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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2019年到黄河公司海南分
公司工作，由之前从事的火电领域转
到新能源发电领域，对于光伏产业抱
有极大的期待，光伏产业因其发电成
本低的独特优势，在新能源领域占有
较大发展空间。目前政府部门也出
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来鼓励和支持
光伏产业的发展，但当前我省光伏发
电产业发展仍面临一些挑战和困
境。例如，光伏发电的波动性、储能
技术的瓶颈问题以及在农村地区的
推广和应用等方面的困境。建议今
年全省两会多关注光伏产业的发展，
出台一些具体的举措，加大相关领域
专利研发和创新投入力度，推动光伏
产业的技术进步和转型升级，为我省
光伏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更
大的贡献。
——黄河公司海南分公司 马海杰

10年前，我来到茫茫戈壁，加入
盐湖集团。十余载春秋，让我亲身经
历了盐湖集团的发展变化。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盐湖时的谆谆
嘱托一直激励着我和同事，我们奋斗
在高原，拼搏在戈壁，对于“加快建设
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的蓝图胸怀无

限憧憬，我也清楚地知道，从蓝图落
到实际，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久
久为功，需要我们每一位盐湖人攻坚
克难，砥砺前行，开拓创新。作为一
名盐湖人，我相信，只要敢拼敢干，即
使最平凡的岗位，也能为壮大盐湖产
业、建成“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的梦
想添砖加瓦。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
司 李明实

我从事光伏运维工作6年了，作
为一名光伏人，我与同事常年坚守戈
壁，维护光伏发电设备，将青春奉献
给清洁能源。作为建设国家清洁能
源产业高地的一员，我也一直在积极
践行奋斗使命，精心维护发电机组，
保障绿色电能源源不断进入千家万
户，照亮美好生活，为建设现代化新
青海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如今的
青海，光伏电站、风电场从海南共和
建到了海西茫崖，湛蓝的光伏板、高
大的风机成了高原上一道道靓丽的
风景线。
——中国绿发青海分公司格尔木

检修中心电气检修班值班员 方有军
（本报记者 祁进梅 整理）

为建设产业为建设产业““四地四地””
添砖加瓦添砖加瓦

本报记者 魏慧敏 王煜鹏

首个、首条、世界级规模……谈

起青海清洁能源产业，这些词频频出

现。

依靠“水丰、光富、风好、地广”的

资源禀赋，青海已经走上了一条以

“绿”为进，向“新”而行的高质量发展

之路。

一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

视青海能源事业发展，精准把脉青海

能源资源优势，作出打造国家清洁能

源产业高地的重大要求，为青海能源

事业高质量发展锚定航标、擘画蓝图。

如何把得天独厚的能源资源优

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和发展

优势，近年来，通过不断实践、积累、

总结，青海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

新时代实现新跨越，新征程取得

新成就。未来，青海将在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下，构建清洁、

低碳、绿色的能源体系，让清洁能源成

为未来青海优势产业的“领头羊”，为

助力国家“双碳”目标贡献青海力量。

向向““新新””而行而行
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本报记者 王煜鹏 魏慧敏

如果数据能说话，1 月 24 日下午

召开的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新闻

发布会，给出了青海经济社会发展加

速度的有力证明。

回顾 2023 年，全省经济稳中有

进、全面回升、量质齐升，全面完成民

生实事就业促进工程各项年度目标

任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美

丽青海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构建全省

“一芯一环多带”生态旅游发展布局

思路明确，推进国家公园示范省建

设，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积石山

6.2 级地震海东市灾后恢复重建及民

生保障工作有条不紊推进，取得阶段

性成果……每一项成绩、每一个变

化，正是新时代新青海的崭新面貌。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

的关键一年。正如发布会的主题“实

干筑就新青海”，2024 年的青海新篇

章一定会更加精彩！

实干筑就新青海实干筑就新青海

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必然要求，在促进产业发展、拉动经济增长
和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方面发挥着重要
作用。

坚持以产业“四地”为牵引，推动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新兴产业强筋壮骨、支柱产业聚链成群，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习近平总书记为青海擘画了产业“四地”的宏
伟蓝图。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加快构建现代
化产业体系作出了新的部署，提出了新的要求。

本报记者 郑思哲

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看青海如何看青海如何““破题破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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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是产业发展的核心驱动

力，是产业发展的生命线。

日 前 ，中 央 经 济 工 作 会 议 定 调

2024 年经济工作，将“以科技创新引领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列为九项重点

任务之首，可见科技创新在构建现代

化产业体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更大力度推动创新强链”，也正

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关于构建现代化

产业体系布局里首要内容。

省人大代表，西宁市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冯振满认为，构

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坚持以科技

创新为引领，更大力度推动创新强链，

实施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产业链高

质量发展行动，更高水平强化数字赋

能 ，依 靠 创 新 培 育 发 展 新 产 业 、新 模

式、新动能，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新质生产

力，从而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

作为省会城市，西宁已经在产业

创新方面摸索出了自己的道路。冯振

满表示，西宁坚决落实“走在前、作表

率 ”工 作 要 求 ，扛 牢 中 心 城 市 首 位 责

任，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聚焦产

业“四地”建设，研究提出并全面推进

“一个创新基地、三个中心城市”建设，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青海高度重视数字经济

发展，成立了数字经济协调推进领导

小组，研究出台了促进数字经济发展

的意见、规划和三年行动方案等一系

列政策措施，数字经济发展成效显著。

如何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新机遇，加快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培

育新质生产力？省政协委员、青海师范

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陈琼建议，要进

一步夯实发展基础，依托能源优势，加快

绿色数据中心和大数据产业园建设，积

极争取纳入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协

同创新体系，并加快形成布局合理、规

模适度、绿色集约的全国算力体系重要

节点。进一步深化数字赋能，积极推进

工、农领域大数据项目与一、二产业的

深度融合，培育发展一批典型应用场

景、创新业态。抢抓国家实施“双碳”目

标、“东数西算”工程等重大机遇，建强

大数据行业生态链，培育壮大“绿色算

力”产业。进一步完善政策体系，营造

数字经济发展和人才成长的良好环境。

以科技创新为引擎

青 海 是 我 国 重 要 的 生 态 安 全 屏

障，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中具有不可

替代的战略地位。这造就了青海独有

的生态地位，也铺就了青海产业发展

的绿色基底。

绿色是青海发展的基石，更是青

海发展的优势。

“ 兴 海 始 终 坚 持‘ 生 态 、绿 色 、有

机 ’发 展 方 向 ，持 续 发 挥 在 生 态 农 牧

业、清洁能源产业及文化旅游产业的

集中优势，着力构建兴海现代化产业

体系，走出了一条具有区位特征、高原

特色、兴海特点的生态友好、绿色低碳

高质量发展之路。”省人大代表，海南

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委副书记、县长周

本 加 对 于 绿 色 发 展 的 重 要 性 深 有 体

会。他说，2023 年，兴海县累计认证全

域有机草场约 54.4 万公顷、绿色有机

农畜产品 167 个，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

出地建设成效显著。同时，累计完成

羊曲水电站投资 130.03 亿元，泄水、引

水及发电系统等工程建设稳步推进，

高质量完成投资 27.43 亿元的 50 万千

瓦光伏建设项目，稳步推进实施投资

2.03 亿元的县城及各乡镇清洁供暖改

造项目、投资 410.8 万元实施光伏生态

牧场建设，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发

展优势愈发显现。

筑牢绿色发展基底，冯振满认为必

须要坚决扛牢绿色关键底板和重要窗

口的首位责任，牢固树立并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围绕

产业“四地”建设，抢抓绿色产业发展

的新机遇，不断提升绿色产业体系对

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牵引作用，加

快形成绿色低碳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如今，“绿电”已成为青海最具代

表性的绿色产业品牌。如何进一步释

放这份产业“红利”？省政协委员、九

三学社青海省委秘书长兼参政议政部

部长杨占武认为，应加强与国家相关

部委的沟通对接，在开展工业产品碳

足迹认证和绿电价值认证试点工作，

在我省工业产品中全面开展碳足迹认

证，在发电企业中全面开展绿电认证

和追踪溯源工作，同时加快我国碳足

迹认证和绿电认证与国际权威认证体

系对标接轨，将青海绿电和低碳工业

产品价值真正凸显出来，为高质量发

展开辟新赛道。

以绿色发展为基底

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关键在于

产业要符合发展需要，根本在于要拥

有符合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产业集群。

如何实现？加快对已有产业的转

型提质，无疑是一条有效途径。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当 中 明 确 提 出 以

“ 更 实 举 措 加 快 转 型 提 质 ”的 工 作 要

求，从编制实施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

规划，清洁能源新增装机突破 1500 万

千瓦，光伏制造业产值力争突破千亿

元，全面打造“一芯一环多带”生态旅

游发展格局，加快建设现代农业全产

业链标准化示范基地、绿色有机原料

生产基地、高原冷凉蔬菜基地等方面，

进行了全面系统安排部署。

“路线图清晰，任务表明晰，为我

省产业发展更快转型提质厘清了干的

思路、明确了干的路径、激发了干的动

力。”冯振满表示，目标令人振奋，关键

在于扛牢责任抓落实，紧紧围绕政府

工作报告提出的一系列安排部署，坚

持清单化、责任化、具体化，找准工作

切入点、着力点，不折不扣抓落实、雷

厉风行抓落实、求真务实抓落实、善作

善为抓落实，从碳达峰碳中和、能源绿

色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方面加力

加压，不断推进产业“四地”建设释放

新动能。

产业“四地”是青海实现高质量发

展的“主引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的核心。

周本加表示，2024 年，将继续锚定

产业“四地”建设，立足自身资源禀赋，

深度挖掘优势特色，努力在优化存量、

扩大增量、培育新量上下功夫，探索结

构更优、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的发展路

径，力促兴海特色现代产业体系实现

新突破。

怎样实现新突破？从哪里着手？

周 本 加 的 心 里 已 经 勾 勒 出 了 发 展 蓝

图：努力在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

出地上取得新突破。积极培育 3 个千

头牦牛标准化养殖基地、7 个千只藏羊

标准化养殖基地、2 个生态牧场；推动

全县农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到 62%以

上；培育壮大特色奶产业，加大特色牦

牛奶产品研发力度，推动牦牛奶系列

产品上市销售。努力在打造国家清洁

能源产业高地上取得新突破。积极构

建水、光、风等多能互补的清洁能源发

展格局，推进光伏牧场基础建设，打造

“源网荷储”一体化清洁供暖示范县。

青海必将以建设产业“四地”为主

攻方向和行动路径，建设具有青海特

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道路，夯实

现代化新青海的根基和发展新质生产

力的主阵地，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青海新实践。

以转型提质为抓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