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甘肃省兰州市区，沿京藏高速北上，一路

所见，山峦起伏。再往前，绿意盎然，城市天际线

再次显现，兰州新区到了。

从零起步，一张白纸绘蓝图。2012 年 8 月，

兰州新区正式获批为国家级新区，被赋予“西北

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国家重要的产业基地、

向西开放的重要战略平台和承接产业转移示范

区”的战略定位。

十余年奋进，产业新城活力足。截至 2022
年末，兰州新区经营主体从不足 1000 户跃升到

3.4 万户；规上企业由建区之初仅 1 家增至 176
家，覆盖装备制造、绿色化工、生物医药、新材料

等多个领域。2017 年以来，新区经济增速连年保

持两位数，持续位居国家级新区前列。

2019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考察时指

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构建覆盖城

乡、功能完备、支撑有力的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改

造传统产业，培育新兴产业，加大改革攻坚力度，

加快构建开放新格局，积极发展高附加值特色农

业，统筹旅游资源保护和开发，不断夯实高质量

发展基础。”

牢记嘱托，实干笃行。近年来，兰州新区锚

定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补短板、调结构、强

弱项，着力构筑甘肃实体经济的新高地，为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日前，记者走进兰州

新区，入园区、看产业、观成效，实地感受兰州新

区高质量发展新脉动。

转型——
改造传统产业，推动绿色

发展

弧光闪烁、机械轰鸣，兰石集团有限公司焊

接车间内，工人们头戴防护罩专注焊接。眼前这

台直径 4 米、长约 24 米的庞然大物——镍基合金

N08120 材质冷氢化反应器，将于近期完工交付。

“多晶硅是光伏行业电池板的主要原料，冷

氢化反应器则是其关键生产设备。”兰石重装炼

化公司产品工艺高级技术主管朵元才介绍，团队

创新材料技术，实现了装备国产化。

兰石集团长期致力于研制大国重器，此前一

度面临发展空间不足、产品订单减少、市场占有

率降低，产值和营收停滞不前等问题。

“不进则退，必须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兰石集

团副总经理高峰介绍，2013 年，兰石集团响应“出

城入园”政策号召迁入兰州新区产业园。腾笼换鸟

后的兰石集团迅速成立能源装备工程研究院，树立

鲜明的市场导向，加快推进工艺技术革新。

“传统装备制造业的利润曲线犹如哑铃，两

头高、中间低。”高峰说，为实现质量和效益同步

提升，兰石集团不断延链补链，一方面加强与高

校、科研院所合作，研发能源装备新材料，在多地

布局产业及研发基地，将产品应用领域从陆地向

海洋和沙漠延伸，另一方面采取“产品+服务”的

发展模式，向用户提供后期运维检修服务，提高

产品竞争力。

近年来，兰石集团又瞄准智能化方向持续攻

坚，研发出适用于海洋模块钻机的智能化系统等

多项成果，推动传统产业迭代，经营业绩也逐年

攀升。据统计，去年兰石集团实现工业总产值

57.21 亿元，同比增长 25.44%；装备制造业实现营

收 61.35 亿元，同比增长 23.76%，创历史最高水

平。近 10 年来，兰石集团累计达成出口订货逾

30 亿元，在国际能源装备领域赢得一席之地。

持续推动兰石超深钻机、兰电节能电机、兰泵

超高温熔盐泵等关键技术装备研发及产业化，兰州

新区着力打造集研发、设计、制造、服务于一体的高

端装备制造基地。截至目前，兰州新区共引进落地

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项目 160个，总投资 620亿元。

装备制造迈向高端，化工产业走向绿色。

依托区位条件和兰州雄厚的化工产业基础，

2018 年，兰州新区高标准规划建设 150 平方公里

的绿色化工园区，重点发展精细化工和专用化学

品、化工新材料等业务。

“入驻企业低碳环保，节能减排达标；废污实

现园区内循环利用；企业用于生产的绿电配比达

到 60%以上。”兰州新区绿色化工园区管委会主

任于凤刚介绍，园区引导化工企业建立绿色价值

导向，实现全生命周期绿色化。

走进兰州助剂厂股份有限公司污水处理中

心，中控大屏上实时显示着除污设备运行情况。

“便于跟进污水处理进度，还能根据物料浓度、水

质成分及时调整参数，达到最佳除污效果。”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自实施绿色化改造以来，污水处

理成本从每吨 2400 元降至 256 元。

“节省的成本相当于新增的利润。”公司总经

理冯国保告诉记者，过去生产 1 吨聚乙烯催化剂

需耗水 5 吨，如今已降到 2 吨以下。“通过技术升

级改造，废水被高效回收再利用，以氯化钠为例，

利用率可达 77%以上。”冯国保说。

废污回收利用，企业要做第一责任人，政府

也要做好监督。“园区建有满足化工废水处置要

求的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实现生产废水统一收

集、统一处理并稳定达标排放。”于凤刚介绍，目

前，兰州新区绿色化工园区综合智慧应急管控中

心已投入运营，并对重大危险源企业及废水废气

在线监测。

育新——
培育新兴产业，加快集群

发展

位于兰州新区的甘肃海亮新能源材料有限

公司铜箔智造车间，自动导引智能物流运输车快

速穿梭在各个厂房，运送着一卷卷铜箔；智能桁

架不时发出“嘀嘀”声，提示铜箔烘烤完成；设备

状态指示灯不停闪烁，智能物流传送带不断将分

切好的铜箔运至包装车间……

“这套物流体系中，重达 1 吨多的铜箔卷能

实现自动上卷、下卷、烘烤、分切，再送去包装。”

铜箔智造车间制造一部生箔工段长贺天程介绍，

车间数字化程度提高后，员工工作量不断减少。

据介绍，该公司在数字化方面已投入超 2 亿元，

智能工厂平台建设总投资预计将超过 3 亿元。

目前，海亮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15 万

吨高性能铜箔项目一期 5 万吨已投产。今年以

来，海亮集团在兰州新区的项目产量已接近 8000
吨，产值达 5 亿元以上，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随着兰州新区围绕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

新兴产业布局的多个千亿元、五百亿元产业链不

断延展，产业延链补链、产业聚集的效应正在凸

显。”兰州新区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陈舜栋信心满

满，“优良的营商环境、较高比例的绿电资源，助

力产业集群发展势头越来越好。”

“我们园区内有 3 家企业都做负极材料，大

家既竞争又合作，产品线设计、技术领域信息互

补，客户资源共享，3 家企业产能合起来达 40 万

吨。”兰州宏彬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人事行政经

理王盛介绍。

围绕新能源、新材料领域，兰州新区集聚海

亮、德福、宏彬、格瑞芬、宝武等知名企业，带动众

多上下游企业加入。

抓重点，强特色。兰州新区聚焦优势主导产

业体系，培育绿色化工、新材料、商贸物流 3 个千

亿元级产业集群，先进装备制造、新能源、城市矿

产 3 个五百亿元级产业集群，数据信息、生物医

药、现代农业、文化旅游、现代服务 5 个百亿元级

产业，以及航空、食品加工、应急救援等多个特色

产业，产业投资、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50%以上。

“我们将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着力做

大做强实体经济，补强产业链薄弱环节，培育新兴

产业，加快集群发展，打造西部地区产业发展新高

地，为甘肃全省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兰

州市委常委、兰州新区党工委书记杨建忠表示。

融合——
壮大数字技术，赋能实体

经济

数智赋能+钢桥梁加工制造，会碰撞出怎样

的火花？

在位于兰州新区的甘肃博睿交通重型装备制

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机械手臂上下翻飞，原材

从投料、切割、组装到焊接全部实现自动化。“机器

人智能焊接不仅大幅提高焊接效率，而且质量控

制更为精准。”公司生产车间负责人安小军说。

在控制中心，电子显示屏上实时显示能源系

统的运行数据和各种运行操作画面。“这条基于

5G 技术的钢桥梁全流程智能制造生产线，通过

5G 通信技术完成信息传输，信息流准确、快捷，

从硬件物联、数据采集等多个方面‘数智赋能’，

实现了全流程智能化制造。”安小军介绍。

“全流程智能制造生产线投产之后，我们公

司的钢桥梁加工制造总年产能由常规作业模式

的 4 万吨提升至 10 万吨，人均产能由 307.7 吨提

高至 625 吨，返修率下降近一半，人工成本和辅

材成本也随之下降。”安小军说，博睿重装今年被

评为国家级绿色工厂。

在兰州新区，数字化拓展的发展应用空间越

来越大。

发挥地处“一带一路”沿线的区位优势，在

兰州新区，大数据技术让中欧国际班列实现了

如同网购般的体验，班列像快递般“一票运走，

随时可查”。

“过去如果要发海陆空多式联运，货主耗费

数个小时才能算出最优的运输方式。现在，依托

京东云的自动化技术和大数据计算，初步实现海

陆空数据互联互通。货主只需在系统中输入起

点和终点，即可提供最优的物流方案和报价，货

物位置也可实时查询。”兰州新区大数据投资建

设管理有限公司员工师玉兴说，一张多式联运运

单，关联物流运输全过程信息，所有单号自动关

联，一单到底，从根本上实现防篡改、可追溯。

在 兰 州 新 区 ，数 字 技 术 赋 能 实 体 经 济 ，乘

“云”而上，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未来。随着国家

算力枢纽节点和数据中心集群建设的启动，“东

数西算”工程为甘肃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国家电网首个超大型绿色数据中心、西北首

个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数据中心、中国

电信兰州新区大数据中心……近年来，凭借绿电

资源丰富、气候温凉、空气干燥以及拥有国际互

联网数据专用通道等优势，兰州新区相继落地多

个大数据产业项目，规划建设万亩大数据产业

园，为数据信息产业提供充足的发展空间。

“目前我们算力总规模达到每秒 29.5 亿亿次

浮点运算，为云平台服务、大数据分析、研发测试

仿真等业务提供算力和海量存储支撑。”国网思

极飞天（兰州）云数科技有限公司互联网数据中

心运营经理焦航说。

“新区已建和在建数据中心 5 个，计划投运

总机柜数约 4 万台。截至目前，累计入驻腾讯、

阿里巴巴、京东等互联网企业 70 余家。”兰州新

区科文旅集团数投公司副总经理何永强介绍，预

计到 2025 年，兰州新区装配机架 6.8 万台，每年

可创造产值 27 亿元，带动 IT 设备投资 204 亿元，

可为西北乃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提供

优质高效、安全可靠的大数据存储和算力服务。

强基——
统筹设施建设，强化支撑

保障

站在兰州新区现代牧草休闲示范园，平坦开

阔的川地一望无际。阳光照耀下，新茬苜蓿更显

翠绿，微风拂动，绿浪翻涌。

“经过 3 年多平田整地、改良土壤，如今各类

牧草已全面进入收获期。”望着一尺多高、长势喜

人的苜蓿，兰州新区农林水务局副局长胡仕宦十

分感慨，“四五年前，这里还是寸草难生的黄土

滩。如今优质牧草既可供奶牛养殖，也可用于

发展旅游观光，黄土滩变身‘金银滩’。”

“蝶变的基础在于引来了活水。”兰州新区

管委会副主任罗耀宗介绍，地处秦王川盆地的

兰州新区降水少，地表缺河流，水资源相对匮

乏。2011 年 2 月，甘肃省政府作出由引大入秦

工程承担向兰州新区开发建设供水的决策。

从此，一渠清水沿大通河顺流而下。管道

所至，千年旱塬改换新颜。依托水利基础设

施，兰州新区建成高标准农田 20 多万亩，有力

支撑土地耕种率提高 50%以上、亩产值提高

20%以上，撂荒地整治“清零见底”，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近 10%。

“受益的不仅是农业，我们统筹农业、工

业、城市生活、生态等各类用水需求，为兰州新

区、兰白都市圈等供水地建设提供水资源支

撑。”甘肃省引大入秦水资源利用中心供水处

处长王来正表示，2012 年以来，工程已累计向

新区供水 13 亿立方米，发挥了重大水利工程

的基础支撑作用。

引来水，畅通路，厚植绿色底色，公共服务

持续向好。 10 余年来，银兰高铁兰州至秦王

川段，以及过境兰州新区的乌玛高速、京藏高

速等 6 条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形成立体交通网

络。造林绿化累计完成 20 余万亩，城市绿化

率由不足 5%提高到 36%。

前不久，位于兰州新区西面的兰州中川国

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顺利完成换乘中心屋面

封顶。“工程按 2030 年旅客吞吐量 3800 万人

次、货邮吞吐量 30 万吨、飞机起降 30 万架次设

计。”现场指挥部负责人告诉记者，新航站楼建

成后总面积约等于现在的 8 倍，预计明年 10 月

即可转场投运。

传统基础设施不断巩固，新型基础设施建

设提速。“兰州新区已入选‘国家新型工业化产

业示范基地（大数据）’，基地建成后年产值将突

破 20 亿元。”兰州新区科技发展局局长杨天岳

说，预计到 2025 年，基地可实现装配标准机架 40
万架以上，形成集智能设备研发生产、数据存储运

算、软件开发集成于一体的数据信息产业链。

“基础设施建设是促长远发展的重要抓手。”

兰州新区党工委副书记张爱胜表示，新区将一年

接着一年干，以基础设施现代化助推高质量发展

跃升新台阶。

图①：兰州新区内一家企业的新材料生产线。

姚大可摄（影像中国）

图②：兰州新区临港花海。

图③：位于兰州新区科教园区的甘肃省体育馆。

图④：兰州新区栖霞湖周边风光。

图②至图④为兰州新区融媒体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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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之初，黄土滩上空空如也，可以说，兰

州新区是在一张白纸上建成了产城融合的现

代化新城。兰州新区为什么能？新区建设者

们回答：根本在于新发展理念的科学指引，途

径在于改革创新，关键在于真抓实干。

建设国家级新区，在甘肃历史上是头一

回，没有经验可循。兰州新区的战略定位不低

——“西北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国家重要

的产业基地、向西开放的重要战略平台和承接

产业转移示范区”。完成这一艰巨任务，没有

捷径可走，惟有践行新发展理念，锚定高质量

发展，勇于创新，真抓实干。

在兰州新区采访，听得最多的词就是改

革创新。地处欠发达地区，建设一流的国家

级新区，兰州新区在立足自身特色的基础上

实现差异化发展，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落到

实处。

我们在采访中了解到，兰州新区发展方向

清晰，没有眉毛胡子一把抓；保持战略定力，没

有哪个项目热门就上马哪个。立足区域实际，

兰州新区明确发展思路和主攻方向，在充分考

虑自身通道枢纽优势和甘肃省矿产资源、风光

资源富集的优势基础上，积极发展新能源、新

材料、绿色化工等产业集群，最终形成了产业

集聚。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担当作为、真抓实

干是最朴素的方法论。建设新区，筑巢引凤，

既要有为企业当好“店小二”的精神，还要善于

营造一流的营商环境。兰州新区以钉钉子精

神做实做细做好各项工作，一个环节一个环节

抓落实，高质量发展渐入佳境。

兰州新区的实践探索说明，只有大胆探

索、勇于创新，同时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才能

让美好的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

勇于创新 真抓实干
银 燕

④④

①①

②②

③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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