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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富民兴陇新局面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之甘肃篇

“绵延的黄土高原，广袤的草原，茫茫
的戈壁，洁白的冰川，构成了一幅雄浑壮
丽的画面，整个地理形势宛如一柄玉如
意。”习近平总书记曾这样赞叹陇原大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两赴
甘肃考察，多次对甘肃工作作出重要指
示，从党和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为甘肃
发展明确定位、擘画蓝图、指明方向。

2500万陇原儿女牢记嘱托，负重自
强，为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开创富民兴
陇新局面奋发进取，描绘新时代如意陇原
的崭新图景。

“让老百姓幸福就是党的事业”

“苦瘠甲于天下”曾是甘肃很多地方
的真实写照。吃水难、行路难的困苦几乎
遍及每个贫困村庄。

2013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来到
定西市渭源县元古堆村和临夏回族自治
州东乡族自治县布楞沟村，入户看望老党
员和困难群众。

甘肃是全国脱贫攻坚任务最重的省
份之一，困难群众过得好不好，扶贫政策
落实得怎么样，总书记要亲自看一看。

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武威
市古浪县黄花滩生态移民区富民新村。
他强调，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老百姓利益
着想，让老百姓幸福就是党的事业。

习近平总书记的为民情怀，深深感染
着甘肃各级党员干部。为如期打赢脱贫
攻坚战，与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甘肃全省干部群众牢记嘱托，尽锐出战。
层层签订“责任书”、立下“军令状”，36万
名帮扶责任人、7.45万名驻村帮扶人员奔
赴扶贫一线，铆足干劲攻下深贫堡垒。截
至2020年底，全省552万农村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全部脱贫，长期困扰贫困群众的出
行难、吃水难等“老大难”问题得到解决。

元古堆村村民曾玉成原先种地有“两
怕”：一怕运不下来烂地里，二怕拉不出去卖
不上价。自从硬化路通到家门口，他用流转
土地种起百合、党参，成了村里数一数二的种

植大户。村委会主任郭连兵感慨地说，2013
年以前，元古堆村只有2.4公里硬化路。如今
村组道路全部硬化，元古堆不再是“烂泥
沟”。2018年，元古堆村甩掉“贫困帽”。
2021年，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2万元。

2021年以来，甘肃全面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着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牛
羊菜果薯药”六大特色产业体系初成，陇
原乡村万象更新。

为了让老百姓生活更幸福，甘肃在新
起点上不断提升脱贫地区发展水平。财
政资金集中注入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
民生建设，民生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例连
年保持在80%左右；五级医疗卫生服务体
系全面建成；养老机构覆盖所有县（市、
区）；城乡低保标准不断提升……陇原大
地正绘就景美人和的新画卷。

“加快发展生态产业，构筑国家
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6月，祁连山北麓的大马营草原草色
初新、生机勃发。三年前的2019年8月，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实地了解祁连山
生态修复保护等情况。

祁连山是我国西部地区的重要生态
安全屏障。一度无序无度开发，造成冻土
破碎、植被稀疏，局部生态破坏。习近平
总书记对此多次作出重要指示，让甘肃干
部有被“猛击一掌的警醒”。

痛定思痛，甘肃以“断腕”之勇狠抓生
态环境问题整改，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内144宗矿业权全部分类退出，42
座水电站全部分类处置，25个旅游设施
项目全面完成整改，祁连山生态环境问题
整改任务按期完成。历经“史上最严”整
改，祁连山祛多年沉疴，还旧账欠账。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牧马
20余年的中农发山丹马场有限责任公司
职工刘国年亲身感受到山绿水清的生态
之变。这几年，曾过度放牧的草场上牛羊
退出，竟有鹿群进驻。放马巡山时，他还
常与野生动物“正面遭遇”。

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前来
“验收”，对祁连山生态环境修复和保护工
作的阶段性成果给予肯定。总书记谆谆
叮嘱，“我们发展到这个阶段，不能踩着西
瓜皮往下溜”“加快发展生态产业，构筑国
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甘肃坚决
扛起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的政治责
任，将生态产业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
手，以“绿色之变”加快兑现“富足之变”。

祁连山下，一座座迎风转动的风力发
电机是绿色“蝶变”的鲜明地标。甘肃是风
光资源大省，紧盯“双碳”目标，当地谋划清
洁能源基地建设，优化风光电开发布局。
酒泉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建成，华能甘肃
陇东千万千瓦级多能互补综合能源基地启
动建设，项目总投资超过1000亿元。

2021年，以清洁能源、节能环保、先
进制造等为代表的十大生态产业增加值
在全省地区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达
27%。西北首个国家级新区兰州新区，吸
引大批生态产业落地，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连续五年领跑国家级新区。

黄河在甘肃蜿蜒奔涌913公里。母
亲河牵动着总书记的心。2019年，习近平
总书记在兰州叮嘱省市两级负责同志，要
首先担负起黄河上游生态修复、水土保持
和污染防治的重任，兰州要在保持黄河水
体健康方面先发力、带好头。

全省上下迅速行动——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

划体系基本构建，一批重大生态项目启动
实施。河湖长制、林长制全面落地。
2021年，甘肃境内黄河流域41个国考断
面水质优良比例为92.68%。甘肃扎实推
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生态保护和修
复，生态系统功能持续提升。

站在国家重大战略机遇叠加和自身
发展势能增强的交汇期，甘肃融国家所
需、甘肃所能、群众所盼、未来所向，加快
推动新兴产业，改造重塑传统产业，强化科
技创新引领，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

“保护好中华民族精神生生不
息的根脉”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甘肃考察首
站来到敦煌莫高窟。习近平总书记深刻
指出，“敦煌文化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
自信”“要揭示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的文
化精神、文化胸怀，不断坚定文化自信”。

“总书记仔细端详，不时询问，还亲切
地叮嘱游客注意爱护文物，考察全程都饱
含着对敦煌文化的深厚情感。讲好敦煌故
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坚定文化自信，‘敦煌
人’责无旁贷。”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自信的重
要源泉。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近年
来，在各方努力下，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
研究等工作积极推进：启动流失海外敦煌
文物数字化复原工程，推进石窟考古报告
编撰、敦煌文献分类整理出版等重要项
目，出版《敦煌艺术大辞典》等重要学术专
著。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
提出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敦煌
学研究的高地”重要要求，正在接续奋斗
中逐步化为现实。

长城一砖一瓦，都是活的历史。在“天
下第一雄关”嘉峪关关城，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我们一定要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保
护好中华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根脉。

甘肃以长城国家文化公园规划建设
为契机，提出将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甘肃段
建设成长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新高地。

习近平总书记在读者出版集团有限
公司考察调研时，叮嘱在场的文化工作
者，为人民提供更多优秀精神文化产品。

“读者人”以此为己任，努力出好书、
出精品。《读者》发行量连续三年保持正增
长，稳居国内文摘类期刊发行量首位。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甘肃进一步
推动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和长城、长征、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让文物从墙上走
下来、从窟里走出来，扩大文化“瑰宝”影
响圈，保护好中华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根
脉。 （新华社兰州6月23日电）

甘肃、内蒙古两省区位于祖国北疆，幅
员辽阔，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区和能源、
工业基地。党的十八大以来，两地抢抓发
展机遇，注重生态保护，加快经济结构调整
和新旧动能转化，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为

“十四五”良好开局奠定了坚实基础。

以绿色“织”牢生态屏障

初夏，祁连山风景如画，一片新绿。
很长一段时间，这里遭遇过度开发，

局部生态受破坏严重。“猛药去疴”——近
年来，甘肃深刻汲取祁连山生态环境破坏
问题教训，全面完成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
与建设综合治理任务，积极配合推进祁连
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

2017年以来，甘肃省落实祁连山地
区中央和省级各类生态保护资金195亿
元，支持祁连山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区内
144宗矿业权全部分类退出，42座水电站
全部分类处置，25个旅游设施项目全面
完成整改，核心区农牧民全部搬迁。受损
的生态系统得以休养生息，雪豹、藏野驴、
白唇鹿等多年难觅踪迹的珍稀物种频繁

现身，祁连山生态保护实现“由乱到治，大
见成效”。

内蒙古生态状况如何，对全国生态安
全至关重要。

位于锡林郭勒盟的乌拉盖草原，20
世纪90年代中期后出现退化迹象。这些
年，通过持续生态修复，当地严重沙化草
地平均植被覆盖度由15%提高到50%，不
仅遏制了荒漠化势头，还为发展现代草牧
业、旅游业提供了条件。

如今，“天边草原”乌拉盖已成为响亮
的旅游名片，吸引着各地游客；当地建起
了优质乡土草种繁育基地，进行牧草新品
种选育改良。

以新能源培育新动能

清晨，一辆辆重型卡车驶进鄂尔多斯
市矿区运输煤炭。这些使用氢燃料电池的

“氢能重卡”特点是不冒黑烟，排出的是水。
过去内蒙古产业发展盯着“羊、煤、

土、气”，如今则是聚焦新能源，培育新动
能。

今年2月，《内蒙古自治区“十四五”
氢能发展规划》印发，提出到2025年，氢
能供给能力达160万吨/年，打造千亿氢

能产业，氢能重卡成为重点发展项目之
一。氢能和风能、光伏、储能产业共同构
成内蒙古四大产业集群，推动内蒙古能源
产业向上下游延伸，产品向中高端攀升。

在“双碳”目标推动下，“风光大省”甘
肃也将新能源产业作为构建现代产业体
系的重要一环。2021年6月，酒泉千万千
瓦级风电基地建成，河西走廊打造出新能
源“陆上三峡”；在陇东革命老区，一座千
万千瓦级多能互补综合能源基地正式启
动建设，将为甘肃“绿电”外送再添一条大
动脉……

2021年，甘肃新能源发电量首次突
破400亿千瓦时，成为电力保障一大主
力。截至今年4月底，甘肃新能源并网装
机达3122.28万千瓦，占全省总装机容量
的48.95%，预计到2025年，甘肃新能源装
机总量将突破8000万千瓦。新能源在保
障本省电力需求的同时，还外送至河南、
湖南、山东、天津等20个省市，成为我国
重要的电力送出基地。

以陆海通道力促开放

日前，一批进口木材“搭乘”中欧班列
运抵内蒙古乌兰察布七苏木保税物流中

心，在乌兰察布家具产业园被制成精美家
具后销往全国各地。借助保税物流中心
和中欧班列枢纽通道优势，越来越多木材
加工企业集聚乌兰察布，进口木材落地加
工、销售的产业格局在当地加速形成。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内蒙古积
极融入国家开放总体布局，以参与中蒙俄
经济走廊建设为驱动，创新开放型经济体
制，营造开放型经济环境，正成为国家向
北开放的桥头堡。

今年是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5周
年。在甘肃（兰州）国际陆港东川铁路货
运中心特货作业区，来自重庆、湖北、广西
的各类汽车密集排列，它们都是通过陆海
新通道内贸班列运送到兰州进行分拨。
这里年运输汽车整车可达5万辆，成为西
北地区重要的汽车集散分拨点。

甘肃（兰州）国际陆港、兰州新区综合
保税区等一批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也纷
纷落地，丝路古道重焕生机，引领甘肃加
快融入“双循环”。目前，甘肃已开通中
亚、中欧、南亚、陆海新通道等“四向五条”
国际班列，以通道为抓手，建园、集货、聚
产业，推动甘肃外向型经济不断迈上新台
阶。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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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野“绿电”赋能陆海通道助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