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青海高景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车间，1100台单晶炉
正满负荷生产。 本报记者 陆广涛 摄

“复兴号”开上西格段，青藏铁路进入动车时代。
本报记者 陆广涛 摄

西宁市湟中区多巴镇玉拉村的大棚内果蔬长势喜
人。 本报记者 王伟才 摄

海北藏族自治州高原生态畜牧业科技示范园开展的
多胎藏羊选育技术将藏羊的繁活率提高50%以上。

本报记者 李娜 摄

本报记者 王菲菲

项目建设热潮涌动、产业发展活力迸发、文旅消费旺盛红火、城市建设日新月异、乡村振
兴生机勃勃……放眼青海大地，农业丰收、工业增产、服务增效，一二三产业协调并进、融合发
展，处处迸发着发展的强劲活力，全力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建设体现本地特色的
现代化经济体系。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青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各地区

要结合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扬长补短，走出适合本地区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省上下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

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抢抓机遇统筹
推进全方位发展，一步一个脚印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

翻开2024年青海省《政府工作报告》，看到的是过去一年一个个亮眼成绩单：经济波浪式
发展、曲折式前进，全年经济运行呈现前高、中扬、后稳态势，总体回升向好……全省经济在风
浪中强健了体魄、壮实了筋骨，发展韧性和后劲显著增强。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书写好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系列述评之二

百舸争流，经济高质量发展奋楫扬帆

“2023 年，全省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45.3%和 62.2%、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均超 26%。”数据背

后，其创新含量更高，意味着全省持续推进工业经济转型升级的

坚定决心。

2023 年 5 月，中复神鹰西宁年产 2.5 万吨高性能碳纤维项目

全面投产，刷新了国内万吨级碳纤维工程的建设纪录。这一项目

的全面投产不仅为产业链提质升级提供了坚实的材料支撑，也将

进一步加快我国高端碳纤维国产化进程，显著提升国产高端碳纤

维自主保障能力。

工业的绿色转型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党的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寄予殷切

期望。青海清洁能源产业强劲发展，带动了光伏配套产业链不断

向前发展，成为青海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金名片”。

天合光能 35GW 直拉单晶、5GW 光伏组件、5GW 硅片、5GW
高效太阳能电池建成投产，晶科能源 20 吉瓦单晶拉棒项目提前

点火，光伏全产业链全面贯通，单晶硅产能突破 100 吉瓦……随

着成功引入天合光能、亚洲硅业、高景太阳能、阿特斯、丽豪半导

体、晶科能源等一批头部企业，光伏行业占比持续扩大，成功打造

了“多晶硅-单晶硅-切片-太阳能电池-电池组件”完整的光伏

制造产业链，蹄疾步稳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锚定高质量，更要在关键处发力——

挖掘机压路机轰鸣不断、运输车辆川流不息、建设者们日夜

奋战……眼下，在海拔 3300 米的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拉加镇

境内，装机容量 232 万千瓦的玛尔挡水电站工程正火热抢抓项目

建设进度。

海南共和“青豫直流”二期 2 标段 90 万千瓦光伏项目、“青豫

直流”二期 300 万光伏项目基础设施 1、2、3 号 330 千伏汇集站及

送出线路工程吹响复工复产“集结号”，按下复工复产“快进键”，

开足马力促进度、保质量，全力夺取“开门红”。

“积蓄新动能”“拓展新赛道”“延伸新链条”……一项项标志

性工程建设“快马加鞭”，汇聚成全省工业经济稳中向好发展的积

极态势，产业向“新”前行成为发力点。

青海省坚持以产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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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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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机场三期航站楼主体完工，兰新客运专线恢复达速运

行，“复兴号”动车驶上青藏铁路，新改建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

3600 公里，提前两年实现高速和一级公路里程突破 5000 公里规

划目标……一项项民生工程，不仅提高了民生质量，更传递着

民生温度。

“今后出门旅游，更方便了！”1月 10日 20时 50分，历时 9小时

5分钟，由武汉开出的复兴号智能动车组G853次列车驶进终点站

西宁站，这是由华中地区开往青藏高原的首趟直达复兴号智能动

车组列车，也是复兴号智能动车组首次驶上青藏高原。

2023 年，全省客运量、货运量分别增长 1.4倍、16.7%。其回升

的背后，不仅是基础设施的日益提升，也蕴藏着更大的发展潜力、

更强的消费动力、更足的经济活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

发展绿色金融，是推动绿色发展的必然要求。目前，青海绿

色金融发展呈现“一高一优一先一新”态势。全省绿色信贷余额

突破 2000 亿元，绿色信贷覆盖率达 26.6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

10个百分点，其中投向清洁能源产业的贷款比例高达 60%。

目前，“青信融”平台与“碳排放监测服务平台”已完成双向数

据共享，首批 114 家重点用能企业近三年的能耗总量、能耗强度、

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等碳账户数据全部纳入企业信用 360 报

告并实现动态更新与实时共享。

线上买菜、下单购物、外卖送餐……近年来，服务业正加速迈

向数字化，不仅方便百姓生活、提振消费经济，更多为行业转型升

级和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

京东青海数字经济产业园开园运营，以数字经济与数字政府

为双轮驱动，高水平打造的一流信息化服务平台；西宁国家级互

联网骨干直联点在西宁正式开通运行，标志着青海正式跻身全国

互联网顶层架构节点行列；成为全国首个制定绿色算力地方标准

的省份，为加快融入“东数西算”国家布局提供强力支撑……数字

经济产业规模超过 1100亿元、核心产业增加值增长 20%。

凝心聚力谋发展，乘风破浪勇向前。青海将以更有力的举措

推动经济发展在“量”和“质”上不断突破提升，迈着坚定的步伐，

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打开更加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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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云天化国际化肥有限公司里青海云天化国际化肥有限公司里，，工人们忙碌的身影随处可见工人们忙碌的身影随处可见。。 本报记者 陆广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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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七彩瀑布下拍照留影（拍摄于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 白玉文 摄

“绿色”，是青海高质量发展的底色。

全球公认四大无公害、超净区之一,三江之源气候冷凉、环境

洁净、资源多样，地位特殊、生态重要，被誉为“世界牦牛之都”“中

国藏羊之府”，绿色生态是青海最大的底气。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青海

代表团审议和考察青海时，精准把脉青海资源禀赋发展优势和区

域特征，两次提出要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的重大要求，

为青海“三农”工作高质量发展指明新方向、擘画新蓝图。

建成全国重要的有机畜牧业生产基地、重要的春油菜杂交制

种基地、重要的冷水鱼生产基地、重要的有机枸杞生产基地……

经过省部共同推进，青海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实现突

破性发展，取得阶段性成效。

从牦牛肉干、精分割藏羊肉到青稞酒、青稞保健产品，从黑红

枸杞、有机藜麦到菜籽油、乳制品，再到高原冷水鱼、高原冷凉蔬

菜，甚至是民族手工艺品和中藏药材……如今，青海的农牧业踏着

“生态绿色”的步伐，走出了一条现代生态农牧业高质量发展之路。

如何让这些“青字号”绿色有机产品走出去？——宣传推介、

与内地的产业合作、消费帮扶、双向互通。

2023 年，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冷凉蔬菜直供港澳，互助成

为青海省首家通过备案和认证的“供港澳”蔬菜种植基地，青海绿

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迈上新台阶。

为做优做强高原冷凉蔬菜产业，出台《关于加快推进高原冷

凉蔬菜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统筹谋划推动蔬菜产业发展。全

省建成露地蔬菜生产等基地 312 个，建成“供港澳”蔬菜种植基地

1.9万亩（1亩≈0.0667公顷），蔬菜基地总面积达到 40万亩以上。

产业融合发展步伐不断加快，累计创建 18 个农业产业强镇，

创建省级以上现代农业产业园27个。牦牛、藏羊、油菜产业集群一

二三产业总产值达 443 亿元。西宁市湟中区、海北藏族自治州海

晏县入选第二批国家级农业

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海

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成为

第三批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

行区。现有农业产业化国家

级重点龙头企业 26 家，省级

农牧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 157 家，主

要农畜产品加工

转化率为 62.1%，

直接带动农牧户

27.2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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