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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甘肃省政协住香港委员，我对
甘肃这片土地有着特殊的感情。

甘肃独特的地理位置，孕育了光辉
灿烂的历史文化，在华夏文化中具有举
足轻重的作用。在这片土地上，大漠戈
壁、森林草原、冰川雪峰、丹霞砂林、峡谷
溶洞等各类景观千姿百态。河西走廊戈
壁、绿洲相间分布，雪山巍峨，瀚海茫茫，
边塞风光壮美神奇；甘南草原牧场广袤，
牛羊肥壮；陇中高原千沟万壑，雄浑壮
观；陇南山地峰峦叠翠，幽谷密布。

这些年我一直在关注甘肃的经济社
会发展。我注意到，近年来，甘肃省把生
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作为全省基
础性、底线性任务，以“壮士断腕”的决心
推动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治，祁连山生
态环境整治大见成效，打赢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当地人的生态环境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祁连山中珍稀野生动物频亮相
祁连山是我国西部重要的生态安全

屏障，是黄河流域重要的水源地。
据了解，祁连山生态环境问题整治

成效显著。有学者称，祁连山生态环境
问题整治可被称为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
问题整改的“博物馆”“教科书”。其中，
整改后（2016—2019）较整改前（2010—
2015），祁连山自然保护区草地面积明显
增加，森林、灌丛略有增加，植被生长状
况总体改善，明显改善区域占保护区总
面积的比例增加 37.5%。植被指数增幅
10.88%，植被覆盖度增幅 7.81%，植被生
产力增幅14.8%，为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

提供了基础保障。地表水、饮用水水源
地水质均达到优良，其中Ⅰ类水比例达
到 58%；空气质量优良率达到国家标准，
土壤环境质量总体良好，符合国家管控
要求。

总体上，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已取
得较大成效，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好。
雪豹、岩羊、马麝、白唇鹿、鹅喉羚等国家
一级、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常与保护
区工作人员“邂逅”。

奏响“黄河大合唱”乐章
甘肃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国家重大战略的“首倡之地”。
近年来，甘肃牢牢把握住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历史机遇，
围绕“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目
标，强化上游意识，担好上游责任，巩固
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势头，在新时代
黄河大合唱中奏好“甘肃乐章”。

其间，甘肃率先在全国启动了黄河
流域生态环境与污染现状调查，完成生
态环境调查与评估、水功能区水质现状
达标状况调查评估、环境风险企业与应
急设施现状调查等报告，建立了黄河流
域生态环境基础数据库。作为生态环境
部首批试点省份，甘肃又率先在黄河9省
区开展了入河排污口排查试点工作，共
对 4个水系 36条重要干支流的 7大类 15
小类入河排污口进行排查。这些系统性
工作，为黄河流域兄弟省区全面开展排
查探索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此外，甘肃还不断加强沿黄 38个省
级及以上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建

设，严控严管新增高污染、高耗能、高排
放、高耗水企业，完成火电等行业超低排
放改造。提升城乡生活污染处理方面，
截至目前，在黄河流域共建成生活污水
处理厂62座，已有33座完成提标改造工
程，经住建部认定全省 18条地级城市建
成区黑臭水体均达到了长治久清目标。

目前，甘肃正在推动建立黄河流域
生态环境区域数据库，构建黄河流域生
态环境信息“一张图”、监管“一平台”，为
深入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工作提供支撑和保障。

全民守护“一穹蓝天”成常态
隆冬的金城，蓝天无垠、白云点点。

但曾经，省城兰州空气质量长期位居全
国末端，大气污染由此成为危害民生的

“心肺之患”。
为改善空气质量，多年来，兰州把大

气污染治理作为落实生态文明建设的重
要内容，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全民行动守护“兰州蓝”。

经过几年的努力，兰州大气污染治
理取得了显著成效，摘掉了长期盖在城
市上空的“黑帽子”，开创了大气污染治
理的“兰州模式”。兰州治污模式受到充
分肯定，被生态环境部作为典型经验在
全国推广，并在巴黎世界气候大会上获
得“今日变革进步奖”。

兰州环境空气质量的改善是甘肃省
大气污染防治的一个缩影。据了解“十
三五”以来，甘肃出台《打赢蓝天保卫战
三年行动作战方案》，深入治理工业、燃
煤、机动车、扬尘“四类污染源”，全面开
展“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工业窑炉综
合治理、柴油货车污染治理、大气污染

“冬防”攻坚“四大行动”。截至2020年年
底，累计完成 43台 1516.5万千瓦火电机
组超低排放改造，整治“散乱污”企业
1072家；建成运行煤炭集中配送一级市
场 108 个、二级配送网点 2862 个；建成
113个省级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和 14个
地级城市空气质量微测网。打通“天地
车人”一体化监控网络系统，环境空气质
量达到“十三五”以来最好水平。

截至 2021年 11月，甘肃空气质量总
体 稳 步 改 善 。 其 中 ，可 吸 入 颗 粒 物
（PM10）浓度均值为 53 微克/立方米，同
比下降 3.6%；细颗粒物（PM2.5）浓度均
值为 21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2.5%。

“兰州蓝”已成为“常态蓝”，人们的蓝天
获得感和幸福感显著提升。

林徽因曾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
住着某个喜欢的人。其实不然，爱上一座
城，也许是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为一段
青梅往事，为一座熟悉的老宅……”

前几天，一位朋友问我：“陈文端先生，
你是香港人，又是甘肃省政协委员，你能说
一说甘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吗？”

我沉思片刻后告诉他，甘肃是一个我非
常喜欢的地方。

作为一个香港人，久居高楼耸立、繁闹
华丽的都市，到了甘肃，有一种完全不一样
的感觉。

甘肃，地形狭长，历史上就是内地通往
西域的战略大通道。丝绸之路在甘肃境内
绵延 1600 多公里，占总里程的近四分之
一。丝绸之路上最精彩的故事、最精华的遗
存都集中在这里。

甘肃，作为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黄金路
段和枢纽地带，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的贸易
大通道和文明大动脉，谱写了人类文明交流
互鉴、繁荣发展的“交响曲”。

甘肃，地域辽阔，历史悠久，文化卓绝，
风光优美，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

甘肃，地理环境独特，气候差异明显，黄
土高原、广袤草原、茫茫戈壁、洁白冰川构成
了一幅雄浑壮丽的画卷，生就一派奇特壮美
的自然风光。从中国地理版图上看，甘肃就
像一柄精致的玉如意镶嵌在西北内陆。“贯
通东西、守望南北”“坐中连六、涉藏临疆”的
行政区划，决定了甘肃的重要战略地位，自
古就是国家政治版图要地和生态安全屏障。

甘肃，历史悠久、文化厚重、资源丰富、
风情浓郁，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
祥地，黄河文化、农耕文化、丝路文化、始祖
文化、医药文化、民俗文化源远流长，拥有除
海洋和岛礁外的各类地形地貌和旅游资源。

甘肃，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和六大宗教交
汇之地，世界各地游客、各色人种、各类信徒

都能在甘肃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心灵慰藉和
精神归宿。走进甘肃就如同行走在珍宝般
的“如意”之上，带给人的是心有所想、必有
所获的如意之旅。

……
甘肃朋友告诉我，要说陇原的历史，几

天几夜是说不完的。
在这个比西北更西北的地方，时间仿佛

重回千年之前，历史鲜活跃然纸上，河西走
廊上的每一座城市都曾在历史上熠熠生辉，
都曾是唐诗宋词的灵感来源。鸣沙月牙交
融千年，七彩丹霞斑斓磅礴、震魂慑魄；祁连
雪峰高耸，田园牧歌；山丹军马场绿草如茵，
万马奔腾、彪炳史册；嘉峪关巍峨耸立，不减
当年金戈铁马之气；莫高窟隐秘而伟大，见
证人世轮回几经蹉跎。穿越风沙，重新踏上
这丝绸古道，仿佛身边就是络绎不绝的商
旅，纷至沓来的驼队，恍惚间闻到龙涎、没药
的芬芳，触到华贵丝绸的顺滑。

这一柄“如意”，愈探索愈广袤。历经千
年沉浮的黄土高原，承载着屋舍良田，也承
载着中华民族的兴衰离合；见证着历史的风
云流散，也见证着百姓的渔樵耕读。甘肃是
蕴含了无限种可能的所在，每一段不同的
路，每一个季节，都是一番新景象——既有
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辽阔，又有大漠孤烟直的
苍凉；有陇南山地的层峦叠嶂、山高谷深，也
有祁连山谷冰川的晶莹剔透、纯净无瑕；挑
起伏羲八卦的玄机，肩着河西走廊的厚重，
目送西出阳关故人的背影，消失于荒漠的边
缘，时间的尽头。

过段时间，我将谋划在甘肃投资拍摄一
部电视剧，到时候会带更多的人去看看甘肃
的风采。

走过千山万水，走过甘肃许多美丽的地
方，仍然会有再去一次的冲动。

这就是我眼里的甘肃，诚邀你一起来
品，细品……

陈丽辉（住香港省政协委员）

作为一名甘肃省政协委员，这些年，
我早已爱上了这片深情的大地。

甘肃地形地貌多样，除了海洋，地球
上几乎所有的地形地貌都能在这里找
到。甘肃山川秀美、历史悠久、文化厚重、
人民热情，绵延古今的丝绸之路，回响着
千年的故事；物产丰饶的河西走廊，是一
片绿色的传奇。这里有奔流不息的母亲
河，有巍峨连绵的祁连山，有尝不够的“甘
味”，也有道不尽的乡愁。

人的味蕾是有记忆的，来到甘肃，品
尝了“甘味”，你才能感受到这片土地的厚
道与丰饶。

如果说，厚道是甘肃的底蕴，那么地
道便是“甘味”的灵魂。遇见甘肃之后，我
对美好的所有向往，都找到了答案。十四
个市州，就是十四部典籍，每一部都值得
品味和研读。从“羲皇故里”到“陇上江
南”，我感受过淳朴厚重的人文历史，也尝
过天水花牛苹果、陇南绿茶、两当狼牙蜜
等鲜美珍奇。金张掖、银武威、玉酒泉，像
一颗颗璀璨夺目的宝石，镶嵌在甘肃这柄

“玉如意”上。岷山脚下，一望无际的万亩
种植基地，是岷县当归、渭源白条党参等
道地药材的“天然药仓”；玉门关内，成排
连片的现代日光温室，是百姓的“绿色菜
篮”；“黄河之都”，兰州百合集天地精华于
一身，温润清甜里，带着对幸福的期许；

“陇中大地”，定西马铃薯“薯”甲天下，从
种薯、鲜薯、淀粉到休闲食品，闻名全国市
场，走向了世界餐桌。

一年四季的故事，都凝练成了地道的
风物。你看秋日的陇原，菌菇飘香、葡萄
滴翠、瓜果溢芳、牛羊遍野……随便一处，
都是一幅引人入胜的工笔画。举世无双
的天祝白牦牛，像“雪域白珍珠”；鲜香无
膻的东乡贡羊，是临夏人的美食经典。清
凉可口的靖远旱砂西瓜，是夏日里的一首
轻曲，能消除烦闷；鲜嫩浓香的靖远羊羔
肉，是冬日里一剂良药，能补足元气。大
街小巷的兰州牛肉面，是甘肃最鲜明的元
素；皋兰禾尚头面粉，赋予牛肉面特有的
筋道。秋日的山林，一颗颗苹果挂满枝
头，这里的苹果型美、色鲜、味纯，是北纬
35°独有的甜脆。

此外，“药食同源”的陇西黄芪，可独
甲中华；“肉实糖芯”的文县纹党，是养生
灵药。清香怡人的陇南橄榄油，是“植物
油皇后”和“液体黄金”；麻香浓郁的武都
花椒，是鲜美火锅的“灵魂”……

每一种“甘味”，都经历了时间的考
证，也不怕数据的检验。它们或鲜纯生
态、绿色有机，或营养丰富、风味十足。
它们来自山地，也来自大漠；来自戈壁，
也来自绿洲，琳琅满目、丰富多彩，令人
魂牵梦绕。

如今，作为甘肃特色优势农产品合
集的“甘味”已经登上央视，60个“甘味”
区域公用品牌，是岁月精挑细选的结果；
300个企业商标品牌，都凝聚着浓浓的乡
味。

行走在甘肃，入眼的是美景，入口的
是“甘味”，入心的则是文化。

甘肃自古以来就是东西交通的桥梁
纽带，“一带一路”赋予这片土地无尽的
精神内涵。爱上一种味道，你必然会了
解它背后的秘密。每一种美食，都是当
地人文风俗的集中体现；而每一种制作
美食的原料，定是用汗水浇灌的成果。
遇见“甘味”，就像遇见了知己，无论何时
何地，它总能给你想要的。

每一种“甘味”，都有着不一样的故
事。过去，“甘味”带动乡村产业发展，帮
助群众脱贫致富；如今，“甘味”又成了乡
村振兴的新引擎。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甘味”农产
品积极驰援抗疫一线，为“天使白”“守护
蓝”“志愿红”们送上醇厚的问候，很贴心
很暖心，这是社会担当、甘肃情怀，更是团
结战疫的生动体现。

如意甘肃，多彩“甘味”。鲜绿的蔬
菜、金黄的蜜瓜、火红的苹果、雪白的菌
菇，每一种色彩，都是独特的滋味，也是绚
丽的风景。也许你不懂药材药性，但你一
定知道岷县当归；也许你不熟悉平凉，但
你一定吃过静宁苹果；如果你知道“杭州
风景美”，那你也一定要知道“民勤羊肉
香”！还有兰州高原夏菜，绿色有机，既是
甘肃人民四季享用的美好，也是香港、澳
门、长三角、北上广等全国各大终端市场
的“当家菜”和百姓餐桌的“家常客”。

我眼里的甘肃，是有色彩的，也是美
味的。而这“味道”，同样是有色彩的！

多彩的文化，多彩的风景，多彩的“甘
味”，这是甘肃。

香甜的味道，健康的味道，甘肃的味
道，这是“甘味”。

甘肃科技领域今年有两大新闻，一
是又有 4 名科学家当选为两院院士，二
是全省提出了强科技行动。深入了解后
才知道，甘肃科技发展比较优势很多，今
年尤其亮点纷呈。

2021年，甘肃突出科技资源比较优
势，以“推动重点创新平台建设、实施重
大科技项目攻关、推动重要改革机制落
实”为切入点，强化创新资源统筹，优化
创新要素配置推动发展动能转换，使甘
肃科技的“朋友圈”迅速扩大，向心力、凝
聚力持续增强，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
贡献率稳步提升。

截至目前，全省综合科技创新水平
指数比上年提高 2.08 个百分点，达到
53.71%；10项科技成果获得国家科学技
术奖。

——扭住关键环节，优化创新生态
环境。甘肃从解决科技创新平台、科技
创新投入、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等方面的
短板入手，出台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
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措施，加快
构建分工合理、梯次接续、协同有序的创
新体系。实施科技管理流程再造，围绕
基地平台、科研项目、科技人才、科研经
费、科技成果和奖励、科技监督等模块，
重新构建科技管理工作制度体系。实施
减轻科研人员负担激发创新活力专项行
动，并优化科技计划项目管理流程，确定
45 岁以下科研人员主持承担省级科技
计划项目的比例原则上不低于50%。

——突出优势特色，强化创新平台
布局。推进兰白自创区、兰白试验区提
质增效，持续深化与上海张江战略协

作。长期聚集科技资源大力支持，省部
共建干旱生境作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获
批建设，全省国家重点实验室达到 11
家。围绕全省发展目标，根据重大需求
以及产业创新发展需要，实施省级科技
创新平台重构，推进科技创新基地“撤转
并改”工作。

——集聚要素资源，培育技术创新
主体。在全国率先出台创新联合体管理
办法，组建由企业牵头的 7 家创新联合
体，支持创新联合体承担重大科技项目，
投入科技经费 1 亿余元。着力构建“孵
化创新创业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省
级科技创新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的
梯次培育体系，精准施策、重点扶持、优
化服务，对标企业发展阶段匹配扶持政
策和奖补措施，集中优质资源开展“一对
一”精准服务，高新技术企业总量达到
1354家、同比增长10.17%。

——做深做实合作，拓展科技工作
广度。与中国工程院签定新一轮省院战
略合作协议，成立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
略甘肃研究院，共同出资启动首批 6 个
战略咨询项目。加入国家区域创新发展
联合基金，围绕甘肃发展需求，首次组织
重大项目，吸引、聚集全国优势科技力量
解决“甘肃科技问题”。深入推进东西部
科技协作，推进丝绸之路“科技走廊”建
设，共建创新合作平台，开展技术合作和
科技人文交流。采取部门协同、厅市会
商等“开门办科技”机制，省科技厅与省
交通运输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政府国资
委等部门共同组织重大科技项目，联动
配置科技资源。

林怀宣（住香港省政协委员）

周玟秀（住香港省政协委员）

陈文端（住香港省政协委员）

走过这柄“如意”，
你会有再去一次的冲动……

创新攻关拓展“朋友圈”
科技发力画好“同心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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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甘肃看甘肃
港澳委员港澳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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