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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的河州大地，工厂、企业、产业园
一派繁忙景象。在项目建设现场，外地客
商参观考察，寻觅商机；在毛沟美食风情线
的农家乐里，食客三五成群，品尝美食；在
临夏百益亿农国际鲜花港，万枝鲜切玫瑰

“搭乘”冷链车翻山越岭，远销海内外；在广
河电商孵化产业园区，主播在手机前向网
友介绍商品，帮助临夏特产走出大山……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今年以来，临
夏聚焦高质量发展，牢固树立大抓县域经
济的鲜明导向，全力抓招商、培产业，推动
经济实现量质齐升。

招商引资蓄势赋能

招商引资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也是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源头活水。
临夏州委、州政府高度重视招商引资

工作，牢固树立“以招商引资论英雄、以项
目建设论成败”的鲜明导向，深入实施“引
大引强引头部”和“千亿招商”行动，为临
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开展外出招商活动128批次，对接企
业333家，远赴山东、北京、河南、西藏、陕
西、四川、云南等地考察，对接企业67家；
接待来临企业家 227批次，对接企业 356
家……今年以来，临夏州各地吹响招商引
资“集结号”，通过“走出去”“请进来”，千
方百计招引企业来临投资兴业。

依托资源禀赋和特色产业基础，临
夏州聚焦新能源及装备制造、牛羊全产
业、文化旅游、商贸物流、皮革毛纺、食

品产业、绿色环保、特色种植、中医药
（生物制药）、数字信息 10 个重点产业
链招商，推动临夏优势特色产业从点到
链、由链及群发展。

作为临夏州招商落地的链主企业，惠
发（临夏州）食品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的
投产运行，实现了“河州味道”民族特色食
品和预制菜产业向规模化发展的转变。

公司生产线全面投产后，将生产包括
牛羊肉精分割、牛羊肉调理类、肠类、丸
类、面点和预制菜 6 大类的 8 个系列产
品。惠发（临夏州）食品供应链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于晓鹏说：“公司日设计产能
300吨，年设计产能9万吨，满产年可实现
产值50亿元。”

惠发（临夏州）食品供应链科技有限

公司在临夏大地开花结果，是临夏州精准
招商的生动体现。

同时，临夏州将“基金+产业”模式作
为招商引资的突破口，指导支持县市和园
区设立市场化运作的产业基金，依法合规
以股权投资形式参与招商项目。

而在牛羊产业链招商引资方面，明
胶、牛心瓣膜、血清蛋白、血红素、超氧化
物歧化酶（SOD）等一批投资潜力大、技
术含量高、发展前景好的项目落地建设，
逐步形成了良好的产业生态。

（转3版）

临夏：激荡高质量发展澎湃动能
甘肃日报记者 王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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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七月，初心向党。连日来，前来
康乐县知青馆开展主题党日活动、研学
活动的人们络绎不绝，大家通过聆听讲
解、参观实物、体验生活等方式，认识了
解知青扎根基层、艰苦奋斗、奉献青春的
峥嵘岁月，激发了大家的爱国热情，汲取
了奋进力量。 本报记者 祁金芬 摄

“不管有多大困难，都要想办法把
群众的事情做好。”

“干调解这份工作，就是为构建和
谐社会贡献力量。”

“作为人大代表家站，想方设法调
动各级人大代表充分发挥作用。”

……
7月5日，记者在和政县城关镇西关

社区人大代表家站听到人大代表的使

命担当，彰显人大代表在基层履职中的
作为。身为社区党支部书记的仲海燕，
是其中之一。

“作为一名县人大代表，我不断加
强学习，提升履职能力，利用社区人
大代表工作站，建立‘相约星期五·有
事您来说’议事平台，加强与选民联
系沟通，以‘望、闻、问、切’四步工作
法，推动形成群众常来、代表常在、实
事常办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新常态。”
仲海燕说。

“代表工作站＋代表接待日”不断

增强社区服务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
性。在仲海燕的带领下，组织代表常
进家站点，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不断
增强人大工作接地气的广度、察民情
的深度、聚民智的精度、惠民生的力
度，让家站点“小空间”持续发挥“大作
用”，释放“大能量”。

每到周五，人大代表工作站里坐满
前来议事的选民代表，面对大家提出的
问题，仲海燕等总是耐心细致地一一解
答，能当场解决的毫不含糊地帮助解决，
不能解决的想办法协调上报相关部门尽

力帮助解决，做到件件有答复、事事有回
音，推动代表履职触角向基层不断延
伸。今年，西关社区人大代表工作站接
待选民 89人，收集各类意见建议 37条，
解决问题32条。 （转2版）

仲海燕:让“小空间”发挥“大作用”
本报记者 陈礼娟 边小磊 尤苗苗 穆风祥

仲海燕正在接待选民代表

本报讯 （记者 郭慧霞 通讯
员 王慧娴）7月10日，记者从临夏市
了解到，该市规划建设的团结北路幼
儿园项目现已进入收尾阶段，将于 9
月投入使用。

记者来到该项目现场看到，崭新
的教学楼已完工，外部操场草坪等已
铺设完毕；教学楼内部，各类设施一
应俱全，工人们在进行玩教具、桌椅、
床具和办公等设施设备安装及水电
附属工程施工等工作，通水通电后可
交付使用。

据了解，该项目概算总投资
3261.08 万 元 ，新 建 总 建 筑 面 积

5692.35平方米，内设 12个幼儿活动
室及教师办公室、寝室等附属设
施，可容纳 360 名幼儿，计划今年秋
季开学招生投用。近年来，团结北
路周边小区入住人口不断增长，适
龄幼儿逐年增加，该幼儿园的建设
将进一步满足周边适龄幼儿就近接
受学前教育需求，有效化解局部区
域学位紧张问题，不断优化该市教
育资源。

临夏市团结北路幼儿园将于9月建成投用

甘肃日报兰州讯 （新甘肃·甘肃
日报记者 曹立萍 李文慧）记者从
7月10日下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第
三十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闭幕
通报会上获悉，第三十届兰洽会我省
共 签 约 合 同 项 目 1325 个 ，总 额
6039.55亿元，签约项目数量、金额比
上届分别增长 13.05%和 7.7%，涉及新
能源、石化化工、装备制造、特色农产
品及食品加工等领域。

本届兰洽会紧扣“共享机遇，共谋
发展，共创繁荣”的主题，着力在提升
兰洽会国际化、精准化、专业化、品牌
化上下功夫，持续加强我省与共建“一
带一路”国家、地区和兄弟省区市的经
贸交流合作，进一步凸显兰洽会作为
我省对外开放“主窗口”和招商引资

“主渠道”的地位作用。
本届兰洽会着眼提升我省对外

开放水平，广泛邀请共建“一带一路”
国家（地区）政府和国际组织、境外知
名企业和商协会代表参会，组织举办
绿色中国·投资甘肃招商主题活动、
中美（企业）国际经贸合作暨西部发
展对接活动、国际友城产业推介暨经
贸合作对接活动等国际性活动，取得

了积极成果。
本届兰洽会聚焦我省开放合作

的重点热点领域，以延链补链强链
为目标，成功邀请 180 家“三个 500
强”、上市公司及行业领军企业和 36
家在甘肃有重大投资项目的央企高
管代表参会，并针对性开展央企、粤
商、浙商、闽商、川商等招商活动。
据统计，本届兰洽会 10 亿元以上项
目签约额 3917.09 亿元，占总签约额
的 64.86%；“三个 500强”企业投资项
目签约额 1131.49 亿元，占总签约额
的 18.73%。

本届兰洽会围绕我省重点产业链
和特色优势资源，利用人工智能、虚拟
现实、5G体验等最新技术展示手段，
倾力打造15个专业展馆，着力提升沉
浸式观展的体验感，向海内外政商界
嘉宾全方位、多角度展示甘肃产业优
势。在丝绸之路国际合作、区域合作
交流、时尚消费品和“甘味”农产品展
区，成功邀请来自 29个国家、18个国
内省区市和香港、台湾地区的4000多
位参展商参展，展品涉及近30大类上
万种产品。5天展期，进馆参观人数
达15万人次。

第三十届兰洽会圆满落幕

我省共签约合同项目1325个 总额6039.55亿元

眼下正值马铃薯盛花期，记者走进位
于积石山县安集镇安家湾村、石塬镇石塬
村、郭干乡酸梨树村的国家马铃薯产业技
术体系临夏综合试验站3个示范点，看到
一垄垄紫色、白色的马铃薯花朵装扮着田
野，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为确保马铃薯产量、示范推广优良品
种及高效栽培技术，解决“薯农”后顾之
忧，7月9日，临夏综合试验站团队在积石
山县开展马铃薯技术培训及现场指导。

在安家湾村马铃薯试验示范基地，

试验站团队开展马铃薯病虫害综合防
控现场培训，技术人员讲解指导常见病
虫害预防、识别和防控技术要点。“我们
主要针对马铃薯蚜虫防治、晚疫病防
控，开展田间系统培训，达到马铃薯病
虫害统防统治效果。”试验站农艺师李
海娇告诉记者。

记者看到，安玉卫等 4位安家湾村
村民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背着打药机
有序穿梭于田间，一道道药雾均匀喷洒
在茎秆和叶面上，不一会完成了马铃薯
统防统治任务。安玉卫高兴地说：“试验
站技术人员带来新技术、新品种，提高了
我们的收益，加上今年雨水充足，马铃薯
长势非常好。”

随后，试验站团队一行到石塬村试
验示范基地，调研马铃薯病害发生情况，
提出针对性解决方案，就田间综合管理
开展技术指导；到酸梨树村试验示范基
地开展病害调研、田间数据采集及草害
防控工作。

“为加快积石山县灾后恢复重建步
伐，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积石山县
科技特派团马铃薯产业组的支持下，我们
在石塬村种植马铃薯。”县种子技术推广
站站长王世云介绍说，此次引进由省农科
院和州农科院提供的11个新品种，建立对
比试验1处；种植中，主要采用垄上覆膜、
微沟技术，马铃薯产业体系专家全程参与
指导，经过对比实验，筛选出适宜本县种

植的抗旱马铃薯新品种。
今年，临夏综合试验站团队以国家

技术体系为平台，将马铃薯科技创新、成
果转化与积石山县农业产业复苏建设相
结合，向群众免费发放以临薯 18号、陇
薯、中薯为主的优良种薯及生产资料；在
马铃薯生长各时期，适时结合试验开展
技术帮扶。目前，试验站在该县建设千
亩马铃薯高效种植示范基地。

马铃薯花与蓝天白云相互映衬，科
技与农业的“双向奔赴”正在这片热土如
火如荼展开。

科技赋能 “薯光”无限
本报记者 赵淑娴 贾淇竣

本报讯 （记者 赵好飞）7 月
11 日，位于临夏县尹集镇大夏河沿
岸的漓水劳动文化公园开园。公
园以劳动文化为主题，大力弘扬劳
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营造
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
的敬业风气。

该县以“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城
市品位、打造生态文化旅游名县”为
目标定位，着力围绕城市双修（生态
修复、城市修补），组织实施完成大夏
河流域（尹集段）生态绿化工程项
目。该公园总投资 3012 万元，占地
面积 102.5 亩，配套建设道路、停车
位、充电桩、绿地、水景、木栈道、廊架
和凉亭等休闲娱乐设施，配备儿童游
乐项目。公园种植黄色、橙色、红色
等各色百合，道路两侧依次点缀种

植油松、刺柏、云杉等常绿树种，水
杉、垂柳、法桐及楸树等落叶乔木，
连翘、紫丁香、榆叶梅、黄刺玫、爬山
虎等花灌木。

近年来，临夏县立足全县资源禀
赋，以打造生态秀美宜居县为目标，
实施县城东区建设、全民健身中心、
河州大道灾后维修改造工程等一系
列民生项目。该公园开园后，不仅为
居民和游客带来一个全新的休闲场
所，也为全县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增添
了新亮点。

临夏县漓水劳动文化公园开园

超治愈！用AI漫画的方式打开临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