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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董洁 通讯员 周
磊） 1 月 3 日，记者从国网青海省电力

公司获悉，随着鲁能冷湖 50 万千瓦风

电场等发电项目陆续并网，青海电网

2023 年新增清洁能源装机达到 980.88
万千瓦，全省电源总装机和清洁能源装

机分别达到 5497.08 万千瓦、5107.94 万

千瓦，清洁能源装机规模突破 5000 万

千瓦、较 2022 年底增长 23.77%，清洁能

源发展保持强劲势头。

“十四五”以来，青海省清洁能源发展

迎来高质量跃升发展新阶段，沙戈荒大基

地大规模开发、特高压大送端加速形成，

预计 2030 年新能源建设规模将超过 1
亿千瓦。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按照“全

网统筹、保量稳率”原则，全力服务保障

清洁能源并网消纳，持续优化光伏、风

力、水力发电联合控制策略，采取风光

互补、大工业峰谷分时响应等举措深挖

清洁能源消纳潜力，通过中长期跨省跨

区、跨省调峰辅助服务交易等手段积极组

织清洁能源外送，助力青海打造国家清洁

能源产业高地。2023年，青海新能源发电

量首次超过水电成为省内第一大电源，在

全国率先实现新能源装机和发电量占比

“双主体”。通过推行清洁能源定制化调

度控制和规范化参数整治，累计完成531
万千瓦新能源场站控制性能优化，提升发

电能力110万千瓦，新能源利用率提升0.7
个百分点，有力促进清洁能源高效利用。

青海省清洁能源装机规模青海省清洁能源装机规模
突破突破50005000万千瓦万千瓦

本报讯 （记者 石成砚）
2023 年，我省以深入开展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主题教育为牵引，全面落

实习近平法治思想，聚焦建设现

代化新青海的总体目标，找准服

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切入点和

发 力 点 ，以 平 安 青 海 建 设“ 十 个

一”工作为总要求，以“千分制”考

评体系为总抓手，条块结合同频

共振，推动平安青海建设保障支

撑作用得到有效发挥，人民群众

安全感满意度连续 11年提升，“大

平安”社会治理格局加速形成。

我省织密一张基层治理“群防

网”。在全省范围内统筹推进“五

中心”资源整合，将市、县、乡各级

一站式矛盾纠纷调解中心、公共法

律服务中心、信访中心、诉讼服务

中心、综治中心整合建立各地区社

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部署一批

专项整治行动。深入开展“打苗

头、防风险”“拔钉子、除隐患”等专

项行动，强化联动管控，加强情报

信息搜集研判，加大排查管控力

度 。 开 展 一 次 扫 黑 除 恶“ 回 头

看”。建立案件提前介入制度，聚

焦人民群众反映热烈的突出问题，

扎实开展百日攻坚“六大攻坚行

动”。开展一轮安全隐患大排查。

建立以气象灾害预警为先导的应

急联动机制。先后开展校园重大

事故隐患排查整治、校舍建筑隐患

排查、校园周边山洪及地质灾害隐

患排查防治等专项行动，提升公共

安全风险防范化解水平。搭建一

个信息化“大平台”。紧贴基层治

理实战需求，不断健全扁平化指挥

调度、网格化动态布警、多部门联

勤联动等治理模式，在天上、地上、

网上形成立体化防控格局。

一年来，全省各地各部门着眼

人民期盼，全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

隐患、解决突出问题，着力提升人

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持续开展

创 建“ 十 进 ”活 动 ，深 化“ 民 族 团

结＋”融合发展行动，民族团结更

加和睦和顺。持续建设法治政府

和服务型政府，深化司法体制综合

配套改革，加大扶贫、生产安全、生

态环境、食品药品等民生领域执法

力度，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更加彰

显。完善落实政法系统优化营商

环境制度机制，规范经济犯罪案件

立案审查机制，深化涉民营企业刑

事诉讼“挂案”清理，开展行政案件

评查和行政执法领域执法突出问

题专项整治工作，深入实施青川甘

交界地区平安与振兴工程，营商环

境更加优化。

平安青海建设：
“大平安”社会治理格局加速形成

推动荒漠化防治 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绿色，已成为乌兰最厚重的底色。 通讯员 马翔 摄

本报记者 董 洁 倪晓颖 王 晶

“冰雪游”火热欢喜迎新年，电

影票房大卖餐饮火爆，各大商圈人

头攒动，烟花秀、美食节、新年倒计

时……元旦小长假，市民游客在一

场场浪漫的冬日盛会里，带动消费

热潮，迎来 2024年“开门红”。

据统计数据显示，元旦假期全

省 78 家“黄金周”节日监测零售企

业实现销售额 6416.78 万元。从消

费品类别看，升级类商品消费回升

向好，鞋帽、针纺织品、金银珠宝、

文化办公用品消费分别同比增长

9.5%、23.8%、29.7%和 12.4%。餐饮

消费实现快速增长，18 家重点监测

的 餐 饮 企 业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152.47
万元，同比增长 33.2%。

不断刷新的消费数据，不仅展

现 了 大 街 小 巷 温 暖 升 腾 的“ 烟 火

气”，更加映射出人们对新一年美

好生活的向往。释放的激情，活跃

的景象，不仅映照出浓浓的节庆氛

围，涌动着强劲的消费活力，还折

射出全省经济有力的韧性与内需

动力。

假日经济“热度”升温

1 月 1 日夜幕降临，力盟商业

巷步行街、唐道 637、北川万达广场

等各大商圈内人头攒动，从购物区

到美食区格外热闹。跨年庆祝活

动吸引大量市民外出庆祝，火锅、

涮肉、小龙虾等美食备受青睐。

某火锅店取号超过上百桌，排

队一直持续至次日凌晨 3 点，“从

上午营业开始就没停过，一直在

排号。”该火锅店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这两天基本都是这样，赶上跨

年，人比前两天还要多，忙得脚不

沾地。

商场客流量增多，金店生意红

火，定制产品享7折……为抢占节前

消 费 市 场 ，商 场 纷 纷 推 出 促 销 活

动。万达广场三楼一家童装销售人

员说，元旦到春节期间，商场服装销

售仍以冬装为主，但也有部分新款

春装推出，最近几天受天气影响，棉

服、羽绒服、国风类的服饰都很畅

销。

在各大超市已提前做好各项

储备工作，蔬菜、水果、饮料、罐头

等货物琳琅满目。“元旦假期女儿

一家三口要回来吃饭，难得团聚，

打算买一些新鲜的海鲜和蔬菜，还

有孙子爱吃的鲈鱼。”市民夏女士

难掩愉快的心情，展示着购物车里

的食材。

给长辈买礼物，给家人购置新

衣，给孩子买新年礼物，市民小侯

为了元旦假期变身“购物达人”，提

前列出了长长的清单，把所有需要

购买的物品都分类统计好。

(下转第六版)

——2024年元旦假期消费观察

消费热消费热 人气旺人气旺 暖意浓暖意浓

元旦假期，市民们到人民公园滑冰。 本报记者 董洁 摄

本报讯 （记者 莫昌伟 李
欣） 1 月 3 日，省委书记、省灾后重

建领导小组组长陈刚，省长、省灾

后重建领导小组组长吴晓军赴海

东 市 民 和 回 族 土 族 自 治 县 调 研 。

强调，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紧

迫感，扎实有效推进灾后恢复重建

工作，让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

产生活秩序。省委副书记、常务副

组长刘奇凡参加有关活动。

恢复线下教学的官亭镇中心

学校和赵木川村小学，板房教室内

传出孩子们的琅琅读书声。陈刚、

吴晓军深入教室、宿舍和办公室，

与广大师生亲切交谈，了解学校设

施配备和复学复课情况，勉励大

家在与自然灾害的较量中经受磨

炼、收获成长。强调，要优先做好

学校等公共设施的灾后修缮工作，

确保早日完工、投入使用，推动教

育教学秩序转入正轨。要加强孩

子们的爱国教育和感恩教育，从小

培养他们自立自强、积极向上的优

秀品格。

来到地震灾区的地质灾害点，

陈刚、吴晓军现场察看了解隐患点

的发展态势和监测情况。强调，各

有关地区部门要各负其责、共同发

力，聚焦重点区域，强化应急措施，

优化治理方案，把人民安全放在第

一位，做好避险安置、加固治理等

工作。要将地质灾害防范工作摆

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严密监测地质

灾害发展态势，实地踏勘排查风险

隐患。要在治理过程中加强安全

管理，做到安全高效施工，保质保

量完成灾害隐患点治理，确保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调研中，陈刚专程前往中川乡

红崖村，看望慰问受灾困难群众，

走进村民汪海珍和李民中家中，仔

细察看房屋因灾受损情况，关切询

问灾害对生产生活的影响。他说，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灾区群众，

各方力量都在倾力帮助大家渡过

难关，大家只要坚定信心、克服困

难，依靠双手、重建家园，一定能把

日子越过越好。他强调，要始终将

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加强灾

后防止返贫动态监测。扎实推进

受损房屋安全鉴定工作，把党和政

府的关怀落到实处。

省 领 导 乌 拉 孜 别 克·热 苏 力

汗、朱向峰参加。

陈刚吴晓军在民和县调研时强调

扎实有效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扎实有效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本报西宁讯（记者 贾泓） 1 月 3 日，记者

从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西

宁开发区”）了解到，据商务部近日公布的全国

230 家国家级经开区综合发展水平情况考核评

价结果显示，西宁开发区位居第 115 位，排名较

去年跃升 21位。

2023 年，西宁开发区围绕生态文明建设、产

业能级提升、招商能力提升等 10 个方面，高标准

部署实施工业园区改造提升行动。从产业布

局、发展空间等方面统筹发力，搭建形成具有西

宁特色和优势的现代产业发展体系。引进投资

400 亿元的光伏制造垂直一体化大基地等 21 个

重大项目，全球海拔最高、单体最大的年产 2.5
万吨高性能碳纤维生产基地建成投产，光伏新

能源产业链全线贯通，西宁市入围全国动力电

池产能十强城市，“三个千亿级产业集群”规模

效应、集聚效应和品牌效应逐步显现。

西宁开发区深耕绿电优势转化、绿电价值

实现，研究制定出台“1+5”绿电体系建设方案，

在南川工业园区试点推进源网荷储一体化及多

能互补项目、建设储能基地、绿电绿证交易认

证、创建零碳产业园区等重点任务。全面推进

实 施 开 发 区“ 创 新 驱 动 弱 鸟 先 飞 奋 起 直 追 行

动”，与中科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签订共同打造世

界级盐湖产业创新基地合作计划协议。去年 1
月—10 月份，研发投入约 18.8 亿元，占开发区规

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 1.4%，较上年翻一番。

西宁开发区挖掘重点企业进出口潜力，培

育外贸企业 68 家，园区生产的晶硅材料、组件电

池、碳纤维、地毯、羊绒等产品远销意大利、德

国、马来西亚、日本、巴基斯坦、阿拉伯等国家地

区，“青海产”“青海造”正逐步走出国门、走向世

界。1-11月，以园区企业口径统计，开发区共完

成外贸进出口总额 19.8亿元，增长 33.2%。

全国230家国家级经开区综合考核显示

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位列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位列115115位位

顾客购买花卉，给家中增添一抹亮色。 本报记者 李娜 摄

本报记者 张洪旭

完成人工造林 2.2 万公顷，封山

育林 4.8 万公顷，工程固沙 1.8 万公

顷，沙化草地治理 1.6万公顷；

荣获国家第六批“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和第七

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乌兰县地处海西蒙古族藏族自

治州东部、青海湖流域西侧的柴达木

盆地，其荒漠生态系统面积大、类型

多 ，10 年 前 ，沙 化 土 地 总 面 积 达

154540.9 公顷，生态环境脆弱，是青

海省沙漠化危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近年来，从单一的防沙治沙到统

筹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

系统治理，乌兰儿女不断加大荒漠生

态保护与修复的探索实践力度，一幅

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美丽

新画卷在乌兰大地徐徐展开。

扎根沙海
“绿染”家园

“从我记事起，一直过着与沙漠

斗争的生活。春季，时常卷起的大

风弄得家里全是沙子，就连家里养

的牲畜身上也都是沙子。现在沙子

稳住了，生态环境逐年向好，村民再

也不受沙子‘欺负’了。”52 岁的杨

明成家住乌兰县柯柯镇托海村，2004
年，他被招入卜浪沟管护站担任护

林员，在与茫茫沙海战斗的岁月里，

他从一名普通的林业技术人员，成

长为了一名经验丰富的防沙战士。

2023 年 12 月 4 日，记者驱车来

到 卜 浪 沟 国 家 沙 化 土 地 封 禁 保 护

区，只见成片的草方格、尼龙沙障铺

设在沙丘中，几年前种在这里的部

分柠条已有 1米多高。

杨明成说：“夏季又是另一番景

色，远远看这片沙丘是绿绿的一片，

运气好的话还会‘偶遇’珍稀野生动

物，比如，藏野驴、鹅喉羚等，它们都

在这个地区活动。”

“早些年，为了尽快锁住黄沙前

进的脚步，大家靠着肩背和骆驼驮运

两种方式将固沙材料、苗木等运输到

各个治沙工程点。一天下来‘人困驼

乏’，撩起衣服，背上一条条鲜红的勒

痕清晰可见。尤其夏季，在戈壁炎炎

烈日炙烤下，没走几步，背上就火辣辣

地疼。”参与多年防沙治沙工作的杨明

成感慨万千，“现如今，我们通过改装

车辆将固沙材料运输到沙丘地带，比

起过去效率提高了不知多少倍。”

“治沙苦，但苦中有乐。”长期实

践中，杨明成注重学习防沙治沙等

各种与生态建设相关的技术知识，

特别是对流动沙丘的防治和当地高

寒、干旱及盐碱地区各种植物的生

长规律等方面的知识，他和同事把目

标锁定在县城及卜浪沟、灶火地区的

大片沙丘上，为提高成活率，常年在

沙地上开展以沙蒿为先锋草种，辅以

柠条等灌木树种的固沙造林项目。

目前，乌兰县有 440 名生态管护

员，担负着全县 26.5 万公顷国有林

地、86.7 万公顷天然草原、2.2 万公顷

国家沙化封禁保护区以及 30.5 万公

顷自然保护地的管护工作，基本实现

了森林、草原、荒漠管护员全覆盖。

科技赋能
“锁”住黄沙

灶火国家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

位于乌兰县柯柯镇沙化较为严重地

区，风沙覆盖面积多达 10744 公顷。

如今，封禁项目区治理草方格匍匐在

800 多公顷沙丘上，曾经的荒芜之地

逐渐显露出勃勃生机。(下转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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