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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2日，延安市 2024年
秋冬季重点项目观摩团先后来
到安塞区年产 3万吨腐竹项目
现场和安塞区废旧管材再生利
用项目现场。安塞区产业联
动，助力区域经济腾飞给参观
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走进安塞区年产 3 万吨腐
竹项目现场，110条腐竹生产线
加速运行，300多名工人在流水
线上熟练操作，场面十分壮观。

该项目总投资 1.1亿元，总
建筑面积 4.6 万平方米。自
2023 年 6 月开工建设以来，项
目推进顺利，一号厂房的 110条
腐竹生产线已建成投产；二号
厂房的 110条生产线厂房改造
基本完成，正在进行设备采购

安装，预计 12月份实现试生产。
公司负责人黄金龙介绍

说：“我们的项目自开工建设
以来，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
和周边群众的积极响应。目
前，项目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
成果，预计全面建成投产后，
将实现亩均产值 810 万元，带
动当地群众就业 800余人。”

此项目的独特优势明显。
一方面，充分利用了安塞区热
电联产项目的高温蒸汽资源，
不仅价格优势显著，还为腐竹
生产提供了稳定且优质的热
源。另一方面，陕北地区传统
的大豆种植历史为项目提供了
充足的原料保障，当地大豆蛋
白质含量高，为生产高品质腐

竹奠定了基础。
随后，观摩团来到了安塞

区废旧管材再生利用项目现
场。走进天信管业的生产车
间，机器轰鸣，工人们忙碌而有
序地工作着。废旧管材经过一
系列的清洗、破碎、筛选、熔炼
等工艺，被重新加工成各种规
格的再生管材。这些再生管材
不仅质量可靠，而且价格相对
较低，具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

该公司主要运营管道防
腐、保温、保冷及防腐材料的开
发应用、石油专用管道修复再
制造和管道检测等技术服务，
拥有 11个发明型专利，30个实
用型专利。

据该公司董事长闫文科介
绍，天信管业再生利用项目的
建设和发展，得到了安塞区政
府的大力支持。政府相关部门
积极为企业提供政策咨询、项
目审批、土地供应等方面的服
务，为项目的顺利实施创造了
良好的条件。

项目的建成投产，不仅有
效解决了安塞区及周边地区废
旧管材的处理难题，减少了环
境污染，还为当地提供了大量
的就业机会，促进了当地经济
的发展。

安塞区委书记曹振宇表
示，安塞区将按照市委、市政府
关于项目建设的安排部署，持
续深化拓展“三个年”活动，用
足用好周“解扣”、周“解难”、

“五个一”包抓、“张思德文明服
务+”等机制，围绕“六个一批”
抓项目，进一步做实谋划储备、
做快项目建设、做大招商引资、
做强作风能力，以高质量项目
建设引领高质量发展。

十月下旬的延安，寒气逼
人。走进甘泉县工业园区，新迎
纳豆、辣婆姨辣椒酱等入驻企业
生产各条战线“火力全开”，工人
们正在流水线上忙碌生产，机械
的轰鸣声、产品的碰撞声、工人
的打包声，形成一曲奋进的“交
响乐”。

10月 23日，延安市 2024年
秋冬季重点项目观摩团来到甘
泉县，走进年产3000万盒纳豆生
产项目和年产 5000吨中药饮片
项目现场，从中感受该县经济发
展的强劲脉动。

陕西新迎贸易有限公司是
一家纳豆生产企业，其产品原料
之一就是陕北小黄豆。搭上电
商的快车，借助物流的东风，该
公司生产的纳豆产品在拼多多
电商平台上火爆“出圈”，吸引来
自全国各地的网友下单。目前，
该公司日生产量达 1 万余盒，
2023年公司总销售额达到800多
万元，线上销售额约600多万元。

今年 9月，该公司完成扩能
建设，项目达产达效后，预计实
现年产值 2000万元，税收 100万

元，带动就业40余人。
延安地区中药资源丰富，品

类繁多，素有“延无闲草、中药宝
库”的美誉。延安恒和康健医药
科技有限公司依托我市中药资
源的优势，按照“中医赋能、药食
同源”的发展理念，于 2023年 4
月入驻甘泉县工业园区，投建年
产5000吨中药饮片项目。

该项目先后投资 1.5亿元，
目前基础设施建设已基本完成，
等待完成相关审批手续后正式投
产。项目达产达效后，预计可实
现年产值 3亿元，上缴税收 1500
万元，提供就业岗位80余个，对填
补我市县域中药产业空白，辐射
带动陕北地区中药产业高质量发
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今天的项目就是明天的生
产力。2024年，甘泉县实施市级
重点项目 16个，完成投资 20.19
亿元，完成率94%。三季度以来，
全县启动了 2025年重点项目征
集工作，截至目前，共列入市级谋
划清单项目 31个，总投资 72亿
元；储备清单项目 27个，总投资
34亿元，储备项目个数和规模分

别是新建项目的3.6倍和4.1倍。
重大项目建设“加速跑”的

背后，离不开一系列举措来保驾
护航。在推动重点项目建设过
程中，甘泉县坚持谋划项目突
出“前瞻布局”“精准落子”。该
县建立了以县委、县政府主要
领导为群主的重大项目储备包
装申报群，采取“重大项目办+
专业咨询机构+项目申报单位”
的办法，进一步提高项目谋划
的精准度、储备的成熟度，做到
申报即入库、落地即开工。今
年共争取中、省支持项目 13个，
到位资金 2 亿元，同比增长
112%。坚持建设项目突出“系
统集成”“闭环管理”。该县把
人员力量、政策机制、要素资源
向项目建设聚拢，健全单个项
目全生命周期小循环管理机
制，严格落实领导包抓、专班推
进、“解扣”调度等机制，推动项
目建设提速提质提效；健全重
点项目“四张清单”大循环管理
机制，形成项目有序接替、梯次
推进的良好局面。坚持招项目
突出“链式思维”“投行思维”，
设立西安、粤港澳大湾区两个
招商联络处，全面加大五条重
点产业链招商引资力度，引导
国有企业、政策资金入局，持续
放大智慧物流园区“虹吸”效
应，新签约项目 7个，使用内资
8.58亿元，完成全年任务的95%。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在重
点项目谋深、储厚、引准、落实
上下功夫，坚持清单化管理、序
时化推进、周‘解扣’调度，全力
以赴把今年项目推快建好；持续
加大对上争取和对外招引力度，
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
能；精准把握一揽子增量政策导
向和资金投向，科学谋划储备
2025年重点项目，把明年项目盘
子端稳端牢，以高质量项目支撑
高质量发展。”甘泉县委书记左
新文说。

洛川因洛河穿境而得名，因
洛川苹果而驰名。但洛川不仅
有苹果，还有围绕苹果产业延伸
的一系列产业链以及石油能化
等产业。

10 月 23 日上午，延安市
2024年秋冬季重点项目观摩团
走进洛川县，先后前往老庙镇、
永乡镇等地，现场观摩了洛川王
掌柜果业苹果收储及初加工项
目、洛川县苹果现代产业园区关
联产业集中区项目和圪崂村千
万工程示范点。

王掌柜品牌 1995年创建于
山东烟台，主要从事苹果种植、
采后收购、冷藏仓储、预选分级、
加工包装、外贸出口、市场批发、
商超供应、电商销售等业务。
2024 年，企业自主品牌价值
16.54亿元，苹果销量居全国第
一。

当天一大早，王掌柜公司院
内一派繁忙。来自周边的果农
拉着满车的苹果等待分选收购；
车间内，主播正在直播带货；一
颗颗果形饱满、色泽鲜艳的洛川
苹果，通过生产线分拣后，被装
入精美的纸箱，等待快递发往全
国各地。

“我们历经几年时间，探索
出分级分价销售模式，设置了专
供外贸出口的优级果、专供商超
的一级果和发往批发市场的二
级果三个不同收购区域，根据苹
果等级分价收购。果农在苹果
采摘下树的过程中，进行的是第
一次分拣分级，按照苹果品质在
相应的收购区域交售苹果，随后
由验收员工进行第二次人工分拣
入库，最后再通过选果线分拣后
包装销售。”陕西王掌柜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超介绍道。

除了对苹果分级收购，王掌
柜还致力于开拓海外市场。“随
着出口量的不断增加，今年我们
按照延安海关出口工作相关要
求，建成出口认证基地 3000亩，
投资 2000万元筹建了 4000平方
米的外贸苹果加工区，配备绿萌
8.0智能选果线1条，11月中旬将
安装调试到位，建成后日分选外
贸出口苹果可达 70~100吨。”王
超说。

王掌柜是洛川县众多苹果
销售企业的优秀代表之一，在传
统销售模式的基础上，洛川县围
绕苹果产业实施科技研发链、矮
化密植链、冷库仓储链、智能分

选链、加工制造链、物流配送链、
社会化服务链、果畜循环链的

“八链同构”产业体系，聚焦“产
业链条”抓谋划，夯实“责任机
制”抓推进，坚持“以商招商”抓
招引，突出“筑巢引凤”建园区。

今年以来，洛川县持续深化
“三个年”活动，按照市委“一六
四”工作布局和“12345”年度工
作部署，坚持以重点项目建设强
力支撑产能释放，促进产业全面
升级，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项
目工作实现了突破起势。

洛川苹果关联产业集中区
是洛川苹果现代产业园“一园多
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
产业链条更加完善的重要载体。

“关联集中区包含了洛川苹
果酒加工、洛川苹果 ISO出口加
工基地、洛川苹果脆片系列加
工、洛川彩印包装加工等前后端
关联产业企业，我们将对标‘五
集’要求，坚持‘三化三性’方向，
实现‘五区’目标，构建洛川苹果
支撑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洛川苹果现代产业园区管委会
主任王天锋说。

苹果产业链，“连”起洛川百
姓的幸福路、致富路。

在洛川县永乡镇圪崂村，当
地还充分运用“千万工程”经验，
改善村庄落后面貌，狠抓就餐环
境，重振圪崂面特色产业，让萧
条的小村庄变得热气腾腾，实现
了从“坐在尘土堆里数钞票”到

“端稳绿水青山金饭碗”的华丽
转身。

同时，该县紧盯苹果首位产
业和石油能化产业两个产业链
条，精准谋划项目盘子。年初全
县确定 79个重点项目，总投资
101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74 亿
元。截至目前，开复工率 100%，
完成投资 63亿元，投资完成率
85%；其中，市级重点项目 28个，
完成投资 50亿元，投资完成率
86%。

● 甘泉县工业园区年产3000万盒纳豆生产项目 记者 祁小军 摄

● 安塞区年产3万吨腐竹项目生产车间 记者 刘阳 摄

● 志丹县延长志丹LNG输气管道项目现场 记者 刘阳 摄

● 洛川王掌柜果业苹果收储分拣选果线 记者 祁小军 摄

洛川

“链”上发力 产业升级
记者 李星棋 叶树峰 祁小军 刘阳

甘泉

园区“虹吸”企业“出圈”
记者 李星棋 叶树峰 祁小军 刘阳

安塞

项目联动 再生利用
记者 叶树峰 李星棋 祁小军 刘阳

志丹

延链补链 联农带农
记者 叶树峰 李星棋 祁小军 刘阳

10月 22日，延安市 2024年
秋冬季重点项目观摩团走进志
丹县。志丹县原名保安县，是

“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刘志丹将
军的故里。

在志丹县延长志丹 LNG输
气管道工程现场，这里的输气管
线起于志丹县张沟门村志丹压
气站，止于延长志丹 LNG站，全
长25.13公里。

“项目建成后，可实现全省
管网与延长志丹LNG互联互通，
解决志丹LNG‘孤岛’问题，有效
缓解延安市冬季保供‘缺气’难
题。同时，可实现志丹县工业园
区用气和城区居民用气双回路
气源保障。”延长志丹 LNG项目
经理王宏建介绍道。

“原先天然气主要用于民生
保障供应，后来根据市场需求，
我们对天然气化工进行深入研
究，天然气产业取得重大突破。”
志丹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田志
荣说，目前，志丹县工业园区重

点布局天然气液化、伴生气综合
利用两条产业链。天然气液化
主要依托县域及周边丰富的天
然气资源，通过天然气净化脱碳
和深冷液化加工LNG，利用BOG
提氦、提氢。同时，结合国家“双
碳”战略，充分利用生产过程的
附产品高纯氢和二氧化碳反应
制甲醇，实现产业协同发展。伴
生气综合利用主要利用区域及
周边丰富的伴生气资源，建设以
低碳烷烃为主的化工产业链，生
产丙烯、正丁醇、异丁醇、辛醇、
偏二甲基肼（航天燃料）等精细
化工产品，实现延链补链。

观摩团抵达向阳沟时，一幅
美丽的乡村画卷展现在眼前。
整洁的村道、错落有致的民居、
郁郁葱葱的树木，共同构成了充
满生机与活力的乡村景象。

据双河镇党委书记陈亮介
绍，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志丹县
充分整合资源，加大投入力度，
对向阳沟的基础设施进行了全

面升级改造。在产业发展方面，
向阳沟积极探索适合本地的发
展模式，摸索出“村集体＋供销
社＋村民”联农带农模式，主要
搞农业社会化服务、农资和土特
产销售配送，正在建设百棚设施
农业园区，村上近两年村集体收
入和村民收入增幅都在 10％以
上。

“我们积极推进党建引领下
的‘文明实践+基层治理’，文明
大篷车、和谐说事会、文明实践
活动为您定制和表彰文明先进、
教育先进、产业先进等做法已形
成机制年年坚持。还创出了‘浸
润式’七步调解法，在工业园区
征迁量大、面宽事复杂的情况
下，没有发生大的信访问题，先
后被评为省级民主法治示范村、
省级信访‘四无’乡镇和省级‘枫
桥式’派出所。”陈亮说。

今年以来，志丹县认真贯彻
落实省、市关于高质量发展的决
策部署，坚持实施“现代产业富
民、工业转型强县、文化旅游提
升、改革创新驱动、绿色协调发
展”战略，紧扣“双强县三基地”
目标，深化拓展“三个年”活动，
把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作为经
济工作的重要抓手。通过聚焦
产业链条布项目、聚力产业项目
扩投资、聚合各方力量抓招商，
不断在政策引领上显“破”力、在
项目推进上聚“核”力、在要素保
障上注“精”力、在谋划储备上求

“新”力。
截至目前，志丹县17个市级

重点项目全部开复工，完成年度
投资 43.05 亿元，完成率 97%；
68 个县级重点项目开复工 64
个，开复工率 94.1%，完成投资
69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