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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曹立萍

行至岁尾，回看全年。

这一年，是新中国成立 75周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

2024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考察时强调，要“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做强做优特色优势产业，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

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明确了甘肃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和实践路径。

牢记谆谆嘱托，不负殷殷期望。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全省上下扎实推进“四强”行动，做深做实“五量”文章，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

断开创富民兴陇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全省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进中提质、质量齐升、效速兼取的良好态势。

项目建设夯基础 经济支撑更稳固

12 月 10 日，甘肃陇东直流配套火电 750 千伏

送出工程实现全线贯通；

12 月 16 日，兰州至张掖高铁武威至张掖段正

式开工建设；

12 月 19 日，中川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完成竣工

验收；

……

临近年末，一个个省列重大项目建设正酣，“进

度条”不断刷新，捷报频传。

作为稳定经济增长的“压舱石”、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强引擎”，重大项目建设的稳步推进，是

我省经济运行呈现向上向好之势的强力支撑。

今年 1 月—10 月，甘肃省列重大项目年度投资

计划完成率达 94.06%。

在经济持续承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的情

况下，实现上述年度投资计划完成率，实属不易。

——这得益于国家一揽子增量政策的实施。

今年，我省积极抢抓国家一揽子增量政策机

遇，坚持国家所需与甘肃所能相结合，对照国家政

策导向、资金投向，聚焦“两重”“两新”领域，研究配

套政策，强化要素保障，坚持“硬投资”和“软建设”

相结合，坚持锻长板与补短板相结合，扎实完成好

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各项

任务，切实把一揽子增量政策红利转化为更大的发

展动力。

——这得益于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重大项目对拉动经济

增 长 的“ 主 引 擎 ”作 用 ，在 全 省 上 下 树 牢“ 大 抓 项

目、抓大项目”的鲜明导向，明确将更大力度促进

有效投资作为全年重点工作之一，全力推动重大

项目建设。

——这得益于全省上下共同的努力。

按照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全省上下坚持把

抓发展的精气神聚焦到重大项目上、稳增长的着力

点集中到重大项目上、调结构的突破口锁定到重大

项目上。

各地各相关部门积极做好“两重”“两新”项目

谋划申报实施工作，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政

府专项债券、超长期特别国债等资金，建立政府投

资支持基础性、公益性、长远性重大项目长效机制；

完善激发社会资本投资活力和促进投资落地机制，

引导民营企业参与交通、水利、新基建等领域项目

建设，不断激发社会资本投资活力；深化投资审批

制度改革，坚持项目跟着规划走、资金和要素跟着

项目走、监管跟着项目和资金走，加强土地、用能、

资金等要素保障，确保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一个个惠民生、促发展的重大项目相继落地实

施，为全省固定资产投资稳定增长、新质生产力加

快培育打牢了基础、提供了更有力的支撑，进一步

夯实甘肃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稳”的基础更牢固、“进”的动力才能更强劲。

从一季度的“开门红”、二季度延续稳中向好的

良好态势，到三季度的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位居全国

第二，甘肃经济运行呈现出较强的韧性以及巨大的

潜力。

延链补链育新机 产业动能更强劲

工业兴则产业兴，产业强则经济强。

甘肃是国家老工业基地，具有资源能源富集、

产业基础深厚等比较优势，但也面临着工业产业规

模偏小、产业结构不优的问题。

如何将工业基础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今年，全省上下紧盯将工业强省、产业兴省作

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招”，着力“强龙头、补

链条、聚集群”，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

化发展，加快构建具有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

产业体系。

——加快重塑传统产业优势。

今年以来，我省立足石油化工、有色冶金、装备

制造以及煤炭资源清洁高效利用等产业，瞄准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等升级方向，通过设备

更新、技术创新、节能减排、数字转型等措施，促进

钢铁、石化、有色金属等重点行业加快转型升级，重

塑传统产业优势。

作为“三化”改造重点，省属工业企业以推进新

型工业化为引领，千方百计破难题、补短板、强基

础，加快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

全面提升有色冶金、装备制造、煤炭化工等传统优

势产业改造升级，加快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例如，白银集团白银炉技术创新升级项目点火，

形成 40 万吨铜冶炼产能，推动主体产业实现提档升

级；金川集团选矿厂完成“碎矿 AI智能操控”等十余

项智能化系统改造，探索“5G+选矿”技术发展之路；

兰石集团打造行业领先的焊接数字化车间和核能装

备焊接数字化平台，填补国内行业空白……

今年 1 月—11 月，甘肃省属企业完成“三化”改

造项目投资 161.46 亿元，同比增长 2.53%，取得了

速效并重、量质齐升的综合成效，为我省推进新型

工业化甘肃实践提供了有力支撑。

如今，随着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的加速推进，一

条条智能化生产线加速运转，一个个传统工业企业

焕发新的生机，一个个现代化工业产业园区正拔地

而起，甘肃新型工业化步伐加快，工业对经济支撑

性进一步凸显。

今年前三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完成

8437 亿元，同比增长 12.1%；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较去年同期提升 4.5 个百分点，超出全国平均

水平 6.2 个百分点，连续 3 个月居全国第二。

——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数字经

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

今年以来，甘肃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

新，积极培育壮大产业集群，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

发展专项行动，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

药、数据信息等新兴产业，着力构建具有甘肃特色

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特别是在新能源领域，我省紧盯国家“双碳”目

标，抢抓国家在沙漠、戈壁、荒漠地区布局建设大型

风光电基地的机遇，围绕“源、网、荷、储”四端发力，

加快推动新能源及装备制造产业蓬勃发展，推动甘

肃由“风光大省”向“风光强省”迈进。

目前，全省新能源装机超过 6000 万千瓦，新能

源装机占比超过 60%，成为省内第一大电源；陇电

入鲁、陇电入浙两大外送通道相继开工，甘肃绿电

已外送 25 个省份，年外送量超过 520 亿千瓦时。

据统计，到今年底，全省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

链产值有望突破 400 亿元，成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要牵引和支柱产业。

如今的陇原大地，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

数字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迸发出强劲动能，不断塑造着经济发展新优势。

在庆阳，“东数西算”的脉搏正强劲跃动——

1.7 万亩的国家数据中心集群（甘肃·庆阳）“东

数西算”产业园里，一座座数据中心拔地而起，一排

排机架整齐排列，一台台服务器高速运转，数字经

济正在激发出澎湃动能。

在兰州，生物医药产业正在蓬勃兴起——

兰州高新区定连园区内，皓天科技、积石药业、

凯普检测等国内外重点生物医药研发企业聚集于

此，一个以生物技术研发、孵化和产业化为核心的

综合性生物医药产业基地正在这里蓬勃兴起。

在河西，新能源产业正在加速聚集——

素有“世界风库”之称的瓜州，聚集了华能、华

电、大唐等 30 余家国内外风电头部企业，风电并

网装机容量突破千万千瓦，风电产业正在这里加

速崛起……

数据显示。今年 1 月—11 月，我省高技术产业

投资增长 32%，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

投资分别增长 19.7%和 44.1%。

放眼未来，甘肃正积极以创建国家新型工业化

示范区为抓手，加强对未来产业的前瞻谋划、政策

引导，加快发展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能源、未

来材料、未来空间、未来健康等六大产业，支撑推进

新型工业化，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向“新”而行，以“质”致远，甘肃未来可期。

（转 5版）

—甘肃奋力推动经济持续向好

踔厉奋发追赶进位 奋勇争先加速奔跑

金川集团生产的 0.05mm 超薄“手撕镍带”广泛应用于新能源电池。图为金川

集团镍合金有限公司镍带生产线。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张俊成

庆阳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东数西算”产业园内，一座座数据中心拔地而起，彰显着数字经济的蓬勃活力。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丁凯

兰州中川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主体工程竣工。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冯乐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