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把发展经

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建设现代化

产业体系。工业是实体经济最为重要的

组成部分，是富民兴陇最为关键的产业支

撑。近日，省委经济工作会提出进一步实

施强科技、强工业、强省会、强县域行动。

我省将通过技术进步和模式创新，把做大

做强工业作为产业发展的主功方向，促进

工业经济迭代升级、提质增效，带动全省

经济实现结构优化、良性循环。

走进甘肃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一台台稀土分离设备正有条不紊地

运行着。随着年产 11000 吨稀土萃取分

离生产线升级改造项目的完成试生产，

公司实现了资源循环利用，源头消除污

染，稀土萃取绿色环保，生产高效清洁。

甘肃稀土通过工艺改进、技术创新、

管理创新，有力推动稀土冶炼、分离、应

用工艺的日臻成熟，目前已发展形成了

稀土加工分离、稀土金属等七大产业链，

成为中国稀土行业产品品种多、产业链

条长的骨干优势企业和甘肃省稀土产业

首批“链主”企业。

2022年以来，白银市大力推进“工业

强市、产业兴市”战略，出台“1+11”强工

业实施方案，编制“5+5+×”产业链图谱，

着力打造复合型新能源新材料、新型节能

环保建材、对外开放工业物流、科技创新

转化应用、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等现代化产

业基地。去年1-10月份，白银全市规模

以上工业产值增长 25%，工业增加值增

长8.7%，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76%。

走进天水长城开关厂集团生产车间，

工人们正在赶制漳州核电 2号机组项目

订单，确保单月产值实现 1.4 亿元的目

标。2022年前十个月，企业生产总值同比

增长31.15%，营业额增长57.56%。

企业效益的提升让公司发展的信心

更足。作为输变电开关设备制造企业，天

水长城开关集团准确把握市场需求，培

育新兴产业，加快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

化、绿色化改造，不断提高企业营收能

力。2022 年 1到 10月份实现工业总产

值 119166 万元，同比增长 31.15%，营

业收入 108103 万元，同比增长 57.56%

天水市坚定不移推进工业强市、产

业兴市，让企业卯足干劲发展吃下了定

心丸。星火机床集团公司研发的五轴车

铣复合技术是一项针对国家航空航天军

工重要领域的核心装备的技术突破。早

些年，由于受到高精度技术控制的要求，

企业设备核心部件主要靠国外进口，这

也成为了我国技术创新的瓶颈。近几年

通过发展创新，五轴车铣复合技术实现

了订单销售，目前在各个技术指标上能

够完全替代进口产品。

技术的发展让企业取得更好的市场

份额。星火机床紧盯市场发展变化趋势，

充分发挥国家认定技术中心的优势，依

靠法国子公司的技术支撑，联合科研院

所和高校，开展产、学、研、用联合攻关，

不断攻克技术难关。2022 年 1-11 月

份，公司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24%，销

售订单同比增长 10%以上，生产经营实

现逆势增长，呈现出产销两旺的态势。

天水市通过实行助企帮扶政策，建

立了工业企业问题征集交办督办机制。

截止 11 月底，天水

全市征集企业困难

问题 117 个，推动解决 57 个，协调落实

企业贷款 1.03 亿元。在此基础上，政府

相关职能部门联合发力，解决影响企业

发展和项目建设的困难问题，落实落细

减税降费、房租减免、金融支持、稳岗扩

岗等帮扶措施，助力企业用足用活各级

帮扶政策，提升持续发展的能力水平。

工业强则经济强。作为国家能源战

略重要接续区，庆阳市利用油煤气风光

资源富集的优势，聚焦陇东综合能源化

工基地建设，加快推动油煤气资源和新

能源规模化、绿色化、智能化开发，举全

市之力拓存量、创增量，延链条、聚集群，

让能源开发实现多元化，经济发展迈上

快车道。今年 1至 10月份，庆阳全市全

口径原油生产量 876.6 万吨，生产天然

气 4.29 亿立方米，生产煤炭 396.83 万

吨。庆阳瑞华能源公司 20 万立方米 /

年天然气提氦项目建成投运；陇东至山

东±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外送工程可行

性研究工作全面启动，“油煤气共炼、风

光电耦合；多能互补、多极突破、多点支

撑”的高质量发展格局已经形成。

抢抓大数据产业，是庆阳市依托新

能源优势为强工业开辟的“新赛道”。自

2022 年以来，庆阳市围绕建设全国一体

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谋划实施“东

数西算”重大项目 12 个，总投资 113.11

亿元，加快构建数字设备制造、云计算、

数据服务、数字技术应用等于一体的数

字经济全产业链生态体系。目前，庆阳市

已与 36 家数字经济产业链头部企业签

订合作协议，金山云、猫匠、航途旅业西

北总部落户庆阳运营。

2022 年 1—10 月份，全省工业同比

增长6.1%，增速高出全国2.1个百分点；

工业占GDP比重从 2017 年 27.5%上升

到 31.9%；全省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

长60%，较上年同期提高28.2个百分点；

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5G+ 工业互

联网、生物医药等新型产业成为拉动全省

经济发展的新支撑；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中

小企业“质”提“量”增，实现增加值占全省

规上工业比重31.9%。这组数据，成为我

省工业经济面对多重压力、克服多重困

难、迎难而上交出的最亮眼答卷。

工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也是高质

量发展的基础。推动甘肃现代化进程，强

工业是必由之路。今年，我省再次锚定目

标、形成共识、乘势而上,围绕“强龙头、

补链条、聚集群”，加快构建更具竞争力

的产业格局，实现工业经济量增长、质量

提升的良好发展局面，为我省经济总量

迈上新台阶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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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院夯实基层医疗服务网 守住农村居民健康
近期，随着我国疫情防控政策不断优化调整，我省各地充分发挥城乡

三级医疗服务网作用，合理调配使用医疗资源，做好健康管理和监测，夯实

基层医疗“网底”，守住农村居民健康。连日来，天水市秦州区人民医院科学

制定一系列应对疫情高峰医疗救治工作方案，不断规范日常管理工作，配齐

配强医护人员，进一步优化医疗服务，床位开放

400 多张，基本满足当前患者的需求。

甘肃广电总台全媒体记者院曹姣 宁永学
天水台 柴琪 熊伟斌 闫涛 崔磊 何昊
庆阳台 石强 陆洋 毛娜娜 梁湄
定西台 马晓丽 赵阳 宋彦辉
临夏州融媒苟裕光马媛君汪艳玲 刘新新
酒泉融媒 夏艳婷 贺广宇 魏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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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院用心用情稳就业保民生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根基工程，去年，我省把开展 40 万人次

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及支持 1 万名未就业普通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列

入为民实事项目，通过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政策，不断健全完善政策体系，强化就

业服务保障，突出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确保全省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为确保高校毕业生就业，去年我省继续引导支持 1 万名未就业普通高

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省级财政给予每人每月

1500 元生活补贴，补贴 3 年。目前，1 万名高校

毕业生已全部上岗并发放生活补贴，截至 2022

年 11 月底，全省开展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

49.65 万人次，完成省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

40 万人次的 124.1%，支出培训补贴资金 4.68

亿元。全省 14 个市州及兰州新区全面完成为民

办实事项目任务目标。

甘肃广电总台全媒体记者院王云海
详情请扫描二维码

大抓工业

做好富民兴陇

向科技要效益 向特色产业要效益
土地整改，藏粮于地，向土地要效益。

科技加持，藏粮于技，向科技要效益。

特色产业，多元发展，向产业要效益。

农业强国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的根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实现高质量发展、夯实国家安全基础，

都离不开农业的发展。我省立足省情，

落实产业帮扶政策，做好“土特产”文

章，依托农业农村特色资源，向开发农

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要效

益，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要效益，强

龙头、补链条、兴业态、树品牌，推动乡

村产业全链条升级，增强市场竞争力和

可持续发展能力，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

收致富渠道。

这些天，华池县上里塬乡的田间地

头，冬小麦和冬油菜郁郁葱葱，给冬日

的田野铺上了绿色的地毯。

食为政首，谷为民命。华池县各乡

镇大力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

略，高度重视冬小麦播种工作，采取提

标、培育、保量、补贴等各种措施，全面

落实冬小麦种植面积，引导农户使用良

种，科学管理，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目前，上里塬、王咀子乡一万多亩冬小

麦长势良好，为来年粮食丰产丰收打下

了坚实基础。

“藏粮于地”，首先得确保地的质

量。华池县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大

中低产田改造力度，加快发展高效节水

灌溉，提升耕地地力等级，提高土地产

出效益。

高标准农田建设生产根本在耕地，

出路在科技，动力在政策。在平凉市崆

峒区泾河川万亩现代农业产业园，笔直

的柏油马路将一座座温室串联起来，日

光温室内，西红柿、辣椒、乳瓜等各类蔬

菜长势喜人，采摘搬运的工人们忙个不

停。近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

要大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为加快建

设农业强国，这为产业园区发展和种菜

大户们增收致富再一次指明了方向，提

振了信心。

2022 年，我省在高产、抗旱、抗病品

种及绿色增产技术模式集成上加强推

广，藏粮于技，大力发展单环节、多环节、

全程生产托管服务，健全农业生产专业

化、社会化服务体系，带动群众落实各项

增产措施，建立一批集中连片农业生产

基地，提高农业生产规模化、集约化、标

准化、组织化水平。在资金、政策、人才、

科技等方面的大力支持下，平凉市优质

高产、绿色高效、有机循环设施农业高质

量发展势头强劲。

这里是泾河川万亩现代农业产业园

一期项目，从这里每天运往平凉市区的

各类新鲜蔬菜就在 5000公斤以上。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发展乡村

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闲冬

腊月的天水市秦州区竹林村，一股股酒

香迷醉路人。这里的红竹林酒之所以远

近闻名，靠的是原料的精选和地道的酿

造。小麦、玉米、高粱等粮食在经过粉碎、

拌料、高温蒸煮、入窖发酵等多道程序

后，在时间的沉淀下，酒清味醇。

为传承古法酿酒工艺，带动村民就

业，竹林村发展注册了红竹林、竹林风、

藉水源三个酿酒厂和白酒品牌，实现年

产白酒 40 余吨，酿酒产业已成为竹林

村的富民产业之一。

“冬闲”人不闲，增收致富忙。在天水

市麦积区麦积镇卧虎村，妇女们聚在就

业帮扶车间里，忙着制作手工刺绣，实现

挣钱顾家两不误。

去年 3 月，麦积镇创新发展思路，

引进文创公司，打造麦积山刺绣工艺文

创产品及礼品包装项目，带领乡村妇女

用一针一线勾勒出增收致富的新生活。

刺绣加工厂的建立不仅吸纳了村民就

业，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也丰富了麦积山

旅游产品。

乡村产业兴，增收路更宽。天水市持

续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逐步形成了“一村

一品”的产业发展格局，有效带动了农民

多渠道增收。在特色产业支撑下，农民腰

包鼓起来了，整个乡村焕发出勃勃生机。

因地制宜，多元发展。这两天，一堂

培训课开在了玉门市黄闸湾镇黄花营村

大场大户的养殖圈舍里，玉门市畜牧兽

医技术服务中心的技术员为养殖户面对

面、手把手传授养殖技能。养殖户们聚精

会神，生怕漏掉每一个步骤。

现场提问的人叫仲营科，是黄闸湾

镇黄花营村里的养殖大户。他告诉记者，

刚开始搞养殖的时候，由于缺乏养殖技

术，他没搞多长时间就打起了退堂鼓。这

几年技术员耐心上门指导，他从门外汉

变成了老把式。

种养殖业均衡发展是保障玉门农业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措施。在玉门市黄

闸湾镇黄闸湾村，农户们正集中学习食葵

种植技术，技术员接地气送致富经、讲种

植经验、水肥管理方法，深受大伙欢迎。

冬季集中培训项目启动以来，玉门

市积极组织业务精良、经验丰富的农业

专业技术人员，从田间地头到温室大棚，

从农家院落到养殖圈舍，以农民需求为

导向，聚焦特色优势产业，围绕粮食优质

高效、绿色养殖、农田水肥一体化、林果

栽培、病虫害防治等重点，按区域、分产

业为农户提供“菜单式”培训，截至目前

已开展农业科技培训 16场。

农业强国，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

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全方位夯实粮食

安全根基。我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把维护广大农民根本利益、促进广大农

民共同富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因地

制宜，注重实效，向土地要效益，向科技

要效益，向特色产业要效益，在推动农业

农村振兴发展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渊据甘肃广电总台 视听甘肃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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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大棚暖意浓
冬日大棚暖意浓，乡村振兴好帮

手。填补市场空档期，特色产业助增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发展乡

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

道。”我省各地结合当地实际，以发展

特色农业产业为重点，围绕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的目标，充分利用撂荒土地

资源和气候适宜优势，积极打造特色

富民产业，不断拓宽群众增收就业渠

道，使农民冬闲不闲，持续做优特色农

业大文章，着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

系，促农增收致富。

初冬时节，陇原大地披上了冬装，

已有了丝丝寒意。但在天水市秦州区省

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内，却是温暖如春，

硕果累累。珠圆玉润、剔透可人的小番

茄缀满枝头，村民们正忙碌地穿梭在大

棚里，将已经成熟的“小西红柿”进行采

摘、分拣、装袋。

这里种植的千禧系列小番茄因酸

甜爽口，色艳味美而受市场青睐。丰收

前，所有产品已与武汉市场签订订单，

订单农业让小番茄销售渠道顺畅，效

益也是十分可观。

这几天，基地里的其它连栋温室

大棚内也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种

植的甘蓝长势喜人，迎来了繁忙的田

间管理期，当地村民们正在专家的指

导下进行覆膜作业，让甘蓝及时盖上

了保暖被。

建在家门口的蔬菜大棚，让原本

冬闲变成了冬忙。原来一到冬季无事可

做靠着墙根晒太阳的村民，在家门口也

拿到了一份稳定的收入。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支撑。杨家寺

镇依托秦州区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核

心地位的发展优势，引进龙头企业 3

家，成立合作社 36家，家庭农场 5个。

同时，还发展设施蔬菜种植大棚6000

座，连栋智能温室10万平方米，果蔬贮

藏库 4000 立方米，2022 年投资 480

万元，新建日光温室大棚16座，种植反

季节小番茄、甘蓝，打破冬季缺菜的历

史，保障了城市菜篮子供应。

产业发展是群众增收致富、实现

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冬至刚过，靖远

县双龙镇仁和村的温室大棚里，反季

节蔬菜长势喜人。这两年，双龙镇积极

引导农户发展以温室种植为主的特色

高效农业，在大棚经济上“做文章”，使

温室茄子、水果西红柿种植成为群众

增收致富的新产业，在丰富“菜篮子”

的同时，也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

走进村民虎汉智的大棚里，一排

排红绿相间的西红柿宛如小灯笼点缀

在绿叶间，长势十分喜人。

近年来，当地因地制宜推动特色

农业发展，各村积极引进和推广新技

术、新品种，在大棚经济上“做文章”，

生机勃勃的蔬菜产业，让种植户的收

益更好，生活更幸福。

时下正值冬季农闲季节，但在景

泰县五佛乡泰和村的温室大棚里，却

是一片农忙丰收景象，进入大棚，浓浓

暖意扑面而来，清新的瓜香沁人心脾，

一个个“圆鼓鼓”的甜瓜已经成熟，村

民们正忙着采收打包，忙碌的身影让

寒冷的冬季充满生机。

张延云是瓜棚的主人，作为一名

种植经验丰富的老手，种甜瓜他也是

头一回，不过从目前的产出情况看，甜

瓜实现丰收，恰逢疫情防控政策优化，

他种的甜瓜也已被抢订一空，这让张

延云乐开了花。

得益于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景

泰县五佛乡泰和村温室大棚种植产业

已发展成熟，成为景泰县重要的菜蔬

供应地，除供给县域内的大超市、菜市

场外，还畅销至白银、兰州等周边城

市，经济效益显著，村民们通过种植温

室大棚，实现了稳定增收。

目前，景泰县五佛乡泰和村有380

多个温室大棚，温室大棚种植呈现出

“高质、高产、高效益”的良好态势，已经

成为村民致富的重要产业。2023年景

泰县五佛乡泰和村计划扩大规模，继续

鼓励、引导村民发展蔬菜瓜果大棚种

植，带领更多人走上致富道路。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石。这

几天，在嘉峪关市文殊镇文殊村村民

张磊的草莓大棚里，新鲜红嫩的草莓

点缀在白花绿叶当中，迎来了疏花疏

果期。张磊种植了从国外引进的优质

品种，通过精心照料，草莓长势喜人，

让他十分开心。

为持续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嘉峪关市文殊镇大力发展特色产业，

持续推动以林果和大田蔬菜为主的种

植业向纵深发展，让特色产业真正成

为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聚宝盆”。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是实

现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和农村繁荣的根

本。我省各地因地制宜，鼓励引导群众

发展高效日光温室产业，种植反季节蔬

菜水果，既丰富了群众菜篮子和果盘

子，又增加了收入。反季节蔬菜，瓜果的

栽培种植，为农民找到了出路也为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注入了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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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河川万亩现代农业产业园一期项目泾河川万亩现代农业产业园日光温室

天水市建立了工业企业问题征
集交办督办机制

天水市星火机床集团公司研发
的五轴车铣复合技术

我省新型产业成为拉动全省经
济发展的新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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