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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文化篇。全省上下从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刻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自觉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加快建设繁荣兴盛的文化强省，全面系统展示习近平文化思想在陇原大地落地见效、生
根结果的生动实践，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幸福美好新甘肃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和有利文化条件，本报即日起推出“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
使命”栏目，敬请关注。

开
栏
的
话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
任务的关键一年，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责任重大。前不久
召开的省委经济工作会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总结回顾了2023
年全省经济工作，绘就了2024年经济工作的“施工图”。

我省经济工作取得了哪些方面的成就？全省各级各方面如何按
照“施工图”更加富有成效地做好经济工作？从今日起，本报推出“强
信心 看发展 2024经济工作专题报道”栏目，全面展现我省各级各方
面坚定信心、迎难而上，追赶进位、奋勇争先，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的有效措施和创新探索。敬请关注。

本报讯（新甘肃·甘肃日报
记者施秀萍）文物保护利用持续
加强、文化惠民广泛普及、文艺
创作展演繁荣发展、非遗保护
传承水平全面提升……我省文
旅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文化思想，坚持用党的创新理
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全面发
力，文化事业产业花繁果硕，香
溢四方。2023 年，全省文化建
设迈上新台阶。

一方面，持续加强文物保
护利用。纵深推进敦煌研究院

“典范”“高地”建设，“数字敦
煌”入选世界互联网大会精品
案例，“数字敦煌开放素材库
助力文物资源全民共享”入选

国家文物局首批文物事业高质
量发展十佳案例。实施中华文
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重大
项目，重点推进庆阳南佐遗址、
礼县四角坪遗址、吐谷浑王族
墓葬等项目建设，“南佐遗址考
古发掘项目”被评为“2022 年
中国考古新发现”，张家川马家
塬战国墓地文物保护修复项目
入选 2022 全国优秀文物藏品
修复项目。甘肃简牍博物馆建
成开馆。有序推进长城、长征、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项目建设。

另一方面，着力提升公共
文化服务效能。“一部手机游
甘肃”数字阅读馆上线。颁布
实 施《甘 肃 省 公 共 图 书 馆 条
例》，下拨“三馆一站”免费开
放资金 1.23 亿元，推动公共文
化场馆持续做好免费开放工
作。着力建设“书香陇原”，99

个社区、200 户家庭、413 名个
人被命名为全省“书香社区”

“书香之家”“阅读之星”。广
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举办

“四季村晚”“黄河大合唱”等
省级示范活动 20 多场（次），持
续开展“陇原儿女心向党”文
艺轻骑兵惠民演出，推进全民
艺术普及、才艺培训、文化活
动 185 场（次），培训基层文化
骨干 1740 人次，送戏曲进乡村
5898 场（次）。下拨公共文化
数字化项目资金 1760 万元，推
动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飞阅
甘 肃 ”数 字 阅 读 平 台 上 线 运
行。创新实施“中华古籍保护
计划”，建成“西北地方文献古
籍善本全文数据库”“西北地方
戏曲剧本全文数据库”。

同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创作导向，文艺创作展演呈

现出新时代百花争艳的新气象
和蓬勃发展的好势头。设立
1500 万元的甘肃艺术基金，资
助 33 个国家艺术基金立项项
目和省内重点创作项目，推出
了一批体现时代水准、具有地
域文化特色的优秀舞台作品，
30部作品、24名个人分别入选
国家级展演项目，获得 14 个展
演集体奖项、6 个个人奖项，获
奖数量为历年最多。推进一县
一院团建设，实现省市县三级
文艺院团和政府购买服务推动
惠民演出两个“全覆盖”。完成
甘肃省濒危剧种戏曲公益性演
出项目，南木特藏戏、陇南影子
腔、玉垒花灯戏等濒危剧种生
存环境得到有力改善。推动

《丝路花雨》《乐动敦煌》《千手
千眼》等 18 场旅游驻场演艺实
现常态化演出。2023 年，全省

组织开展文艺演出活动2.68万
场（次），现场观众达2992万余
人次，演出收入2.57亿元，开展
线上展演活动4124场（次），网
络观演达7029万人次。

此外，非遗保护传承水平
也得到全面提升。举办“黄河
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论坛”“黄
河流域九省（区）非遗大集”，开
展“非遗过大年 文化进万家”

“视频直播家乡年”线上线下非
遗集中宣传展示展演和民俗活
动300余场（次）。庆阳香包绣
制、裕固族服饰、临夏砖雕 3 家
非遗工坊入选 66 个全国“非遗
工坊典型案例”。认定第五批
省 级 非 遗 代 表 性 传 承 人 141
人。实施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
承人记录工程，完成５期国家
级中国非遗传承人研培计划
培训班。

加快推动创新平台建设、重
大项目落地和创新合作实施，持
续强化科技赋能产业升级……
2023年，兰白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和科技创新改革试验区聚焦
落实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以
实施强科技行动为牵引，协力推
进各项试验举措、重点产业和重
大项目加速落地，整体建设呈现
稳中向好、稳中有进、稳中提质
的发展态势。

2023年，兰白两区狠抓科技
赋能，加速突破关键技术。推荐
申报“循环经济关键装备”“动物
疫病综合防控”等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专项项目45个，一批重大科
研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同时，
围绕兰白两区装备制造、新材料
等重点产业发展，下达2023年中
央预算内投资专项、中央引导地

方科技发展项目，以及技术创新
项目等资金近26亿元，支持组建

“甘肃省离子放射治疗技术创新
联合体”，“小型化重离子治疗装
置研发项目”取得积极进展，医用
重离子加速器获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批准注册；支持兰州宏彬20
万吨、兰州宝航10万吨负极材料
等一批项目建成投产，引进落地
东方希望碳基新材料石墨制品、
耀望化工年产 30 万吨废盐资源
综合利用等一批亿元以上延链补
链强链项目。探索设立了全省首
个专利代办工作站，引导和帮助
区内企业进一步优化专利布局。
创新实施“兰税捷办”服务品牌，
全年向区内近710家企业减免税
额超5.3亿元。

为不断提升工作合力，省科
技厅兰白两区建设领导小组办

公室积极发挥统筹协调作用，组
织召开 2 次领导小组会议，制定
下发 2023 年兰白两区建设工作
要点，研究提出月、季、年调度工
作指标，将其内容纳入强科技行
动工作调度体系并积极推进。
围绕提请省预算内基建投资及
专项资金直报、工业与信息化发
展专项资金直报等 18 项直通下
放兰白两市的省级经济管理权
限，各有关方面积极会商，确保
应放尽放。对标省人大常委会

《甘肃省兰州白银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条例》执法检查报告，逐
条梳理落实情况。

为有效激发两市动能，兰州
市、白银市党委政府召开联席会
议，共同制定《兰州市白银市共
同推进兰白两区建设 2023 年重
点工作任务清单》，围绕自创共
享、交通共建、生态共治、服务共
线、产业共链五个方面，凝练提
出 27 项两市共同实施的具体任
务和项目；共同签订《流域横向
生态补偿协议》，推动建立了黄
河干流跨市流域横向生态补偿
机制。两市政府主要领导共同
围绕兰白两区科技、产业、交通
建设等内容开展现场调度，分别
细化完善并印发 2023 年建设工
作推进方案，不断强化省市对口
部门衔接，合力推动相关事宜落
地落实。

人才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
水，为多措并举加码推进人才集
聚、优化人才服务环境，省科技
厅坚持人才“引育留用”，将兰白
两区各类企事业单位新引进高
层次人才纳入“陇原人才服务卡

（D 卡）”申报范围，对符合认定

条件的人才一次性给予 20 万元
安家补贴；下放绩效工资分配自
主权，将区内作出重大贡献人
才、引进的高层次人才、急需紧
缺人才纳入特殊人才评价范围；
支 持 兰 白 两 市 青 年 基 金 项 目
212项、金额848万元，优秀博士
生项目 101 项、金额 404 万元，
在站博士后专项48项、金额288
万元；组织省内 22 所高校选派
39 名青年博士教师赴兰白两区
企业开展科技服务、技术攻关等
服务工作。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近4.8亿元，支持高校毕业生、退
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在兰白两市
创新创业。

金融赋能让融合创新亮点频
现，相关单位强化“政企银保服”
联动，引导辖内银行、信贷、融资
机构，向兰白两区内各类创新主
体发放贷款、融资超过270亿元，
支持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创新园

（二期）、创新大街等项目建设。
持续推动兰白两区企业上市，新
增科创板在审企业 1 家（甘肃皓
天）、新三板挂牌企业 1 家（兰州
助剂厂）、港交所通过聆讯企业1
家（甘肃德生堂）。引导兰白基金
发挥效能，截至2023年12月，兰
白基金科技贷款增信基金新增放
款近 1.5 亿元，超过投放总额的
88%；完成总规模3.2亿元新基金

（兰白高新产业发展投资基金 3
亿元、兰白天使基金2000万元）
的设立工作。

为深化交流合作成果，省科
技厅不断加强与中国科学院、中
国工程院的合作，组织申报2023
年中国工程院经费支持的战略研
究咨询项目 3 项，获得经费支持

480万元。引进北京大学黄春辉
院士团队在区内注册成立睿尔思
新材料有限公司，成功转化稀土
配合物发光材料，单个产品年产
值达1.5亿元。务实深化兰白张
江创新合作，挂牌运营“兰白张江
科创飞地”，共建西部首个“上海
技术交易所（西部）科创要素服务
中心”，成功引进上海东晟凯瑞投
资3.6亿元，共同开展“小分子药
物研发实验室”“创新药中间体生
产基地”等项目建设。

据了解，2023 年，兰白试验
区 预 计 完 成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GDP）1356 亿元，较上年增长
近 10%，约占全省的 11%；高新
技术企业数量达 849 家，较上年
增长近 22%，约占全省的 41%。
兰白自创区预计完成地区生产
总值（GDP）576 亿元，较上年增
长近11%；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达
到 592 家，较上年增长近 8%，约
占全省的 28%。兰州高新区跻
身“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园区竞争
力排名”前50。

下一步，省科技厅将立足兰白
两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能，对
标国家所需、甘肃所能、两区所盼、
未来所向，以推进实施兰白两区新
一轮发展规划纲要为牵引，紧盯

“科技创新引领支撑、科技赋能产
业提质、体制机制改革深化、开放
合作水平提升、资源要素配置优
化”五大行动实施，通过“强统筹、
优环境、聚资源、拓合作、增辐射”，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不断提升兰
白两区创新主干和极核功能，助力
实现区域经济发展质的有效提升
和量的合理增长。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吴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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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全面发力推动文化建设迈上新台阶

推进强科技行动 助力高质量发展
——兰白两区建设步伐持续加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