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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武威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金奉乾）今年以来，武威市围绕培育打造

9 条重点产业链和 5 个百亿级产业集群，

加强政策协同，优化区域布局，积极构建

产业链链长制工作推进体系，全力强主

链、优老链、建新链、延短链，助推全市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今年，武威市坚持把项目建设作为产

业链培育发展的重要抓手，谋划实施产业

链重大项目 190 项、总投资约 472 亿元，

伊利液态奶工业互联网新技术应用改造、

国 家 能 源 集 团 凉 州 区 10 万 千 瓦 光 伏 发

电、稻盛云武威智算中心、武威荣丰硅业

年 产 12 万 吨 工 业 硅 等 重 大 项 目 加 快 建

设，有效带动产业链集群发展。坚持把科

技创新作为产业链培育发展的强劲动力，

建立链长制科技支撑服务体系，靶向扶持

重点企业提升创新研发水平。争取省级

科 技 项 目 55 项 ，实 施 市 级 科 技 项 目 56

项。为 86 家科技型企业争取省级奖补资

金 940 万元，落实研发费用奖补资金 360

万元，落实强科技奖补资金 995 万元。

同时，持续放大特色产业集群效应，

全市新能源及装备制造产业增势强劲，建

成及在建新能源装机规模达到 1275 万千

瓦，“十四五”第一批 200 万千瓦新能源及

国家第一批大基地 130 万千瓦光伏治沙

项目全部建成并网，第二批 220 万千瓦及

天祝专项 50 万千瓦风电项目全部开工建

设。新材料产业稳步壮大，实施电子铝

箔、工业硅、高纯硅、单晶硅拉晶等产业链

重点项目 43 项，完成投资 21.8 亿元。新

玉通、合西机电、中超容等 21 个项目建成

投产，潮汛单晶硅、锦恒铭镍网等项目进

展顺利。以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为

主线，加快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

融合，累计建成 5G 基站 3835 个，千兆光

网用户超过 76 万户，建成优然牧业智慧

牧场及伊利乳业、重通成飞、嘉寓新能源

等数字化智能制造项目。

此外，深入开展“引大引强引头部”行

动，加大“走出去”“请进来”的力度和频次，举

办“春晖行动”新疆行、“武威市·江浙行”等专

题招商活动，加强与金风科技、新华水电等

企业对接，签约引进亿采储能电池、世纪文

澜有机大米加工分装等项目。今年 1至 10

月，全市实施产业链招商引资项目 686项，

落实到位资金389.7亿元、增长93.9%。

武威聚力推进产业强链补链延链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吴涵

初见郑海学研究员，是他刚从全国科

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

士 大 会 上 捧 回“ 国 家 技 术 发 明 奖 ”的 时

候。“大会上见到的院士、专家，都是‘行走

的参考文献’和‘活动的教科书’！”郑海学

的钦佩之情溢于言表。

（一）

1979 年出生的郑海学，主要从事口蹄

疫与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的基础理论

和防控技术研究，现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兰

州兽医研究所所长、兰州大学动物医学与

生物安全学院院长、中农威特生物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动物疫病防控全国重

点实验室副主任、口蹄疫与新发病流行病

学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

郑海学主持国家、省部级重大科研项

目（课题）10 余项；以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

发表 SCI 论文 80 余篇；以第一发明人获授

权国际发明专利 3 件、国家发明专利 110 余

件；其团队制（修）定国家标准 3 项、行业标

准 1 项 。 获 得 国 家 技 术 发 明 二 等 奖

（2024）、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16）、甘

肃省技术发明一等奖（2022）等个人奖励或

荣誉 13 项。

此次郑海学和他的研发团队获奖的项

目是“猪用重组口蹄疫 O 型、A 型二价灭活

疫苗的创制与应用”。这也是郑海学带领

团队和成果转化企业一起第二次获得国家

科学技术奖励。

郑海学说，“猪用重组口蹄疫 O 型、A

型二价灭活疫苗是目前口蹄疫疫苗的标杆

产品，是经过临床检验的好产品，也是团队

‘十年磨一剑’科研攻关的成果，成功实现

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

据 郑 海 学 介 绍 ，口 蹄 疫 是 危 害 猪 、

牛 、羊 等 家 畜 最 为 严 重 的 世 界 性 烈 性 传

染病，长期在非洲、中东和东南亚地区流

行 ，形 成 了“ 国 际 流 行 长 廊 ”，对 我 国 威

胁 巨 大 。 2010 年 以 来 ，先 后 有 O 型 和 A

型 2 种 血 清 型 5 个 流 行 毒 株 传 入 我 国 ，

而 我 国 没 有 猪 用 A 型 口 蹄 疫 疫 苗 ，也 没

有 能 同 时 预 防 O 型 和 A 型 的 猪 用 疫 苗 ，

致使我国养猪业处于高危状态。

郑 海 学 带 领 他 的 团 队 紧 扣 国 家 口 蹄

疫 防 疫 重 大 需 求 ，面 向 国 际 前 沿 和 畜 牧

业 生 产 主 战 场 ，针 对 疫 苗 创 制 过 程 中 抗

原生产性能低、抗原谱窄、免疫效力不高

的关键技术难题和疫苗智能化制造水平

低 等 产 业 问 题 ，不 断 破 译 防 治 动 物 疫 病

的 密 码 ，与 中 农 威 特 和 金 宇 生 物 等 企 业

一道，经过 10 年联合攻关，从基础理论到

关键技术、到疫苗产品制造、再到产业化

生产应用，呈链式创新体系开展研究。

该成果首先揭示了田间口蹄疫病毒从

牛适应到猪宿主嗜性变异的分子基础，并

阐明病毒致病与免疫调控相关机制，理论

指导疫苗设计，发明了猪用高效疫苗种毒，

从源头上解决了疫苗种毒制备的核心技术

难题，进而发明了高产能疫苗种毒生产用

细胞株和高效培养基，创新了口蹄疫疫苗

制造技术体系，首创口蹄疫疫苗大规模智

能化制造工厂，提高了疫苗生产效能和质

量，提升了我国动物疫苗工业化制造水平。

（二）

研制疫苗是个精细的系统工程。科研

人员告诉记者，疫苗种毒就像种子，细胞和

培养基就像土壤和肥料，生产工艺就像借

助机械高效种植大田，科研工作者不断精

进优化细胞培养和抗原生产工艺，就好比

保证了优质种子在田间得到深耕细作，目

标是实现高产丰收。

郑海学带领团队发明了猪用重组口蹄

疫二价灭活疫苗，获得国家一类新兽药证

书，并产业化应用全国，填补了猪用 A 型疫

苗 的 空 白 。 该 疫 苗 应 用 全 国 ，累 计 销 售

46.43 亿元，利税 21.10 亿元，间接经济效

益 1442.74 亿元，对我国口蹄疫从“疫情频

发”到“A 型免疫无疫、O 型有效控制”防疫

形势的根本扭转发挥了关键性技术支撑作

用，经济、社会效益巨大，得到了行业和社

会广泛认可。

“这是科技创新支撑了高效疫苗创制

和生产，我们要做的就是经得住临床检验

的科技成果，让养殖企业不用再担心口蹄

疫，实现廉价高效绿色健康养殖，用得放

心，用得安心。”郑海学说。

“我们还向柬埔寨、越南、蒙古国等国

家提供了口蹄疫疫苗和技术援助，他们专

门寄来感谢信，这是国际上对我们‘中国

方案’的认可。”郑海学满怀信心地说，下

一 步 ，要 让 我 们 的 技 术 产 品 继 续 走 出 国

门，为加快全球口蹄疫净化进程作出“中

国贡献”。

郑海学说，兰州兽医研究所多年来扎

根西北，扎根兰州，会继续做好科研工作，

以国家重大需求为导向，做经得住检验的

科技产品；将继续依托西北地区的畜牧产

业特色和优势，把学科优势、基础研究融合

到疫苗产业，并引进更多海内外优秀科研

工作者，让甘肃成为生物制品的创新高地、

人才高地、产业高地和技术策源地。

研究员杨帆 2009 年毕业后就加入了

郑海学的团队，是郑海学团队中的技术骨

干之一。杨帆回忆道：“做 A 型疫苗研发时

恰逢春节，为了尽快解决疫苗种毒设计改

造中遇到的问题，郑所长和我们过年都没

有回家。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我们获得

了生产性能、抗原性、稳定性等多项指标优

良的疫苗种毒。我们团队就是靠着这样的

执着、毅力和久久为功的精神破解了一个

又一个难题，不断取得重大突破。”

“疫苗的研发周期很长，但这一切都是

值得的。”杨帆说，“我们的研究为国家动物

疫病防控提供了技术和产品支撑。这个过

程，也是对自己的不断磨砺，这些经历更让

我体会到，一个人只有把自己的梦想与国

家的需求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感受到梦想

带来的那份坚韧而又厚重的力量。”

在杨帆眼中，郑海学在科研和带领团

队上有独到的创新思维和敏锐眼光。“他

对科研始终带着敬畏和真诚。在工作中，

他没有任何私心杂念，始终潜心钻研、纯

粹追求。”

“ 动 物 疫 病 的 防 控 还 有 更 远 的 路 要

走。”郑海学说，我们有坚定的信心、强大的

力量和更多先进的技术组合，永葆初心，持

续推动动物口蹄疫等重大疫病防控技术产

品走向更大的国际舞台。

——记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研究员郑海学

扎 根 西 北 潜 心 科 研

本报庆阳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安志鹏）记者近日从庆阳市农业农村局获

悉，庆阳市积极推广发展种、养、菌“三元双

向”循环农业，大力实施百万亩复种增粮增

效等工程，持续健全完善农业废弃物循环

利用、品牌建设、科技创新体系，加快推动

现代农业提质增效。今年前三季度，当地

完成一产增加值 104.6亿元、增长 6.2%，增

速高于全国 2.8个百分点。

庆阳市加快构建以种植业为基础、以

养殖业为牵引、以菌业为纽带的“三元双

向”循环农业格局，持续提升耕地利用率

和产出率。全力打造环县等 4 个肉羊产

业带、宁县等 3 个肉牛产业带、西峰等多

个生猪生产大县和镇原县白羽肉鸡产业

基地。探索推广食用菌产业发展新模式，

引培食用菌生产龙头企业 29 个，建成食

用菌生产基地 42 个。

为驱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庆阳市大力

实施百万亩复种增粮增效工程，创新推广

粮粮、粮薯、粮经、粮菜等多元化复种模

式，今年复种粮食 103.3 万亩。加快推进

百万亩优质苹果基地改造提升工程，累计

完成果园提质改造 6.38 万亩。

与此同时，庆阳市加快健全农业废弃

物循环体系，推动农业废弃物在种养菌三

个产业之间相互转化利用、双向闭合循

环，全市农作物秸秆、苹果剪枝、畜禽粪

便 、菌 糠 菌 渣 资 源 化 利 用 率 分 别 达 到

91.2%、63.4%、87.74%、95%。持续加强

品牌体系建设，“庆阳苹果”“环县羊羔肉”

荣列全国地理标志品牌百强榜，列入国家

体育总局训练局国家队运动员备战保障

产品。集成完善技术创新体系，完成早胜

牛保种场和陇东黑山羊保种场草羊棚基

础设施建设，全力推动种业振兴。

庆阳“三元双向”推动现代农业提质增效

本报兰州讯（新甘肃·甘

肃日报记者苏家英）兰州工业

学院高质量发展论坛暨兰州

新区新校区落成启用仪式近

日在兰州新区举行。

据 介 绍 ，在 兰 州 新 区 建

设 新 校 区 ，是 兰 州 工 业 学 院

拓 展 办 学 空 间 、扩 大 办 学 规

模、提升办学质量，实现建设

高水平应用技术大学奋斗目

标的重要战略部署。新校区

于 2017 年 11 月 开 工 建 设 ，

今年 7 月竣工落成、9 月完成

整 体 搬 迁 ，占 地 1747.6 亩 ，

其 中 建 筑 面 积 54.06 万 平 方

米 ，可 容 纳 学 生 1.6 万 余

人 。 该 校 区 的 建 成 ，不 仅 优

化 了 学 校 办 学 条 件 ，也 为 学

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和

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立项建设

“添砖加瓦”。

论 坛 上 ，与 会 专 家 学 者

分 别 作 了 题 为《人 工 智 能 时

代高校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构

建》《凝 心 聚 力 抢 占 教 育 数

字 化 新 赛 道》《重 点 实 验 室

与科研平台建设——以光功

能 与 光 转 换 材 料 为 例》的 专

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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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嘉峪关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于晓明）近日，酒钢宏兴

股份碳钢薄板厂在技术创新领域取得新突破，成功研发耐硫酸露点腐蚀

钢带09CrCuSb，产品质量达到行业领先水平，满足了市场长期需求。

耐硫酸露点腐蚀钢带是一种既耐硫酸露点腐蚀又耐大气腐

蚀的材料，主要应用于冶金、电力、石化等工业领域，用于制造需

要对抗硫酸露点腐蚀的换热器、空气预热器等设备部件。

今年 9 月，碳钢薄板厂技术团队在市场调研中，了解到终端用

户对耐硫酸露点腐蚀钢带具有长期需求，立即与化工领域终端用

户进行深度沟通交流。在确定客户在产品规格、性能等方面的需

求后，酒钢着手研发耐硫酸露点腐蚀钢带 09CrCuSb。技术人员

通过反复研究、消化相关技术标准，并结合多年生产经验，成功攻

克了成分设计、轧制工艺策划及方案优化等一系列技术难题。

本次开发的耐酸钢 09CrCuSb 产品，规格为 3.0 毫米×1250

毫米，各项指标性能超过技术标准要求，与国内知名钢铁企业同

类产品相当。截至目前，200 余吨 09CrCuSb 耐硫酸露点腐蚀钢

带已成功下线并交付客户使用。

酒钢成功研发耐硫酸露点腐蚀钢带09CrCuSb

近日，民乐县民联镇寄宿制小学的老师正在教学生吹奏葫芦丝。近年来，该校将传统音乐融入日常教育和校园文化建设，聘请各类传

统民乐传承人为校外辅导员，建立校园民乐团，丰富学生们的文化生活。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王晓泾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田丽媛
通讯员 苏斌 梁玉

“公司员工目前有 38人，其中 5名是残疾人。”姚文

科说，“我在公司招聘时会优先考虑残疾人和家庭困难

的人员，希望他们能通过自己的劳动实现自立自强。”

姚文科是灵台县残疾人创业的典型代表。2018

年 11 月，在灵台县残联的大力支持下，姚文科创办了

灵贸制衣有限公司，经过多年发展，这家公司年产值

达 460 多万元。

近年来，灵台县残联通过精心组织开展各类残疾

人职业技能培训活动、发放创业就业资金等帮扶举

措，让一批残疾人凭借自身所擅长的手艺，有了稳定

且可观的收入来源，并鼓励他们带动一部分残疾人实

现就业，改善生活状况。

同时，通过积极协调，依托县养老公共服务设施

和公开招标购买第三方服务等方式，采取日间集中照

护和上门照护两种模式，开展精准化、个性化、规范化

的日间照料服务。

在中台镇养老服务综合中心，日间集中照护对象

聚在一起有说有笑，他们有的下象棋、玩纸牌，有的在

做康复训练。

走进宽敞明亮的手工活动室，串珠做成的花篮、

高粱秆折成的果篮等精美手工作品摆放有序。

“这些精美的手工艺品都是日间集中照护对象制

作的，我们除了为服务对象提供看护、护理、就餐、心

理疏导、社会适应能力辅导、康复训练等服务，还引导

他们开展康复训练、文化娱乐等活动。”中台镇综合养

老服务中心经理姚力新说，针对一些因行动不便等无法到中心的

照护对象，由服务人员按照服务对象的需求为他们定期提供上门

照护服务。

此外，灵台县残联为全县残疾人发放辅助器具，并实施无障

碍设施改造，进一步提升了他们的生活自理能力，有效减轻了家

庭照护负担。

“今年以来，灵台县残联为 34 名残疾人发放就业帮扶资金，累

计发放残疾人辅助器具 1639 件，为 60 名重度残疾人提供日间照

料服务，为 100 名重度残疾人开展上门服务，给他们日常生活提

供了便利。”灵台县残联副理事长贾永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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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顾丽娟

初冬时节，康县碾坝镇安家坝村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产业

园区里，一排排日光温室大棚整齐有序，大棚内香菇、蔬菜长势喜

人，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

走进香菇种植大棚，只见菌棒整齐摆放在钢架上，菌棒上长

出的香菇，像一把把撑开的小伞，个个圆润饱满。

正值香菇采摘的高峰期，工人们正忙着采摘、分拣。

“这是我们村集体投资建设的大棚，主要发展食用菌、地栽木

耳、香菇和有机蔬菜等特色产业。”康县碾坝镇安家坝村党支部书

记崔武玉说，产业园区采取村企联建的方式经营运作，由村集体

出资建设大棚，招商企业负责种植管护，工人多是本村村民。

大棚里，安家坝村村民崔珍英和丈夫正在修剪香菇，两人手

脚麻利，身边堆放着几筐剪好的香菇。

“工资如果按天算，一天收入 80元，如果按筐算，一筐 5元钱，我

一天能剪二十多筐，我们两口子一天就能挣两百多元钱。在园区，一

年四季都有活干，还能顾上家里，挺好的。”崔珍英说，得益于村集体

产业的发展，如今不少像他们一样的村民更愿意在家门口就业。

安家坝村地处县城以西，距县城 4 公里，生态环境优良，土壤

肥沃，适宜发展种植业。

近年来，安家坝村积极探索“党建+企业+股份经济合作社+

农户”的联农带农富农机制，大力发展食用菌、果蔬和乡村旅游等

多元富民产业，产业经济成了全村发展经济的“助推剂”。

“我们大力扶持村里的特色产业致富能手带动村民一起发展产

业，组织村民代表去产业发展好的乡镇参观学习，同时不断加大政

策引导，有效激发了群众发展产业的积极性。”崔武玉说，通过带动

和扶持，目前安家坝村已建成大棚果蔬产业基地、食用菌产业基地

和生态农业观光采摘园，有效拓宽了群众增收致富的路子。

特色产业发展起来了，食用菌、果蔬种植规模扩大了，销路如

何拓展呢？

崔武玉说，在县、镇两级部门的指导下，安家坝村积极探索

“订单+农户”的发展模式，进行科学种植和兜底收购，保障了农户

利益。同时，村里积极引进农产品包装销售型企业，由销售公司

负责销往全国各地。

康 县 山 中 宝 土 特 产 商 贸 有 限 公 司 就 是 其 中 的 一 家 销 售 企

业。这是一家市级龙头企业，该公司以自主品牌“阳耳”“毛毛鼠”

生产的食用菌、坚果产品多达 70 多种，2020 年，公司生产的系列

农产品被评为“甘肃省著名品牌”，2021 年公司被陇南市评为“第

十批”市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今年，山中宝公司从县城

搬至安家坝村，建起了集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生产线，专门

做菌类、农产品的深加工和销售，目前，产品远销全国各地。

“安家坝村是水源保护地，生产的农特产品绿色天然，品质也

高，在这里建厂，产品质量有保障，产品销路好。”山中宝公司负责

人孙红说，他们通过与农产品网络销售平台、京东甘肃特产馆以

及有优势的几十家网络销售平台合作，探索出“企业+基地+电商”

的销售模式，现在天天有订单，销售渠道稳定。

小村庄里有了大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