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兰洽会”多维观察

CHINA COUNTY TIMES 2019年7月15日 星期一 3责任编辑 张春嫄
版面设计 韩涛 经济

记者 牛新建

6月25日，由甘肃省兰州市委

宣传部、兰州市政府合作交流办

组织的媒体采访团走进兰州市红

古区，对宝方炭材 10 万吨超高功

率石墨电极项目、碧桂园玖珑湾

项目、中植有机生态农业循环产

业项目进行了走访。

红古区商务局主任科员马爱

斌介绍，截至5月底，第22届兰洽

会红古区签约 14 项项目，总投资

80 亿元，已开工 14 项，项目开工

率为100%；第23届兰洽会红古区

签约 12 项项目，总投资 68.6 亿

元，已开工 11 项，项目开工率为

91.67%；第 24 届兰洽会红古区签

约 13 项项目，总投资 64.69 亿元，

已 开 工 11 项 ， 项 目 开 工 率 为

84.62%。近年来，红古区坚决贯彻

“项目终身服务制”，实现一站式

办理，不断提升项目前期孵化工

作的能力和水平。

“在红古区区委、区政府的全

力支持配合下，我们的环评手续

仅一个月就办理完成，确保了项

目的快速落地。”兰州中植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邓育龙说，

中植有机生态农业循环产业项目

于2017年7月签约，项目落地后计

划引进5000头母猪。

猪妈妈、猪宝宝的“妇幼保

健院”你见过吗？在兰州中植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的 10 万平方米猪

场，可以看到公猪舍、分娩舍、

保育舍、生产舍等正在建设中的

场区。“建成后，猪场会实现自动

喂食、自动清粪、自动空气循环

换风等自动化。”邓育龙介绍，中

植有机生态农业循环产业项目是

2017 年第 23 届兰洽会签约项目，

由金华市中植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投资，计划占地 1000 亩，其中猪

场场区占地450亩，投产后可年出

栏商品猪超过 10 万头。同时配套

建设线上线下畜禽交易中心、5000

头种猪繁育中心等，其余550亩为

有机种植用地。

近年来，红古区根据项目落

地需求，多方协调区环保局、住

建局、兰州市国土资源局红古分

局等部门相关人员深入选址地

点，陪同考察商洽，推进项目签

约落户。同时，红古区着力在产

业建链、延链、补链上下功夫，

围绕装备制造、城市矿产、生物

医药等方面，凝练项目 10 类、70

个，投资估算为468亿元。

站在时代的新起点上，红古

区委、区政府正在全力打造三大

产业园区，积极营造亲商、爱

商、富商的营商环境。其以近3届

兰洽会未开工项目及 2018 年重点

线索项目为突破口，抢抓“企业

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试点区”机

遇，提供一窗受理、集成审批、

一次办结的全流程服务，实现项

目快速签约落地、快速建设投

产。

“别看这里现在还是一片荒

芜，但项目建成达产后，产品将

辐射我国京津冀地区和东北地

区，以及俄罗斯、东北亚等，拥

有极大的发展潜力，可解决 1000

人左右劳动就业问题。”在宝方炭

材 10 万吨超高功率石墨电极项目

指挥部，副指挥张文钢介绍，该

项目于 2018 年签约立项，目前主

体项目已全面开工，计划明年全

产线投入使用。

宝方炭材 10 万吨超高功率石

墨电极项目由中国宝武钢铁集团

有限公司、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总投资 27 亿元，其

中一期投资 16 亿元，在兰州经济

技术开发区红古园区内建设年产

10 万吨超高功率石墨电极生产

线，一期计划用地500亩，总生产

能力为773638吨/年。

红古区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近年来，借助园区招商、产

业链招商、平台招商、节会招

商、小分队招商、以商招商、委

托招商、定向叩门招商等多种招

商方式，促 成 了 太 平 洋 建 设 集

团、碧桂园集团等一大批世界

500 强企业、中国 500 强企业、中

国民营 500 强企业、上市公司的

成功落地，为红古发展增添了新

的动能。

通讯员 胡亚萍 魏为
记者 张伟伟

走进江苏省滨海县黄河故道经

济带，只见这里蓝天碧水、瓜果飘

香、花木成荫。“往昔黄河沙滩，

今成锦绣良田”，这是滨海黄河故

道经济带开发的真实写照。

滨海境内黄河故道涉及天场

镇、农业园区等 9 个镇 （区、街

道），占全县总面积的 52.3%，总

人口 74.6 万人，其中低收入农户

占全县50%以上，是当地的一条贫

困带。近年来，滨海围绕把黄河

故道打造成特色农业走廊、绿色

生态走廊、旅游观光走廊的目

标，加快整合各类资源，优化调

整产业结构，重点发展高效林

果、四青蔬菜、设施农业、特色

杂粮、生态旅游产业，扎实推进

绿色富民工程，致力把资源优势

转换为经济优势，走出一条产业

富民、助农增收的新路。

黄 河 故 道 沿 线 多 为 沙 质 土

壤，透水性和保水性强，具有发

展林果种植和旅游观光得天独厚

的条件。滨海因地制宜，充分发

挥这一优势，整合片区资源，统

筹规划、综合开发，先后打造了

G228、S327、海港大道等景观通

道，发展特色林果经济，重点推

进万亩果园、万亩菜园等 10 个万

亩农业基地建设，致力打造一条

黄河故道万亩林果产业带。

滨海奥宏林果专业合作社建

设的高效密植果园种植基地，是

黄河故道林果产业带项目，栽植

了45万余株各类果树。“我们与家

乐福、苏果等大型超市签订订单

种植协议，预计亩产优质果品

4000 斤左右，保底收购价为每斤

2.2 元，亩均净效益近 5000 元。”

合作社负责人张俊荣说，今年计

划再流转 1000 亩土地，规划 3 年

内发展到5000亩。

在 打 造 特 色 农 业 走 廊 进 程

中，滨海以兴建蔬菜特色产业基

地为抓手，大力发展故道经济。

依托海大食品、九洲饲料、陈氏

首乌等农业龙头企业，打造国家

级农副产品加工集中区、区域性

农产品市场流通平台，调增 14 万

亩经济作物，新增 2.16 万亩设施

农业，农经比提升至7.6:2.4。推进

农业产业化，做特做优地方农产

品品牌，“滨海大米”“滨海白首

乌”“大套蜜梨”获批国家原产地

地理商标、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建成盛海、维农等 10 个设施农业

项目，发展10万亩四青蔬菜、1.2

万亩果园、1万亩白首乌、5000亩

小花生。黄河故道这条曾经的贫

困带逐步演变成生态经济走廊，

给沿线群众带来增收致富新机遇。

打 造 黄 河 故 道 绿 色 生 态 廊

道，既保护了生态，又可以带动

乡村旅游和扶贫开发。为此，滨

海统筹完善苗木花卉产业片、珍

贵树种培植示范片、村庄绿化点

等“一带五片多点”绿化布局，

加快古黄河森林公园、沿海百里

风光带等重点项目建设，全面提

高绿化建设层次，全力筑建黄河

故道绿色长城。截至去年底，滨

海万亩银杏、万亩林场等5个万亩

基地基本建成，新增 1.56 万亩成

片林，林木覆盖率达31.3%。

黄河故道的综合开发利用，

给滨海旅游产业带来大发展。滨

海以古黄河生态旅游、现代农业

展示、天场镇红色旅游为重点，

深入挖掘各类文化资源，合理布局

梨花小镇、万鸟天堂、黄河湾、灵

龙湖等多个旅游景点，聚力打造

“吃住行、娱购游”一体的旅游产

业链，成功举办乡村旅游节、梨

花节、葡萄采摘节等活动，全年

吸纳游客100万人次以上。

通讯员 刘智辉 林少波
记者 黄长秋

本报讯 近年来，福建省长泰县先

后实施“大抓工业、抓大工业”“工业强

县、对接特区、项目带动”等举措，壮

大光电照明、新型建材、文体用品、造

纸及纸制品等四大主导产业，培育高端

装备制造产业、新能源产业、智能家居

产业等三大新兴产业。

在长泰县的福建元吉体育用品有限

公司车间内，机器轰鸣，员工们各司其

职。制作内胆、粘贴标签，整条生产流

水线井然有序。元吉公司主要为斯伯丁

等知名品牌代工生产篮球、排球、足球

等球类产品。公司成立20多年来，效益

持续稳步上升。截至目前，产值约 3 亿

元，税收2000多万元。

目前长泰县集聚了鸿星尔克、安安

超纤、欧仕童车等20多家规模以上文体

用品制造企业，产品涉及篮球、健身器

材、运动服装等几十个种类，形成了品

种门类众多、产业配套完善、销售体系

完整的文体用品产业。

不仅是文体用品产业在蓬勃发展，

长泰县的造纸及纸制品产业也经历了从

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自从 2004

年 福 建 省 规 模 较 大 的 造 纸 生 产 企业

——联盛纸业落户长泰县以来，正隆纸

业、合信包装、益百利等企业纷至沓

来。目前，全县形成了印刷包装等造纸

及纸制品产业集群。

截至2018 年底，全县规模以上四大

主导产业已达到106家，实现总产值289

亿元。

总投资 8 亿元的神悦铸造是一家高

端精密金属铸造企业，已基本实现数

字化、智能化改造，具备月产 5000 吨

铸件的能力。如今，长泰县以大通互

惠、神悦铸造为代表的高端装备制造

产业、以雷天温斯顿为代表的新能源

产业、以松霖智造为代表的智能家居

产业，正在助推厦漳泉先进制造业基

地加快建成。

今年，《长泰县“大抓工业、抓大工业”实施意见》提出，

到2020年，力争全县规模工业总产值达730亿元，其中，四大

主导产业实现产值400亿元以上，占比达55%以上。

记者 王官波

6月26日一早，辽宁省调兵山

市大明镇沙后所村村北稻田里鸭叫

声一片，村里的新益农水稻合作社

社员们正在往稻田里放鸭子。这是

专门跟水稻共享共生的麻鸭，社员

们把这些鸭子叫作稻田鸭。当天，

这块集中连片的700亩稻田里，共

投放了8000只稻田鸭。

合作社技术员吴铁林讲起了

稻田鸭的好处：“我们这里稻田鸭

就是幸福鸭，不但养鸭子几乎零

成本，稻田也增加了肥力，减少

了虫害。特别重要的是，避免了

水稻重症——稻瘟病。”吴铁林介

绍，每亩稻田大概投放 15 只左右

稻田鸭，这些鸭子以水中杂草浮

萍、蝌蚪、田螺和害虫为食，日

常无需再进行投喂。常规的水稻

种植，使用化肥会造成土壤板

结，况且需要打三四次农药除虫

除草，会影响稻米的产量和品

质。而稻鸭共享共生模式下，鸭

子不仅吃光了杂草，鸭粪也是上

好的有机肥料。再加上鸭子天性

好动，在稻田中嬉戏，利于空气

流动，有效遏制了稻瘟病。

提到稻鸭共享共生，思想开

放、思维超前的社员王敏最有发

言权。去年，王敏种了 25 亩水

田，从投放稻田鸭开始，王敏就

嘱咐子女把田间管理的每个环节

都拍成视频留存。到了收获季

节，王敏安排儿子王大为开通快

手直播，把自家的稻田鸭、稻鸭

米发布出去，一时间，鸭子被抢

购一空，加工后的大米每斤也卖

到了7元钱。

合作社理事长王海算了一笔

账，合作社共有 3000 亩水田，采

用稻鸭共享共生模式，保守估计，

每亩地增产20%则为二三百斤。每

亩地按成活10只稻田鸭计算就是

300元，加上节省的农药、化肥和

人工成本，一亩地增收700元没有

问题。如果合作社全部水田都投

放稻田鸭，能增收200多万元。

前不久，合作社刚刚给稻鸭

米注册了新益农商标，加工成小

包装后，通过邮政平台、快手直

播、微信朋友圈和网店进行销

售，让稻田鸭、稻鸭米成为致富

品牌。

记者 郑义

本报讯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

区大力发展高原特色都市现代农

业，累计投入5.01亿元资金，完

成1110件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

设项目，建成了一批美丽宜居乡

村，7.85万名农民群众直接受益。

2018年，西山区制定了推进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三年行动计

划，将离市区近、生态环境优

良、彝族风情浓郁的律则社区核

桃箐居民小组列为乡村振兴试点

村，确定了一产+三产融合发展

的思路。核桃箐将村内 168 亩水

稻改种为彩色水稻，养殖谷花

鱼，还种植了 60 亩彩色向日葵，

逐步将核桃箐建成宜居宜游的生

态乡村。如今进村游客越来越多，

外出务工的村民也陆续“回流”。

截至目前，西山区已发展12

个都市农庄，完成投资 4.23 亿

元；培育44户农业龙头企业，实

现总产值87.09亿元；加快农旅融

合发展，乡村旅游经营户达 172

户，全区旅游总收入达 288.29 亿

元，增长36.54%。

西山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

忠福表示，西山区将全面推进

“1+8+3+35”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体系建设及实施工作，努力走出

一条产业发展、环境友好、城乡

一体、和谐稳定的西山特色农业

农村现代化道路。

通讯员 张冠亚
记者 吴昊

本报讯 7 月 11 日，安徽省

旌德县举行参股安徽高特佳瑞皖

医疗医药产业基金签约仪式。旌

德县继2018年12月6日成立安徽

省县域首支健康产业投资基金之

后，在推进发展生物医药产业方

面又迈出坚实一步。

近年来，旌德县利用自身生

态环境和人文自然资源优势，坚

持创新发展和绿色发展理念，以

省级特色小镇——灵芝健康小镇

为抓手，重点培育和引进生物医

药、中药保健、绿色食品、健康

用品、健康器械、健康包材等 6

个子产业，引进一批生物医药健

康生产企业、科研团队及研发中

心落户，致力于打造集生产、生

活、生态“三生”融合，研发、制

造、金融“三位一体”的产业新城。

安徽高特佳瑞皖医疗医药产

业基金是安徽省一支服务于医药

产业领域的基金，认缴总出资额

为10亿元人民币。安徽高特佳瑞

皖医疗医药产业基金将专注于实

体经济，打造创业和投资的产业

孵化基地，搭建企业精准对接投

融资平台，成为区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核动力。

旌德县参股高特佳瑞皖医疗

医药产业基金，对推动园区生物

医药产业集群建设、加快县域经

济发展、增强区域活力具有重要

的作用，将进一步推进产业和资

本融合，开启旌德生物医药产业

发展的新篇章。

江苏滨海把贫瘠沙滩转为发展优势——

黄河故道变成了生态走廊

兰州市红古区为企业投资项目提供全流程服务——

签约成功更要建设成功

安徽旌德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建设

云南昆明市西山区加快农旅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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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永丰县利用荒山

坡地建设水土保持生态果

园，既治理了水土流失，又

促进了农民增收致富。

图为佐龙乡麻田村农民

在采收翠冠梨。

通讯员 刘浩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