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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工不富，无工不强”，是众多地区发展

的制胜法宝。一直以来，清水不是没努力。

可 多 少 年 ，说 起 工 业 化 ，清 水 只 能 谈 酒

业。“天河春”“充国酒”，清水打造了闻名陇上

的酒业品牌。为了从工业中杀出一条血路来，

十多年前，当地还实施了总投资 2 亿元的天河

生态酒业城技改扩建项目。

毋庸讳言，这依然是在传统的农业延伸链

上做文章。对清水来说，工业照旧是最令人伤

心的短板。

清水有水名曰牛头河，有山名叫牛头山，

清水工业化发展的“牛鼻子”究竟在哪？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中国经

济高质量发展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

思想之光照亮航程。

招商引资是经济发展的源头活水，是事关高

质量发展的战略工程。对于清水来说，要把奋斗

目标变为生动现实，招商引资就是重要抓手。

然而，“招”什么，从哪“引”？

局部问题，往往要从全局中寻找答案。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天水市和清

水县认识到，在宏阔的历史视野里，顺应产业

发展大势，积极主动承接东中部产业转移，以

招商引资为牵引，推动新型工业化破局。

2022年春天，天水市决策层借助深化东西部

协作机遇，积极与山东客商接洽，叩门拜访，诚意

招商，山东华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决定前来考察。

刚开始，清水只是山东华贸考察的最后一

站，并不是他们合作的首选。

借东风、谋大势，清水把项目落地建设作

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促进社会跨

越发展的强大引擎，全方位主动出击。

把准功能定位、放大特色优势，为迎接企

业团队第一次实地考察，清水做了大量前期准

备和调研工作。

比资源、话环境、谈思路……在接待前来

考察的企业团队时，清水县领导诚意满满，端

上了精心“烹调”的举措。

“对于清水县领导的态度、决心和做事的

细节，我们非常感动。当年 6 月 1 日，仅仅接触

了一周时间，我们就与清水签约了。”山东华贸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徐瑞告诉记者，

本来他们准备在其他地方建厂，但被清水诚恳

的态度打动，决定到清水扎根。

启示二：项目何以留住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投资兴业的“广袤

沃土”，越是传统农业县，越要在优化政务服务、

提升要素保障等上面下功夫，为企业创造广阔

的发展空间

清水县清醒地认识到，引进来，是为了留

得住。要想让这一工业项目在清水“立得住”

“长得壮”，就得把优化营商环境建设作为高质

量发展的“生命线工程”来抓。

“绝不能让营商环境成为制约招商引资的

‘内伤’。”李菊霞观点鲜明，“现在招商引资竞争

强、难度大，大家都得恪守政策红线、底线，我们

只能尽最大努力拼环境、拼服务。好的营商环

境就是生产力，就是竞争力。”

“怎么办？这和当初县里给山东华贸承诺

的不一致了！”清水县有些领导有点挠头。

不可否认，山东华贸之所以选择清水，其中一

大原因是，经前期初步勘查，县里有较为丰富的

石英石资源，这正是复合陶瓷项目所需的原料。

没想到，经过详勘，当地石英石资源仅能

供企业用一两年，远远“吃不饱”。

“好的营商环境，首先就得政府要讲诚信、

重践诺、守信用。”清水县决定，不遮不掩，趁现

在只是签约，给企业第一时间解释自身资源实

际情况，让企业定夺。

令他们颇为意外，得知此事，山东华贸态

度愈加坚决，相邻县区不是有丰厚的资源吗？

项目既然签了约，就绝不搬走！

将心比心。这愈发让清水县树立了坚定的

服务理念——只要企业定了干，一切手续政府办。

如何推动这一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投

产？清水县成立了由县长为组长的工作专班，

建立了县委常委会一月一研究，县政府常务会

半月一推进、专班周调度、日统计的工作机制，

确保精准调度、高效推进。

特别是去年以来，我省全力推动招商引资

大突破，先后部署开展“优化营商环境攻坚突

破年”行动和“优化营商环境提质增效年”行

动，大力营造重商兴商、亲商爱商、护商安商、

利商富商的浓厚氛围。

以此为抓手，清水全面发力，满怀激情深

入推动营商环境“大优化”。

项目入驻后，土地审批、用能指标、项目环

评……相当一部分手续都得跑到省城、市里去办。

清水县委书记、县长等县领导带头，和山东华贸

负责人一道，一遍遍地不厌其烦跑兰州、到天水，

和省市上级部门沟通协调，不让企业过多操心。

以上率下、上下联动。县里相关部门的服

务，也从一开始就渗透到了山东华贸扎根清水

的每一个环节。

“ 企 业 在 清 水 的 名 称 ，都 是 我 们 帮 着 起

的。”清水县市场监管局局长金海杰从企业登

记注册一启动，就全力跟进服务了。

在很多人看来，企业起名，肯定很简单。

但其实，要想注册成功，得过很多关。

想好的名字，一查，和其他企业重合了，不

行；企业中意的名字，不符合经营范围，不行；

帮企业选好了，结果甘肃政务服务网上又审批

不过去，又得和企业法人再次沟通……折腾了

好几回，企业的名字总算“呱呱坠地”。

“企业名字起得快，营业执照办得就快，企

业注册得也就快，落户清水就会更快。”这一连

锁反应，正是金海杰所看重的，也是他督促下

面办事人员加快节奏的动力。

就连企业必用的一套三枚章子——企业

公章、法人章、财务专用章，也是清水县市场监

管局工作人员帮着刻的。

别看章子小，刻起来也麻烦。

“既要到公安备案，又要跑刻章的地方。

不要说手续繁杂了，他们是山东人，人生地不

熟，连地方都不方便找。”乐当“店小二”的金海

杰安排同事，主动帮企业办了。

创造宜商利商的发展环境，还得优化提升

要素保障的能力，在破解难点堵点上再加力。

为了加快项目投产进度，县里列了 40 项

细化任务的责任清单，对相关要素保障部门，

既有时限要求，也有工作要求。

刚加入为此建立的工作微信群，张燕心里

直嘀咕：“这么好的川地，能拆迁下来吗？”

她对企业要用的黄门镇台子村的地，太熟

悉了。15 年前，张燕刚工作时，恰好在这里当

驻村干部。清水大多是山地，川地很少。除了

县城所在的地方，就数这块川地平了，还沿河。

地理条件优越，交通区位也好。这块在镇

政府斜对面的地，离高速路口很近。拆迁难度

可想而知。

“两个多月，不要说拆迁，征地都完成了。”

张燕现在提及，都有点激动。她忘不了，那段

时间，她经常在微信群里看到，深夜十一二点，

县领导还深入农户，给村民做思想工作。

地征来了，问题又来了，新建的厂区大门

口正对着河，可没桥。

“金桥银路”，比起修路，修桥花费更多。

只有短短 60 多米长的桥，得花 800 万元。

县里二话没说，在财政非常紧张的情况下，

不到三个月时间，就建成了一座坚固的铁桥。

企业用电，需要政府配套建设 110 千伏专

用绿电通道。

县里紧急筹资 1700 多万元，一边和省电

力公司协调，一边征地拆迁挪电杆，两个月时

间就全线建成。

对清水来说，山东华贸的事，一点都不能

耽搁。“保姆”式的服务，让企业在“少跑腿”中，

感到切切实实的温暖，也使企业干劲十足。

徐瑞告诉记者，山东华贸在江苏、山东等

地现有四个项目，论营商环境，他首先得给清

水点个大大的赞。

政府、企业双向奔赴。一个清水人骄傲的

速度诞生了——项目 2022 年 6 月签约，当年

11 月就开工建设，仅用了 5 个月时间。

项目开工了，优化服务、要素保障不能就

此停步。

清水火车站以前只有客运。

可山东华贸所用的石油焦原料，得进口。

县里与企业和兰州铁路局沟通了七八次，今年

11 月 4 日，清水火车站货运站首次投运。

当天，这一复合陶瓷耐材项目所需的 3600

吨石油焦原料，从山东日照港运抵清水。看着

堆积如山的原料，企业负责人的干劲更足了。

为了保障货运站顺畅运行，11 月中旬，县

领导与企业又到兰州铁路局协调相关事项。

启示三：项目何以推进
—— 必 须 常 态 化 纵 深 推 进“ 三 抓 三 促 ”

行动，在项目建设一线淬炼干部作风，着力破解

制约发展的痛点、堵点，努力为客商提供便捷、

高效的贴心服务

“电路短路都找我！”放下电话，清水县工

业集中区管委会主任王国全颇为不悦。

50多岁的他觉得，干了大半辈子，好歹在县

里也是个正科级干部。可自打和山东华贸打交

道，这家企业啥鸡毛蒜皮的事都要他协调。找砂石

料、修路挖坑……这不，中午还在休息，事又来了。

想是这么想，也得解决啊！出于责任心，

王国全连忙给县供电公司负责人打电话，请他

们派人赶赴黄门工业园区。当天下午一上班，

问题就解决了。

现在回想起刚和山东华贸打交道时的心

境，王国全对记者很是坦然。

在他看来，虽然他和项目建设、工业企业打了

一辈子交道，但毕竟，清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么

大的工业项目。对包括他在内的很多清水干部来

说，在与山东华贸的接触中，他们也在成长。

复合陶瓷项目的落地，在清水县领导看来，正

是对干部队伍能力作风的一次全面检验和提升。

去年以来，我省认真开展“三抓三促”行动，

引导督促各级党员干部全力以赴干事业、一往

无前促跨越，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清水县全力纵深推进“三抓三促”行动，在复

合陶瓷项目建设中，引导党员干部始终坚持问题

导向，努力提升执行力，促进项目大落实，推动干

部队伍能力作风建设走深走实、见行见效。

不会干不行——

“以前，县里没有多少工业项目，我们的干部

也没接触过太多相关行业的人和事。现在，这么

大的工业项目来了，征地拆迁要参与，企业落户咋

服务，园区项目如何建，产业政策有哪些？……”

王国全要求工业园区干部在学中干、干中学，加快

弥补知识空白和素质短板，真正成为综合型人才，

早日成为谋发展、抓发展、促发展的行家里手。

不实干不行——

走进项目一线，带动作风转变。在复合陶

瓷项目建设中，清水县认真倾听企业诉求，真

诚回应企业关注，围绕企业所需所盼，一个一

个节点推进，切实解决企业困扰。

为了赶工期，今年春节前，企业想趁农民

工返乡时招 200 多名焊工，将冶炼车间 300 多

个挡火墙的支架全部焊完。这样，春天车间正

式动工建设时，焊接就基本干完了。要不，这

些活，三五个人得焊一年时间。

不要说大过年了，就算平时，一个小县，一

时半会，从哪找这么多的焊工？

清水县常务副县长马杰主动走进直播间，

人生第一回“县长直播带岗”。面向广大网友，

他化身“岗位推销员”，“屏对屏”介绍企业的需

求、劳动者的薪酬待遇。

线上，为企业和求职者搭建“桥梁”，清水县的，

甚至麦积区的、张家川县的一些焊工很快集结；线

下，各部门各乡镇积极行动起来，动员亲戚朋友，将

十里八乡会焊接的人都找来，解了企业的燃眉之急。

最后，用了两个月时间，300 多个支架全

焊完了。

不主动干也不行——

清水县引导党员干部明白，好企业是清水

高质量发展的“本钱”。主动上门对接，为他们

办实事、解难题，就是真正的担当作为，就能为

发展增添更多活力。

“和企业打交道多了，深感企业尤其注重效

率。”在一次次地帮企业解决一件件“小事儿”的过

程中，王国全的思维悄然转变了，“我们眼中的小

事儿，在企业那儿就是大事，光靠他们还真一时半

会解决不了。原以为企业可以自己克服的小困

难，对他们来说很可能就是无法逾越的大山。”

慢慢地，王国全不断增强工作的主动性、自觉

性。从以前的“烦透了”，开始主动替企业着想。

去年国庆假期前后，清水连续下了 9天雨。

企 业 马 上 挖 好 的 冶 炼 车 间 基 坑 ，长 400

米、宽 60 米、深 4.5 米，眼看就要被连绵的雨水

填满了。这么大的坑，周边又没有水渠，要是

雨水真填满了，就会引起四周的塌陷。

企业急，王国全心里也急。9天时间，包括他

在内的相关部门负责人都没休息。大家集思广益，

第5天，县水务局技术人员终于想出个“土办法”，

借地势走向，在基坑四周挖了壕沟，然后将塑料布

铺在里面，一条简易的排水沟就形成了。别看简

单，倒起了大作用，终于将基坑的雨水引出去了。

难题迎刃而解。可王国全觉得，这也提了

个醒，厂区的道路还没硬化，要是再下大雨，不

是又耽误工期？

硬化道路、修筑排水渠，很快提上议事日

程。冬季施不了工，他就督促企业优化道路设

计、备料。今年一开春，用了两个月时间，这些

工程就完工了。

项目推进效率提高了，干部自身能力也提

升了。

去年，王国全带领的工业集中区管委会，

获得了清水县 2023 年度政府直属事业单位及

政府部门管理单位工作考核优秀奖。

“全县那么多单位，优秀只有六个，我们考核

是第二名。到工业集中区管委会工作快十年了，

这回破天荒拿了优秀！”王国全给记者指着挂在单

位楼道显眼位置的奖牌，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干部能力作风之变，最终指向的是发展之变。

把干部在这一项目建设中展现的作风、激发

的干劲不断投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中，

复合陶瓷项目的溢出效应在清水不断延伸——

马杰递给我们一份材料，是前一阵子浙江

客商前来考察玄武岩纤维复合材料项目时，县

里准备的。

这份材料，再不像以前招商引资的资料那

样简简单单了，有 21 页厚。既有矿产资源情

况，又有企业落户当地的八大优势，还从企业的

角度条分缕析，上游下游的市场在哪，投资清水

的可行性在哪，项目落地后如何推进？……

在他看来，这就是个佐证，清水许多干部现在

开始从“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考虑问题再不

就事论事了，主动为企业服务的意识更浓更强了。

有了这样浓厚的服务意识，今年，清水县在

与黑龙江、安徽、四川等省的六七个县区同台竞

争中，最终获得了上市公司众兴菌业的青睐。

10 月，众兴菌业发布公告，与清水县政府

签订投资协议，实施总投资 2.5 亿元的冬虫夏

草工厂化仿生培育项目。

在复合陶瓷项目建设中，清水与企业越来

越像“一家人”。清水发挥山东华贸熟悉市场、

资源丰富、渠道多元的优势，大力招引与新材料相

关联的下游企业，在新材料领域开辟“新赛道”。

今年国庆假期，从 10 月 4 日开始，马杰就

再没休息，但他特别高兴。在山东华贸的邀请

下，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大中华区负责人专

程来到清水考察项目。

目前，清水县已与河北唐山、山东青岛等 4

家关联企业达成合作意向。

清水的目标是，力争将复合陶瓷耐材项目

打造成为西部最大的相关新材料产业基地，形

成新的增长极。

前进道路不可能一马平川。对于传统的

农业县来说，招商上马一个工业项目，往往需

要巨大的努力。

在清水，我们品尝到了一道特色美食，那就

是当地人戏称为全国独一无二的“真空”扁食。

何谓“真空”？与其他地方的扁食、馄饨口

味大不相同，原因就在馅上，因为根本没有馅。

啥馅都没包，就“包空气”，却能经久流传、老

少咸宜，秘诀就在浇于其中的熬制十多个小时的

汤料。虽然碗里的面皮只是扁食的样子而已，但

浇上这道费尽火候的汤料，味道格外鲜美。

忽然间，记者不禁觉得，面前这碗扁食的

烹饪技艺，岂不像极了复合陶瓷项目在清水的

落地投产过程？

资源并不优越的清水，为了项目建设，正用

心用力用情打造更优营商环境，转变干部作风。

浇上了这样的“灵魂汁子”，清水，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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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市民在清水县政

务服务大厅办理业务。

② 清水县复合陶瓷

耐 材 一 体 化 综 合 循 环 利

用项目生产车间。

③ 清水县复合陶瓷

耐 材 一 体 化 综 合 循 环 利

用项目建设现场。

本组图片：新甘肃·

甘肃日报记者 冯乐凯

①①

②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