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发 西 部  关 注 西 部
—— 迈 向 新世

甘肃，地处青藏、内蒙古、 黄土三大高原交汇处 ，

地域辽阔，资源丰富 ，自然条件复杂多样。解放四十八

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甘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工农业生产、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粮食总产量由1 949

年的 20.5亿公斤增加到 1 996年的 80亿公斤，实现了省

内基本自给；在工业上已初步形成了以有色金属、石油化

工、机械制造和电力煤炭为主体，结构比较合理，门类

比较齐全，拥有较雄厚物质技术基础的工业基地。铁路、

公路、民航四通八达。兰州市已成为西北交通、邮电通

讯枢纽和商贸中心。文化、教育、体育、卫生和科学研

究事业有着较大的发展 ， 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

高。
（图片由甘肃省财政厅提供）

甘肃农业达到了新的水平。河西走廊、沿黄灌区骨干水利

工程的兴建，为农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东部地区小流

域治理和“三田”建设、“121雨水集流工程”的实施，为干旱

地区农业发展打开了新路子。河西、沿黄、陇东三个商品粮基

地的建设，实现了省内粮食自给，多数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

图为河西走廊田园风光。

甘肃水利资源丰富，理论蕴藏量 1724万千瓦，可装机 1106万千瓦。现

已建成黄河上游三大水电工程 —— 刘家峡、盐锅峡、八盘峡水电厂。水利建

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引大入秦”、景泰、靖会等大型水利工程的兴建，

形成了以灌溉、防洪、供水、发电为主的综合水利系统，为甘肃经济发展起

到了决定性作用。图为刘家峡水电站。

改革开放以来，甘肃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乡建设日新月异，基础

设施日臻完善。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事业具有相当规模，已形成以陇海、

兰新铁路，西兰、甘新公路，兰州、嘉峪关、敦煌空港和西（安）兰（州）

乌（鲁木齐）光缆为主轴的综合交通通信网络。图为兰州火车西站。

甘肃省商贸流通发展迅速，保持了繁荣、活跃、稳

步增长的良好势态。国有、集体、三资、个体经济竞相

发展，逐步形成了以国有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存，

共同发展的商贸流通新格局。各类市场建设体系逐步

完善，形成了辐射全国、联接国际、畅通高效、交易规

范的市场体系。城乡集贸市场活跃，对外贸易长足发

展，外贸进出口逐年增大。图为工贸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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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的 甘肃省

甘肃的工业体系比较完整，而且相对独立。以兰州、

天水、白银、金昌、嘉峪关等大中城市为轴心，建成了一

批工业基地，成为中国西部重要的工业核心区和国家的能

源、原材料基地，初步形成了以能源、有色金属、石油化

工、机械电子、轻纺食品、建筑建材、国防军工为主体的

工业经济体系。已建成的金川有色公司、白银有色公司、

兰州炼油化工总厂、兰州化学工业公司、兰州石化机器厂、

刘家峡水电厂、酒泉钢铁公司、永登水泥厂等 187个大中

型骨干企业，成为甘肃经济的主要支柱。图为兰州钢铁厂。

甘肃草原辽阔，畜牧业历史悠久，畜禽品种丰富，是全国五大草

原牧区和主要皮毛集散地之一。水产、渔业从无到有，实现自给。

甘肃地矿资源丰富，随着白银公司、金川公司、酒钢三大工业基地的

兴起，诞生了白银、金昌、嘉峪关三大新型工业城市，成为甘肃经济发展

的重心。现已探明矿产储量的 83个矿种中，有24个居全国前5位，其中，

镍、钴、铂、硒等 6种矿保有储量居全国第一，金川镍矿居世界第二，西

成铅锌矿居全国第二，位全国第三的硒和锑以及沙金、稀土等矿产均具有

开发优势。

全省石油储量达2.7%亿吨以上，天然气贮量丰富，煤炭保有储量87亿

吨。图为庆阳石油化工总厂。

甘肃是国家重要的中药材生

产、出口基地，品种达950多种，

位全国第二位。当归、党参、

黄（红）芪、大黄、甘草、天

麻、杜仲、贝母等资源丰

富， 驰

名中外。

甘肃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省份，这里生活着44个
民族，五彩缤纷的民族各具特色，以 夏河拉卜愣寺、
临夏清真寺、肃南马蹄寺为代表的藏、回，裕固等民

族，宗教文化渊源流长，民族风情瑰丽迷人、图 为马

上拾哈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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