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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洽会走过而立之年 增速开放型经济发展

我国规模最大天然铀产能项目在内蒙古投产
本报讯 7 月 12 日，我国规模最大

的天然铀产能项目——中核集团“国
铀一号”示范工程在内蒙古鄂尔多斯
开工建设。该项目是国家原子能机构

“十四五”核工业发展规划项目，关键

技术指标位居世界前列，建成后将成
为我国产能规模最大、建设标准最高，
是集绿色、经济、智能、高效的天然铀
生产基地。

（郭 媛）

本报讯 据 工 信 部 官 网 消 息 ，2023
年，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国
内生产总值（GDP）比重达到 10%。与

此同时，中国已经拥有了 10.9 亿网民，
形 成 了 全 球 最 大 的 数 字 消 费 市 场 。
2023 年中国网络零售额达到 15.42 万亿

元，连续 11 年居世界首位；移动支付规
模相比 2012 年增长了 239 倍；软件业收
入突破了 12 万亿，连续 23 年保持两位
数增长。

（陈 越）

中国已成全球最大数字消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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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孝之涌泉跃鲤
中华传统美德公益广告中华传统美德公益广告

■文/王铭禹 文静

第三十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
（以下简称“兰洽会”）近日落下帷幕，本届
兰洽会共达成签约项目1325个，签约金额
近6040亿元，再创新高。兰洽会自1993年
创办至今，已成功举办30届，成为甘肃历
史最长、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国际性经贸
洽谈活动。走过而立之年，兰洽会对外开
放窗口作用不断放大，投资贸易促进平台
效应持续显现，推动甘肃等西北省份从开
放“末梢”到前沿阵地，从偏远内陆到投资
热土，开放型经济加快发展。

从“马路市场”到国际盛会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大江南北掀起
改革开放热潮，各级政府主办的出口交易
会、经贸洽谈会、招商引资会等在这一时期
纷纷创建。1993年，为了提高兰州这座丝
路重镇的知名度，进一步搞活市场经济，加
快对外开放步伐，兰州市政府举办了首届

“兰州丝绸之路经贸洽谈交易会”。
首届兰交会是一次综合性节会，既有

文化交流、文艺演出，也有商品展销、经济
合作等内容，有4200 多位宾客参加，签订
数十个合作项目，各类商品交易和物资交
易超过7亿元。

进入新世纪，兰交会受到外界广泛关
注。1999 年第八届兰交会正式更名为兰
洽会，并一直沿用至今。

2002 年第十届兰洽会甘肃省签约招
商项目107个，签约金额突破百亿元，2009
年再次突破千亿元，在国内外影响力和品
牌效应逐渐显现。

2012 年，商务部成为主办单位之一，
联合主办部委和单位增加到8家，兰洽会
也因此升格为国家级展会。此后的兰洽会
真正呈现出“万商云集，八方赴会”的盛况。

从内陆地区走向开放前沿

古丝绸之路在甘肃绵延1600多公里，
曾经“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如
今，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引领下，丝路古
道再现开放、繁荣盛景。

2015 年起，兰洽会开始设置主宾国，
并在主场馆专门开辟丝绸之路国际合作展
区、举办系列专场活动，此后历届兰洽会均
围绕开放、合作、发展、共享等设置主题。
通过这一“窗口”，东盟、中亚、西亚、欧洲等
地区众多企业共建“一带一路”来到甘肃共
话合作商机。

今年兰洽会期间，吸引 200 余名境外
嘉宾来兰。其中，白俄罗斯格罗德诺州高
级别政府代表团第11次参会，并携经济园
区、农产品、食品、博物馆等多个领域龙头
企业参展。

甘肃省区位优势显著，河西走廊自古
就是沟通中西的交通要道，凭借这一优势，
甘肃同中亚国家的来往日益密切。早在
2014年，地处河西走廊“咽喉”的武威市就
在西北地区率先开行中亚班列。截至目
前，甘肃累计开通21条国际货运班列线路，
覆盖东盟、中亚、欧洲20多个国家和地区。

今年兰洽会期间，“甘肃—哈萨克斯坦
对外贸易项目”签约金额达6000 万元，双
方就蜂蜜、糖果、冰淇淋等商品开展进出口
贸易达成协议。

兰州海关数据显示，近年来，甘肃的农
产品出口每年都有“零的突破”，高原夏菜、

百合、苹果、橄榄油等上百种农产品销往
8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3年，甘肃和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的外贸总值占同期全省外
贸总值的七成以上，达74.6%。

合作的范围不单单局限在经贸领域。
甘肃在石油炼化、光伏发电、旱作农业、中
医药等领域积累丰富，通过兰洽会等平台，
这一系列适用技术已被带到巴基斯坦、尼
泊尔、乍得等国家，带动当地产业发展、居
民增收，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生
动写照。

传统产业重塑转型

近年来，甘肃省聚焦强科技、强工业、
强省会、强县域，积极承接中东部产业转移
和延链补链强链，通过兰洽会设置各类专
题招商活动和央企、浙商、粤商等系列对接
活动，众多企业家立足甘肃资源禀赋和政
策支持，畅谈合作愿景。

据统计，2023年第二十九届兰洽会签
约项目数、签约金额分别达 1172 个、5600
多亿元，这两项数据分别占当年甘肃全省
签约项目数和签约金额的 1/3、1/2 以上。
今年兰洽会达成投资合作项目1325个，签
约金额近 6040 亿元，再创新高。其中，10
亿元以上的项目签约额超3917亿元，约占
总签约额的65%，签约项目从最初的初级
消费品、建筑材料、食品等传统产业转向装
备制造业、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战
略新兴产业。

在镍都金昌，当地围绕世界 500 强企
业金川集团下游产品，发展起隔膜、电解
液、正极材料等新能源电池原材料，目前
77%以上的电池原材料可以在本地配套，
当地正在加快打造新能源发电和新能源电

池千亿级产业集群。
在我国首个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酒泉

市，当地以全产业链推动新能源装备制造业
基地建设，目前区内陆地风电产业链在国内
集聚度位居前列，主要部件均能就近配齐，
整机项目的配套能力已达1300万千瓦。

在革命老区陇东庆阳，全国一体化算
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正在加快建设。本届
兰洽会期间，庆阳市与国内32户数字经济
头部企业共签约项目36个，签约金额超过
556 亿元。目前，庆阳规划建设 1.7 万亩

“东数西算”产业园，先后有180家数字经
济企业注册子公司，已建成投运标准机架
1.5万个，算力规模达1.2万P。

甘肃是我国风、光资源大省。截至今
年4月底，新能源总装机量5583万千瓦，占

全省装机容量的六成以上。目前庆阳正在
加快建设千万千瓦级多能互补综合能源基
地，在“东数西算”产业园，绿电供应率达到
80%以上，电力的“瓦特”正在变成数据的

“比特”。
“总共举办了 30 届的兰洽会，不仅反

映了西北内陆地区经济开放程度的提高，
更反映出我国特别是西部地区经济结构的
深刻调整与优化升级。”甘肃省政府研究室
副主任杨映琳说，透过兰洽会，甘肃资源、
能源、交通、文化、生态等“沉睡的资源”进
一步活起来、动起来，比较优势逐渐凸显出
来，产生越来越明显的放大效应和增值效
应，一批市场前景广、科技含量高、带动能
力强的新兴产业加速崛起，为地方经济发
展注入了强大动能。

本报讯 7月17日，亚洲开发银行发布
《2024 年亚洲发展展望（7 月版）》，其中，

亚行维持对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期不变，
2024 年 预 计 为 4.8% ，2025 年 预 计 为

4.5%。报告称，在服务消费持续复苏、出
口和工业活动增长强于预期的推动下，
2024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5.3%，
这超出了此前预期。 （黄铮铮）

亚行称中国经济“超出预期”

本报讯 农业部发布信息显示，2023
年中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74%，较 2012 年提高 17 个百分点，农机作

业面积超过 73 亿亩次；小麦、玉米、水稻
三大粮食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分别
超过97%、90%和86%。截至2023年底，农

机总动力超11亿千瓦。农机装备制造已
基本涵盖各个门类，能够生产 14 大类 50
个小类 4000 多种农机产品，基本满足国
内市场需求。

（邱海峰）

三大主粮作物收获基本实现机械化

云南省605个增发国债项目开建
本报讯 截至 6 月底，国家下达云

南的 605 个增发国债项目已全部开工
建设，将为全省开展自然灾害防治工
作、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提供有力
支持。2023 年第四季度，中央财政增
发 1 万亿元国债，专项用于灾后恢复重

建和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在国家
发展改革委等有关部委的大力支持下，
国家共下达云南省 605 个增发国债项
目、总投资855.5亿元，主要涉及水利、排
水防涝、地质灾害防治等领域。

（段晓瑞）

广西乐业—凤山世界地质公园扩园
本报讯 近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正式批复乐业—凤山世界地质公园扩
园申请，公园面积由原来930 平方公里
扩大到 1113 平方公里，将该区域已发
现的69处重要地质遗迹都纳入公园范

围，实现重要地质遗迹应保尽保。目
前，公园在地质遗迹保护、可持续发展、
科学知识普及、开发和促进旅游等方面
取得了明显成效，已成为广西的一张亮
丽名片。 （陈宝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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