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攒 劲 陇 原“新”作 为
□ 本报记者 王健生

甘肃人夸谁优秀，常用一个词：攒劲。从

字面意思理解，攒劲就是积蓄力量。眼下甘

肃，正憋着这股劲儿。

在我国版图的西北部，甘肃像一柄玉如

意镶嵌在这里。甘肃是国家重点布局的现代

能源综合生产基地、储备基地、输出基地和战

略通道，是国家新能源综合开发利用示范

区。在陇原大地42.58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

积内，石油、煤炭、有色金属等矿产资源富集，

镍、钴等11种矿产储量居全国第1位，风能、

光伏技术开发量分别居全国第4位、第5位。

4月19日，以“相约陇原·共赢未来”为主

题的甘肃省政府招商推介会在北京举办。会

上，甘肃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程晓波介绍，近

年来，依托丰富的土地、风能、光热资源，甘肃

加快推进以沙漠、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的大

型风电太阳能发电基地建设。截至2023年

底，全省新能源并网装机超过5000万千瓦，新

能源装机占比超过60%。预计到今年底新能

源并网装机将超过6000万千瓦，到2025年将

突破8000万千瓦。

系统谋划，资源开发和产业
培育齐头并进

系统谋划，资源开发和产业培育齐头并

进，甘肃加力以新能源开发带动相关装备制

造产业快速发展。

金风科技、东方电气、正泰集团、宝丰集

团等一批行业龙头企业相继投资甘肃，初步

形成了以风机制造、光伏组件、储能电池等

为主的全产业链风光电装备制造业体系，产

业集群规模超千亿元。

在甘肃，有一座与无数传说、历史故事和

美酒结缘的城市——酒泉。“铁人精神”“莫高

精神”“航天精神”在这里汇聚。现如今，新能

源及装备制造业、核产业等新兴产业为古老

的丝路文明注入了新的发展动力。

新中国第一个石油化工基地就建在酒泉

玉门，这里留下了“凡有石油处，就有玉门人”

的佳话。近年来，酒泉着力构建多点支撑、多

极驱动、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现代产业体

系，工业结构从“一油独大”向新能源、现代化

工、矿产品加工和核产业四点支撑加速迈进。

酒泉是全国风能、太阳能资源最丰富、开

发条件最优越的地区之一，风光资源总储量

22亿千瓦，新能源电力总装机2733万千瓦，

占全省53%，位居全国地级市前列，现建成

全国首个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

据酒泉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石峰介

绍，酒泉先后引进金风科技、运达能源、东

方电气、明阳智慧、日月重工、中国一重、浙

江正泰、南都电源、海博思创、南高齿等新能

源装备制造“3个500强”、行业头部企业37

家。风电主机、叶片、塔筒三大系统全面实

现本地化生产，已建成全国最大的陆上风电

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光伏装备上下游产业

链全面打通，成为全国规模最大、技术路线

最全的光热基地，多种储能技术路线得到应

用发展，氢能、电网装备实现零的突破，新能

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统筹推进，外送和内用相得益彰

在加快新能源及装备制造业基地建设

和发展壮大特色优势产业的同时，甘肃大力

推进“西电东送”的通道枢纽建设，特高压外

送通道建设数量居全国前列。

据了解，目前，继“酒湖直流”投入运营、“陇

电入鲁”全面开工后，“陇电入浙”已上报国家，

将尽快取得核准后年内全面开工建设；“陇电

入川”也已纳入国家规划，正在加快推进前期

工作，有望于今年底至明年初开工建设。

坐落于甘肃中部的白银，是全国唯一一

座以贵金属命名的城市。今天的白银，凭借

齐全的工业门类、丰富的资源储备，加快资源

城市转型发展，在循环经济、有色经济等方面

实现了新突破。

据白银市委书记杨建武介绍，在白银的

全产业链布局中，新能源产业链，重点实施

400万千瓦“陇电入鲁”配套新能源、100万

千瓦风光电新能源和大型电化学储能、抽水

蓄能、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氢等项目，计划

引进年产3亿只稀土低温锂电池、5GWh储

能锂离子电池及附属材料、储能集成设备制

造等延链补链项目。

程晓波表示，近期，甘肃正在开展“十五

五”新能源发展规划研究，瞄准世界能源革命

方向，深挖新能源产业链潜力赛道，加快建立

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国

家重要的能源安全保障基地。

开放合作，加速发展新质生产力

甘肃新能源的发展，既得益于丰富的风光

资源优势，更得益于甘肃海纳百川的开放精神。

甘肃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

和商埠重地，是国家“一带一路”向西开放的

重要平台。随着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

新格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双碳”、共建“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和倡议

的深入实施，甘肃面临叠加的政策机遇、平台

机遇、开放机遇、市场机遇、产业机遇。

招商引资是经济发展的“源头活水”。近

年来，甘肃不断引进新能源综合利用、装备制

造等延链补链强链项目以及涉及数字及平台

经济、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前沿技术企业，加快

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就在此次招

商推介会上，甘肃省有关部门和14个市州以

及兰州新区与36家央企、24家民营企业签署

合作项目，投资项目合同金额893亿元，其中，

新能源及其产业类688亿元，数字及平台经济

107亿元，生物医药项目29亿元，其他类69

亿元。60多个项目年内即可开工建设。

据中国核工业集团总经济师黄敏刚介

绍，目前，中核集团在甘共有83家骨干企业，

形成了核燃料、核技术应用、新能源、天然铀、

装备制造、环保等多个重点产业集群，总资产

超过1600亿元，带动地方就业近12000余

人，为甘肃省经济转型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

注入了强劲动力。

当天，中核集团与甘肃省和相关企业签

署了四项投资协议，项目投资金额超过260

亿元，新一轮的项目投资将为甘肃省加快构

建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和塑造高质量发

展新动能提供强力支撑。

新时代的甘肃，正在以一种生机勃勃、昂

扬向上、开放争先的奋进姿态，积极投身中国

式现代化的火热实践中，展开双臂热忱拥抱

各类合作机会。

可以说，甘肃即将进入各类能源竞相发

展、百花齐放的新时期。

甘肃新能源积厚成势，高质量发展动能强劲

图为中国能建张掖甘州南滩30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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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一 步 全 面 深 化 改 革 开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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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重庆考察时强调

蔡奇陪同考察

江南山地水乡，四季水果飘香。浙江紧

紧围绕富民增收，让水果产业有组织引领、

有技术增效、有标准提质、有品牌促销、有平

台赋能、有机制惠农，让广阔的绿水青山结

满“致富果”。截至2023年底，“致富果”中

规模较大的建德草莓、常山胡柚、仙居杨梅、

临安山核桃、黄岩蜜桔等年产值合计超过

135亿元，惠及农户超30万人，户均增收近

万元。

有组织引领

坚持政府统一组织、有效统筹资源，引导

企业、农户规模发展“致富果”。常山围绕胡柚

规模经营统一流转闲置地块，出台土地流转奖

补、规模种植补助等政策，流转盘活土地1.3万

余亩，厂房2.3万平方米，胡柚产业链总产值达

35亿元。建德首创草莓“标准地”共富模式，市

镇村企户五级联动，统一流转、布局、建设、招

商、服务，实现国资公司开发建设、大户拎包入

住、村集体股份入股、村民收租挣薪的共赢格

局，已建成草莓“标准地”5090亩，带动村集

体增收2000余万元、农户增收1.5亿元。

有技术增效

坚持科技强农，充分运用工业化生产、数

字化管理促进“致富果”增产增效。仙居

2022年建成杨梅智能大棚1200亩、安装杨

梅轨道机952条、自动化包装流水线26条。

应用锁真保鲜技术，杨梅保鲜期由7天延长

到30天，枝叶凋萎病得到全面控制。兰溪打

造枇杷产业“数字农业工厂”，有效缓解冻害、

雨水影响，亩产达1600斤。

有标准提质

坚持完善标准体系，针对水果病虫害多、保

质期短等问题，以标准化提升产品质量增强市

场竞争力。兰溪经过20年研发，形成地方标准

《大棚设施生产技术规范》，以补光、水肥一体等

技术将枇杷上市期延长1倍，优质果率提升至

60%，比露天提高30%以上。技术推广至全

国9省市、20多个地市。奉化将水蜜桃病虫

害绿色防控技术规范、绿色生产技术规程等

地方标准，制作成便于培训的20份简化版

技术模式图。温州、温岭、玉环等分别制定

温州瓯柑、温岭西瓜、玉环文旦等专业技术

标准，规范育种、栽培、贮藏流程，确保产品

质量过硬，消费者吃得放心。

致 富 果 促 进 农 民 增 收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筛选通过项目约3.8万个
本报讯 记者李宏伟报道 近日，国家发展改

革委联合财政部完成2024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

的筛选工作，共筛选通过专项债券项目约3.8万个、

2024年专项债券需求5.9万亿元左右，为今年3.9万

亿元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打下坚实项目基础。其中，国

家发展改革委对项目投向领域、前期工作等进行审核

把关，财政部对项目融资收益平衡等进行审核把关。

据悉，今年我国将更多新能源、新基建、新产业领

域纳入专项债券投向领域，增加“独立新型储能”“重

点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等纳入专项债券支持范围，

引导地方加大对“国家级产业园区基础设施”“5G融

合应用设施”“城中村改造”“保障性住房”“普通高校

学生宿舍”等领域的支持力度，进一步谋划经济社会

效益明显、带动效应强、群众期盼、早晚要干的重大项

目。同时，将“保障性住房”等纳入专项债券用作项目

资本金范围，进一步发挥专项债券撬动作用。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重

点督促指导各地方严格把握项目质量要求，切实加

快项目建设和资金使用进度，推动尽快形成实物工

作量，积极扩大有效益的投资。

中国首套重大技术装备
检测评定管理办法发布
本报讯 记者赵庆国报道 近日，市场监管总

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

知识产权局5部门联合印发《中国首台（套）重大技

术装备检测评定管理办法（试行）》。

《办法》明确，中国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是指

国内实现重大技术突破、拥有知识产权、尚未取得明

显市场业绩的装备产品，包括整机设备、核心系统和

关键零部件等，检测评定按照规定的程序对装备产

品开展检测评审、综合评价，以确定装备产品是否属

于中国首台（套）。

《办法》提出，检测评定标准由技术创新、质量水

平、预期效益等反映装备产品状况的关键指标组成，

坚持战略导向、促进应用，科学规范、客观公正，包容

审慎、鼓励创新的原则，充分发挥质量基础设施效能

和协同服务作用。

本报讯 记者王晓涛报道 日前，国家粮食和

物资储备局召开中央应急抢险救灾物资储备管理工

作视频会议，传达学习全国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

精神，总结工作，部署当前重点任务。

会议要求，要锚定目标持续发力补短板强弱项，

着力在落实应急机制、问题隐患整治、提升保障能力

上下功夫，加快推动应急物资管理上质量上水平上台

阶。要强化闻灾而备、闻令而动的履职担当，层层压

实落实责任、充分准备高效保障、抓好安全坚守底线，

全力以赴做好汛期安全生产和应急物资保障工作。

国家局有关司局单位主要负责人及相关工作人

员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省（区、市）粮食和物资储备

局（粮食局）、各垂直管理局负责人、各中央应急抢险

救灾物资储备库主要负责人及相关工作人员在分会

场参加会议。

中央应急抢险救灾物资
储备管理工作视频会议召开

重点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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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省份
实现“开局稳”“开门红”

扩大有效需求
一季度政策靠前发力

近期，一季度经济数据陆续出炉，总体来看经济

运行延续回升向好态势，国内生产总值按不变价格

计算，同比增长 5.3%，比上年四季度环比增长

1.6%。这一经济增速，不少人认为超出了预期。

一般来说，有效需求不足，所以需要着力扩大有

效需求。如何扩大？政策需要靠前发力——这也是

看待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的一个重要逻辑。实际上，

今年以来特别是全国两会

之后，一系列政策密集出

台，打出了一套扩大有效

需求的组合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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