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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新闻 

 

金城山河焕新颜 
 

——“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甘肃省发展成就巡礼”全媒体集中采访活动走进
兰州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刘健 

 
 

    七十载风雨无阻，七十年高歌前行。 

    8月 26日，由省委宣传部组织开展的“壮丽 70年·奋斗新时代——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甘肃

省发展成就巡礼”全媒体集中采访活动在兰州启动，数十名来自中央及省属媒体的记者走进兰州，

用手中的笔和镜头，追寻这座城市往昔的峥嵘岁月，探究其不断发展的动能。 

    采访当天，恰值兰州战役胜利纪念日。 

    “这一战，兰州宣告解放，掀开了西北历史新的篇章。”在兰州城市规划馆，沿着时间的轴

线，解说员向记者们介绍兰州的历史发展脉络。讲到兰州战役时，她特意进行了强调。 

    兰州，古称金城，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黄河文化、丝路文化、民族文化在这里交相辉映，

赋予了这座西北名城厚重的文化积淀和独特的区域影响力。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上世纪 50 年代

起，兰炼、兰化等一批国家重点工业项目落户兰州，这座千年古城自此进入了全新的历史时期，

经济社会各领域得到快速发展。 

    “我们所处的滨河路，上世纪 80年代以前是没有的，更别提现在的黄河风情线了。”在南滨

河东路，兰州黄河风情线大景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志勇说，新中国成立之初，兰州的城市基础设施

非常薄弱，生态环境更是相当恶劣。 

    “听老人讲，那时候，南面的皋兰山和北面白塔山加起来找不到几棵树，而现在这两座山已

是郁郁葱葱。”作为一名长期在绿化战线工作的干部，张志勇对 70年来兰州生态环境发生的巨大

变化非常了解。 

    黄河风情线——兰州城市亮丽的名片之一。 

    兰州是黄河唯一穿城而过的省会城市。新中国成立后，兰州市为缓解中山桥头交通拥挤，对

桥南侧 10 公里的区域进行了道路修整，成为滨河路最早的雏形。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升

和城市发展的需要，兰州市对道路进行了延伸，并持续加大绿化投入。 

    “如今，西至西固区西柳沟，东至城关区桑园峡，黄河风情线的总长已达到 47 公里，总面

积 281万平方米。”张志勇说，黄河风情线也有了兰州“外滩”的美名。“接下来，兰州市将以做

好黄河文章、建设现代化都会城市为目标，进一步加大对黄河风情线的提升力度，把这张名片擦

得更亮。”他说。 

    离开黄河风情线，全媒体记者们来到位于城关区盐场堡的中农威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经过 10 多年的发展，这家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的实验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企业，

已成为国际一流的动物疫苗研发生产企业。 

    指着现代化生产设备，企业总经理助理刘学荣说，中农威特目前拥有两座国际先进水平的口

蹄疫疫苗 GMP车间，能够生产全系列的口蹄疫疫苗，口蹄疫疫苗研发生产能力全国领先。 

    “2003 年成立之初，公司的规模和现在根本没法比，当时更像一个小作坊。”刘学荣说，在

甘肃省和兰州市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支持下，这些年公司发展迅速，2016 年至 2017 年销售收入均

超过了 8亿元。 



 

第 2页 共 2页 

    中农威特的成长史，更像是一部兰州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史。 

    进入新时代，兰州市把创新驱动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动能，持续加大对高科技企业和科技人

才的培育和扶持力度。 

    “兰州市近年来出台科技政策的密度，是前所未有的。”兰州市科技局局长王柠说，2018 年

底，兰州市高新技术企业的数量已从 2015 年的 157 家增长至 473 家，占到全省高新技术企业数

量的一半以上。 

    他说，随着改革的深入和扶持力度的加大，兰州市的科技活力得到持续释放，为这座城市注

入了持续的动能。 

    “70年来，兰州市人民自强不息、开拓创新、励精图治、奋发图强，谱写了波澜壮阔的壮丽

篇章。”兰州市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康宏告诉记者，新中国成立初期，兰州的经济基础非常薄弱，

工业总产值仅 0.09 亿元，而到 2018 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 2732.94 亿元，逐步形成了以石油化

工、机械制造、有色冶金、能源电力、生物医药、建筑建材等为主的产业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兰州市旅游、电商等新业态发展也得到迅猛发展，成为全市经济新的增

长点。”康宏说。 

    与此同时，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兰州正在逐步成为国家向西开放的重要

战略平台。 

    来到位于西固区的兰州国际陆港，纵横交错的铁轨和不时开过的列车让这里显得格外繁忙。 

    作为兰州市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基地，通过 3年多的建设，兰

州陆港已实施核心功能项目、基础道路设施及物流配套项目 27 个，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280

亿元。 

    “现在，几乎每天这里都有开往中亚、欧洲、南亚等地区的列车。”港务区有关负责人介绍，

这几年兰州国际陆港大力推进陆海贸易新通道建设，开通了中欧、中亚、南亚等国际通道，截至

今年 6月底，已累计发运国际班列 412列、14475车，货重约 31.17万吨，货值约 48亿元，正在

成为西北对外开放的重要贸易港口。 

    此时，汽笛声响起。开放的兰州正张开双臂，努力拥抱新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