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肃省把项目建设作为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强引擎”和“硬支撑”，在重大基础

设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重点领域，高

质高效推进项目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

各地一批重大建设项目取得新突

破。历时 635 天，G244 线庆阳过境段公

路工程项目张铁沟特大桥 5 号主塔上横

梁浇筑完成，主体结构顺利封顶。

兰州什川黄河大桥项目 4 号墩主塔

顺利合龙，为大桥早日建成通车奠定坚

实基础。兰州什川黄河大桥建成后，将大

幅缩短什川镇两岸通行时间，加快城镇

发展、推动当地文旅产业提档升级。

在白银市兴电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

化改造项目北干渠武家砂河渡槽施工现

场，随着最后一跨槽身的拆除，第三标段

渡槽全部拆除完毕，进入下一阶段槽桩

基础加固工作。目前，项目六个施工标段

53 个施工面全面投入施工，预计在 10

月 20 日前，完成改造加固隧洞 17.767 公

里，为冬灌顺利进行打下坚实基础。

在金塔工业集中区北河湾循环经济

产业园，总投资 1.68 亿元，海拓化工有限

公司染料及染料中间体（二期）项目正在

加紧建设，目前，一期项目已建成投运。

张掖日用玻璃低碳产业园一期项

目也进入了建设冲刺阶段。该项目概算

投资 10 亿元，分三期建设，打造年产值

过百亿元的日用玻璃低碳产业园和产

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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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支溪流到一条大河，生态环境

保护久久为功；从一块沙石到一座石窟，

文化遗产保护见微知著；从一条道路到一

座枢纽，交通设施发展日新月异。

75 年来，山川大地，万家灯火，江山

如此多娇。960 万平方公里土地上铺开

的壮美画卷，展示着站起来、富起来、强

起来的自信与自豪。75 年栉风沐雨、75

载春华秋实，陇原大地日新月异。天高

云阔的河西，沃野千里的陇东，清江澄

澈的陇南，每一寸山河的增色，每一分

百姓的收获，共振着我国摆脱贫困、走

向繁荣的脉动，凝结着陇原儿女胼手胝

足、百折不挠的奋斗。75 年很短，只是历

史的一瞬；75 年很长，记录着天翻地覆

的变化。75 年也是发展与保护并行的一

段壮阔历史。

和大家印象中大河奔腾、巨浪咆哮

的黄河不一样。从巴颜喀拉山脉流出，

经过玛曲县的黄河如同丝绸，柔顺和

缓，静静流淌在草原上。从高空看下来，

平坦的玛曲草原上，黄河如同大树一般

伸展开来，小溪从草地间延伸向远方，

大河似飘带般蜿蜒其间，最后又合为一

体，一路东奔入海。

玛曲，在藏语里就是黄河的意思。

这个以黄河命名的县，曾经饱受草原退

化、土地沙化的困扰。为了保护母亲河，

玛曲持续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

保护和修复工程，以草定畜，转变“靠天

放牧”模式，给草原“减负”，让原本裸露

的土地再度披上绿装。

草原变绿了，隐没在绿色中的湿地

水量也增多了。黄河玛曲段出境流量较

十年前提高了近五成；年均水资源补给

量较十年前提高了 61.07%，“黄河蓄水

池”恢复活力，草原生态越发向好。万物

勃发，鸟鸣悠扬，珍稀野生动物频繁“亮

相”甘南草原。

湖水多了、湿地大了，水源涵养功

能显著增强了，生态系统更加稳定了，

来自自然的回响越发热烈，欣欣向荣的

火热未来近在耳边。

水清河晏，九曲安澜。最近几年，全

省上下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准确把握

功能定位，坚持重在保护、要在治理，

坚决担好上游责任，彰显上游作为，切

实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2023

年，甘肃省黄河流域 41 个国考断面水

质优良比例达到 92.68%，高出黄河流

域平均水平 2 个百分点，黄河干流出

境断面水质连续 8 年达到Ⅱ类，实现

了“一河清水送下游”。

从一支溪流到一条大河，从一块

沙石到一座石窟，在甘肃需要持久保

护的除了珍贵的自然资源还有古老的

文化资源。

这座闻名海内外的东方雕塑陈列

馆也曾满目疮痍。这张旧照片，是上世

纪 40 年代的麦积山石窟。那时，栈道

中断，山体岩石松动存在随时垮塌风

险。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麦积山加固

工程历时八年，完成固本强基。这里的

保护工作也由“保命”阶段转入“治病”

阶段。现在，1300 多米的水泥栈道连

接到每一个洞窟，已经有 80 多个洞窟陆续

开展文物保护修复工作。

第 30 号窟建于北魏时期，现存塑像是

宋代重修，而这些色彩是明清重新装彩的。

单单是这一个洞窟，壁画和塑像现存的病

害就有 20 多种。目前，洞窟里正在进行的

项目是地仗脱落修复和彩塑修复。

第 30 号窟的修复工作预计将在两年

后完成。虽然还要等待一段时间，但不用遗

憾，目前，依托数字化，麦积山的部分石窟

已经可以线上云游。登陆“云上麦积”，我们

可以全景式漫游 12 个线上洞窟。除了修

复，在保护手段上，也有更多科技的应用，

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前沿技术的助

力下，在麦积山洞窟微环境监测平台上，窟

内外的关键数据都可以实时显示，小到细

微的壁画塑像病害和洞窟温湿度变化，大

到风沙、洪水等自然灾害，均能一览无余。

现代科技，正在帮助千年瑰宝永续留存。

近年来，我省累计投入国家和省级文

物保护资金 71 亿多元，实施各类文物综合

保护利用项目 1800 余个，1.7 万余件（套）

馆藏和出土珍贵文物得到抢救修复……我

省从政策、资金、人力等方面全面发力，为

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保驾护航”，写就了引

领时代的文物保护利用“甘肃方案”。

如果说保护的成就体现在厚度上，那

么发展的成就则体现在速度上。把时间倒

回十年前。2014 年 12 月 26 日，兰新高铁全

线通车，标志着甘肃从此迈入“高铁时

代”。同样在 2014 年 12 月，甘肃省首趟

国际货运班列发出，开启了“一带一路”

发展新阶段。2017 年 7 月，宝兰高铁建

成投运，打通中国高铁横贯东西的“最后

一千米”。此外，兰渝铁路、银西高铁、兰

张高铁兰武段，一条条高铁线路相继开

通。不仅如此，甘肃公路的发展也日新月

异。如今，甘肃有 15.83 万公里公路通车

总里程，全省高速（一级）公路里程达到

7952 公里，比十年前增加了 1.4 倍，四通

八达的铁路网和公路网打通了甘肃的发

展命脉也为智慧交通打下基础。

出门无碍，方是通衢。截至 2023 年

底，甘肃公路通车总里程达到 15.82 万公

里。其中，高速（一级）公路 7952 公里，建

成里程排名全国第十七位；甘肃境内铁

路运营里程达 5000 余公里，其中高速铁

路突破 1600 公里，中川国际机场已累计

开通国内航点 119 个，基本构建了广泛

通达、中转顺畅的国内干支航线网络构

架，省会兰州已成为西部地区的重要的

交通枢纽。

新时代，甘肃致力于山川秀美，颜值

越来越靓了。致力于文化多元，底蕴越来

越厚了。致力于发展速度，脚步越来越快

了。新征程上，甘肃将牢记嘱托，抢抓新

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机遇，埋头

苦干、真抓实干，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

甘肃篇章。

牢记嘱托、勇毅前行。甘肃全面落实

党中央的各项战略部署，苦干实干、接续

奋斗，加力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

创富民兴陇新局面，总书记关心的民生

福祉、高质量发展、文化传承、生态文明

建设等方面取得巨大成效。新时代，陇原

儿女必将豪情满怀、阔步向前，努力谱写

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

民兴陇新局面的时代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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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一批重大项目持续推进

今年国庆假期，甘肃一些县域凭

借独特风情、雅致环境、文化“加成”，

成为游客避免扎堆、个性化旅游的优

先选项。“非著名”县域游热力十足，彰

显出县域文旅市场的生机和活力。

秋色正浓，走进位于甘肃省陇南

市宕昌县的官鹅沟大景区，云雾缭绕

中，层林尽染，瀑布飞溅。来自各地的

游客们沉醉在如诗如画的秋景中，驻

足观赏、打卡拍照。

四川成都的游客周敏是一名徒步

爱好者。今年国庆长假，她提前做好攻

略，和两名好友相约徒步游览官鹅沟。

“沿途景色宜人、空气清新，不时能听

见鸟鸣声、水流声，亲近大自然的旅行

非常解压。”她说。

随着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和酒店

等配套设施的改造升级，在社交网络

的加持下，许多县域“非著名”景区受

到越来越多追寻小众游和体验感的年

轻游客的青睐。官鹅沟大景区相关负

责人介绍，1 日至 5 日，官鹅沟大景区

共接待游客 5.3 万人次。

在官鹅沟大景区，伴随着当地原

创旅游歌曲《娥嫚》的旋律，游客们和

身着民族服饰的表演者在山水之间载

歌载舞，现场不时响起阵阵掌声和欢

呼声。“如诗如画的美景，独具魅力的

民族文化，歌舞声把节日气氛拉满。”

周敏说。

赏田园风光、吃农家饭、住农家院

成为众多游客休闲度假的首选，小

城、乡村也不断“更新”游玩方式———

整洁干净的民宿、人少景“野”的露营

基地、香气扑鼻的农家小炒，丰富多

样的休闲活动为游客提供了多样化

的度假体验。

秋日清晨，在甘南藏族自治州迭

部县扎尕那景区，薄雾缓缓升起，四周

山峰奇石耸立。晨光洒落，雪山上缭绕

的云雾顿时泛起金边。这座平均海拔

3000 多米的高原村落，又迎来络绎不

绝的游客。

位于扎尕那景区观景台附近的

“欢聚农家乐”内，游客们一边观看日

出，一边享用早餐。“90 后”小伙道杰东

主是这家农家乐的负责人。去年冬天，

他趁着旅游淡季，提前装修升级了民

宿，提升服务质量。今年，焕然一新的装

修和现代化的配套设备招揽来比往年

更多的游客。

“早在国庆假期开始的前半个月

起，就有客人陆陆续续开始预订。这几

天天天住满。”他说。

甘肃省文旅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今

年上半年，甘肃省乡村旅游接待游客

8445.4 万人次，实现旅游花费 226.1 亿

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12%和 18%。

今年，甘肃省还投入 5000 万元省级旅

游发展专项资金，持续推进 5 个乡村旅

游示范县、50 个文旅振兴乡村样板村

建设。

兰州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毛锦凰

表示，旅游市场向县域下沉，反映了人们

对于高品质生活的追求。县域旅游要持

续火起来，不仅要靠“天生丽质”，更要创

新旅游产品，开发更有特色、性价比更高

的文旅产品，进一步提高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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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县域游火出圈 小众景区成“新宠”

甘肃：保护积厚度 发展上速度

金秋时节，甘肃省陇南市礼县漫山

遍野的苹果渐次成熟，意味着这个全国

苹果生产重点县进入采摘季。走进礼县

永坪镇周家村一片山间果园，红彤彤的

苹果挂满枝头，工人们穿梭在果园中采

摘、转运、装车，一派繁忙景象。

这片果园属于村民张忠武，10 多年

前他承包了 560 余亩荒山，开始整地修

梯田，种植元帅、富士等两大系 6 个品种

的苹果。经过精心管护、更新换代，如今

荒山变成了“花果山”。“我们这里海拔

高病虫害少，梯田种植通风透光，昼夜温

差大有利于糖分积累，种出来的苹果色

泽鲜艳、脆甜可口，很受市场欢迎。”张忠

武笑着说，今年是个丰收年，没有遭遇冰

雹霜冻等自然灾害，预计亩产能达到

3000 斤至 4000 斤。

礼县农业农村局介绍，当地规模化

种植苹果的历史可追溯至 1952 年，历经

70 多年发展，全县苹果种植面积已达 61

万亩，覆盖 14 个乡镇 234 个行政村，惠

及 5.5 万户 24.7 万人，预计 2024 年全县

苹果总产量将达到 58 万吨，全产业链总

产值有望达到 56 亿元。 在扩大种植规

模的同时，礼县也注重培育一批加工企

业，引领当地苹果产业转型升级。礼县苹

果产业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17 年，如今已发展为集果品收购、储

存、销售、加工、包装、电商于一体的全产

业链企业。

走进这家公司的数字化智能苹果

分选车间，只见生产线高效运转。机械

臂将一大筐苹果投入生产线，经过红外

相机和红外光谱识别后的优质苹果，被

传送到工人们手中打包、装箱。叉车来

回作业，将封装好的产品直接转运到快

递卡车上，快递人员则无缝衔接，立即

进行贴单发货，确保苹果快速送达消费

者手中。

“今年是苹果大年，线上销售十分火

爆。从 9 月 20 日起，我们订单源源不断，

平均每天出库约 1.5 万单。下一步，公司

计划引进一条 6 通道智能苹果分选线，

实现产值过亿元。”该公司董事长靳天意

说，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把礼县苹果产业

做到全国苹果供应链前十。

在秋收的故事中，不仅大公司扮演

着重要角色，镇村的小商贩也同样不可

或缺。夜幕降临，永坪镇冉城村苹果收购

商冉进有家的仓库大门依然敞开。63 岁

的冉进有从事苹果收购已 20 余年，方圆

10 多公里内的村民大多放心把苹果交

给他。 说话间，毛李村村民王满粮，将

一天采摘的 60 多筐苹果送到冉进有处。

“白天采摘，晚上卖果，钱进口袋才踏

实。”王满粮说，他已采摘 10 余天，收入

近万元。眼下正值采摘、收购旺季，冉进

有每天收购约 2 万斤苹果。

近年来，礼县积极推动数字电商发

展，鼓励龙头企业、合作社、经销大户和

返乡青年投身电商直播、短视频等新业

态，助力礼县苹果畅销“云端”市场。

31 岁的白亚龙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近期，他的网店日订单量高达 5000 多

单，包装车间繁忙有序。自 2016 年返乡

创办公司以来，白亚龙已在各大线上平

台开设网店，从供货代工到自主销售，逐

步在互联网上站稳脚跟，2023 年公司电

商销售额突破 1000 万元。在发现消费者

对高品质苹果需求大后，他又流转了

380 亩苹果园种植有机苹果，在电商平

台交易好评率高达 97%。“我家世代种

植苹果，希望运用电商思维发展智慧农

业，为礼县苹果产业发展贡献青春力

量。”白亚龙说，他计划明年再新增 200

亩有机果园。

在将苹果卖向“云端”市场的道路

上，也有不甘落伍的老年人。61 岁的张

加成是永兴镇龙槐村种植苹果的一把好

手。为了让好苹果卖上好价钱，从 2013

年开始，他尝试开淘宝网店、做微商，后

来又把手机当做“新农具”开始直播带

货。如今，通过每天坚持不懈直播，张加

成已将苹果卖到全国 30 多个省、市、区，

成为远近闻名的“银龄主播”。

如今，在礼县有 42 个电商团队、

126 名电商直播达人，发展各类网店

1996 家，他们共同为礼县苹果插上互

联网“翅膀”，让它们从田间地头飞向

“云端”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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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县苹果从田间飞上“云端”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趁着

国庆假期，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走进

红色文化景区，在游览中感悟榜样力

量、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红

色旅游持续升温。

在高台县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

念馆，慕名前来缅怀革命先烈，追忆历

史，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游客络绎不

绝。一张张图片，一段段文字，一件件

物品，再现了西路军浴血河西的悲壮

征程和革命先烈英勇顽强、宁死不屈

的战斗精神。

在两当兵变纪念馆，游客们追溯红

色历史、感悟光辉岁月、汲取奋进力量。

国庆假期，会宁县红色旅游持续

火热，人们重温革命历史，在这里追寻

红色足迹。

静宁县界石铺红军长征毛泽东旧

居纪念馆内，学生们通过一幅幅珍贵的

历史照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革命文

物，对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有了更深的

了解。

在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人们

参观革命旧址，感悟红色故事。

渊据甘肃广电总台 视听甘肃冤
详情请扫描二维码

县域游火出圈袁在官鹅沟大景区内袁身着民族服饰的表演者载歌载舞

游客在扎尕那景区内骑马游览

国庆期间红色旅游持续火热

在礼县永兴镇龙槐村袁61岁的果
农张加成在自家苹果园直播带货

经过玛曲县的黄河如同丝绸袁柔顺和缓袁静静流淌在草原上

在礼县永坪镇周家村一片山间
果园袁张忠武展示今年采摘的苹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