳税所得额 760.15万元。在税收政策

加持下，紫轩酒业深耕有机种植及技术研发，目前拥有干型葡萄

酒、冰酒、利口酒、葡萄烈酒（白兰地）等四大系列一百多个品种。

同时，紫轩酒业不断加大新品研发力度和资金投入，企业技术中心

重组为甘肃省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技术创新中心，获得发明专利 2

件，有效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21件，有效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82件。

如今，紫轩酒业公司已成为国家级有机食品基地、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驰名商标”和“国家合格评定质量信得

过产品”的葡萄酒酿造企业。

小葡萄变身“红琼浆”

本报嘉峪关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于晓明）今年，嘉峪

关市接连承办长城马拉松、国际铁人三项赛等多项大型赛事。

为确保赛事平安有序、市民出行通畅，嘉峪关公安交警制定了

交通管制路段时间表和市区分流引导图，利用大数据破解城

市交通难题。

应用于赛事保障的交通管制和分流引导图表，背后有着多

项复杂的数据系统支撑：会算时间的智能红绿灯、随机应变的

“潮汐停车场”、道路交通事故分析预警系统、道口车驾查控系

统……嘉峪关公安交警通过汇集城市、农村、公路前端感知设

备数据，依托数据建模形成 100 余种“字典”和 70 多种清洗规

则。过去需要多人完成的数据分析工作，如今依靠系统的智能

筛选，仅需 2 人便可完成。

嘉峪关公安交警运用“智慧交通大脑”深度挖掘大数据

应用，着力提升“智慧信号、智慧管理、智慧安保、智慧出行、

智慧停车、智慧服务”六大功能，建成绿波道路 25 条，通过 AI

技术自动生成配时方案，建立交通信号制，实现流量动态预

警和交通信号智慧调控，辖区道路通行能力明显提升。

近年来，嘉峪关市公安部门坚持以大数据与社会治理深

度融合为主线，着力构建“专业+机制+大数据”新型警务运

行模式，探索出一条覆盖面广、集成性高、融合度深、具有地

域特色的智慧公安建设之路，加快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

嘉峪关:大数据赋能公安工作现代化

10月 26日，陇南市武都区首届自行车邀请赛在生态优美的裕河镇鸣枪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 310名骑行者参赛。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李旭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