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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 俊

国家“双碳”战略、“东数西算”等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海东市充分利

用区位、产业基础等数字经济发展强项以及

能源足、电价低、绿电优、气候好、能耗少、回

报高等“天然良港”优势，立足产业“四地”建

设，探索“清洁能源+绿色算力”新模式，深化

清洁能源、数据中心、智能电网等各领域交叉

创新，推进智算超算核心集群打造以及“磁

吸”头部企业向海东汇聚，全面吹响以绿色算

力绘就新质未来的时代号角。

向“绿”发力，布局“算力
时代”

数字经济时代，算力就是新质生产力。

“各位领导，上午好！欢迎来到中国电信

（国家）数字青海绿色大数据中心，我们致力

于变比特为瓦特、变绿电为绿算，推动数字经

济与清洁能源跨界融合……”

“东数西算是可与南水北调、西气东输、西

电东送并列的国家战略工程，通过构建新型算

力网络体系，把东部算力需求及大量生产数据

输送到西部地区进行计算和存储……”

“中国电信心怀国之大者，结合青海国家

清洁能源高地建设，推动数字经济与清洁能

源深度融合，打造的‘绿色、零碳、可溯源’新

一代绿色大数据中心，助力绿色海东，助推零

碳青海……”

……

记者来到位于海东市河湟新区唐蕃大道

与中关村东路交汇处的中国电信（国家）数字

青海绿色大数据中心，映入眼帘的是“全国首

个 100%清洁能源可溯源绿色大数据中心”几

个大字。随着讲解员讲解，全国首个 100%清

洁可溯源绿色大数据中心标杆、全国首个大

数据中心领域源网荷储一体化绿电智慧供应

系统示范样板等“功能”可感可触，“绿电”变

“绿算”清晰可见。

青海省具有“水丰、光富、风好、地广”等

清洁能源资源禀赋。2021 年，中国电信以此

为依托，布局绿色算力，于 2022 年 7 月在海东

市建成全国首个 100%清洁能源可溯源绿色

大数据中心。终期总投资 10.6 亿元，建成标

准机架 204 万架，可提供 16520P 算力服务，预

计年就近清纳清洁能源 4 亿度，年减碳量超

30万吨。

风 电 减 排 0.1159 吨 、光 电 减 排 11.0137
吨、水电减排 35.244 吨，李家峡电站 25648 千

瓦时、占比 58.08%，郭隆变电站 5326 千瓦时、

占比 12.06%，公伯峡水电站 3104 千瓦时、占比

7.03%……绿电大数据中心电子屏上，上一周

及当日各类型清洁能源减排量、绿电电量、占

比等呈现能源消费可视化、能源数据显性化。

记者走进安置通算、智算、超算等黑色机

柜的机房，一台台类似放大版的电脑主机，边

吹着空调边高速运转。在柜与柜间一米的空

格处，一台中国电信自主研发的 AI 机器人正

在进行巡检。

“采用自主水冷复合间接蒸发冷空调系

统，充分利用了青海天气冷凉优势，全年 365
天自然冷却时间达 314 天，使用空调压缩机时

间仅 50 天左右，去年使用时间仅一周。”陪同

的中国电信青海分公司绿色发展办公室主任

赵金胜说。

花香弥漫，阳光明媚，在中心大楼南侧光

伏车棚棚顶，一块块湛蓝色的光伏板化“光”为

“电”，这个集光伏发电就地消纳、就地存储、智

慧调度清洁能源能力于一体的源网荷储系统，

装机容量180千瓦，年均发电26.35万千瓦时。

“分布式光伏系统实现绿电自发自用，是

目前国内首个源网荷储一体智慧供电系统标

杆，属全国首个且唯一通过自身储备碳汇、

100%实现‘碳中和’数据中心，目前处于行业

领跑地位。”赵金胜介绍，加上电信布局在海

东全市最大的 5G 网络、全市最大的千兆光网

络、全市首个“一城一池”等矩阵，可助力青海

更快更深进入“算力时代”。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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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臻） 6 月 6 日，西

宁市湟中区拦隆口镇民族村拉沙种养

殖专业合作社 13.3 公顷的麦田内，麦苗

苗齐根壮、生机勃勃。当前，全省春耕

生产基本结束，各地春耕工作陆续进入

田间管理阶段。

今年以来，全省农业农村系统以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为重心，以打造绿色有

机农畜产品输出地为抓手，农业农村发

展呈现稳中有进、稳中向好态势。其

中，坚决守牢国家粮食安全底线，种植

结构呈现“粮稳、油扩、菜增”趋势，截至

5 月底，完成春耕面积 837.12 万亩（55.8
万 公 顷），其 中 ：粮 食 面 积 455.6 万 亩

（30.37 万公顷）、油料 222.5 万亩（14.83
万公顷），分别完成年度任务的 102.4%、

100.2%，春耕超年度任务完成。

畜牧业生产方面，全省牛羊出栏、繁

活稳定增加。据行业调度，截至 5月底，

牛羊出栏分别为 46.29 万头、180.37 万

只，同比分别增长 13.11%、14.17%。犊

牛和羔羊分别产活 126 万头、605.73 万

只，分别增长 20.72%、9.18%。冷水鱼养

殖方面，1 月至 5 月水产品产量 4425 吨，

新建的 16处陆基渔业基地已投产，鲑鳟

鱼市场供不应求，价格稳定，全年总产有

望新增，养殖业呈现稳中向好态势。

值得一提的是，全省深入实施防止

返贫就业攻坚行动，截至 5月 31日，全省

已有20.54万人脱贫人口实现就业，完成

国家下达17.9万就业目标的114.7%。其

中，全省753家帮扶车间（工坊）吸纳脱贫

人口就业 6621 人。完成第一批 92 名省

级乡村工匠和乡村工匠名师认定工作，

带动 4075名农牧民创业就业（含脱贫户

监测户874人），务工就业成效明显。

春耕超年度任务完成

青海农业农村发展
呈现稳中有进稳中向好态势

本报记者 李永波

六月初的三江源腹地，披上了一层

薄薄的绿衣。蓝天白云倒映在三江源

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的湖泊之上，充满

诗情画意。清早，一个身材高大、面庞

黝黑的藏族汉子骑上摩托车行进在广

袤的草原，开始了他一天的工作。

他叫索索，是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

县扎陵湖乡擦泽村生态管护队队长，在

生态管护队伍成立之初便加入其中，如

今在生态管护队已工作了 12 个年头。

索索与擦泽村 126 名生态管护员人均

守护着近 670 公顷的土地。他们 20 多

人 为 一 组 ，每 日 巡 护 时 间 不 低 于 7 小

时，巡护路程不少于 70 公里，风雨无阻

坚守在生态管护第一线，足迹遍布这片

广阔的高原大地。

黄河源头两大高原淡水湖之一的

扎陵湖，藏语意为白色长湖。在索索厚

厚的巡护日记上，记满了有关扎陵湖的

内容，对扎陵湖周边的山山水水、花草

树木，索索已经非常熟悉。

6 月 6 日，记者跟随索索来到玛多

县扎陵湖乡擦泽村，他和队员穿上整齐

划一的绿色制服开始了一天的巡护工

作。“你看，这种紫色的小花，还有那边

低矮的植物，以前我们都未曾见过。”索

索兴奋地对旁边正在巡护的同事公保

加喊道。

谈及脚下这片土地的今昔之变，索

索百感交集。“三江源国家公园还未成

立的时候，草原上有很多生活垃圾，我

内心很是着急，于是就有了与亲朋好友

去捡拾垃圾的想法。”早在 2005 年，索

索便组织亲朋好友成立了一个由 12 人

组成的垃圾清理小分队，他们以地为

床，以天为被，自备工具与食物，因为路

途遥远常常好几天回不了家。“那时，我

们出去捡拾的垃圾能装满好几个编织

袋，动植物也没有现在这么多。”索索的

同事曲周说。

如今的黄河源园区，野生动物数量

增加，草原上遍布各色植物，湖泊数量

也在不断增加，千湖美景再次重现。随

着人们生态环保意识的增强，草原上已

难觅垃圾留存的痕迹。 （下转第四版）

黄河源头的“生态卫士”

上图：扎陵湖与鄂陵湖交汇处。 玛多县融媒体中心供图

本报讯（记者 魏爽） 今年五月

以来，由海南藏族自治州司法局牵头

组织的五县双语普法宣讲队，深入村

（社区）、寺院、学校等，广泛宣传事关

民族团结进步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举

措，受到各族群众好评……青海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始终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为主线，聚力建设全国民族

团结进步示范省，守正创新、绵绵用

力，稳步推动民族地区共同走向社会

主义现代化，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青海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这个主线牢牢抓在手上，坚持依法治理

民族事务、保障民族团结，六个自治州

全部出台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条例》，

在全国率先建立了四级党委书记抓民

族团结进步创建、抓示范单位动态管理

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将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细化到各地各行各业，浸润到

基层群众心中。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为引领，通过“马背上的宣讲团”等形

式，用带有“泥土气”“糌粑香”的方式，

把党的惠民政策和群众关心的问题讲

清楚，把党声化为民心，中华民族共有

精神家园更聚人心了。深入实施促进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十项行动，重点依

托对口援青和东西部合作平台，广泛组

织各族群众、青少年、致富带头人、村干

部等各类群体，走出青海、融入全国，开

展多层次、广领域的交往交流交融活

动。创新打造了 388 个各民族共居共

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区“石榴籽

家园”，各民族群众相互学习、相互借

鉴、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同绘就了和

谐相融的美好画卷。

为确保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一个

民族都不掉队，青海抢抓时代机遇，依托

民族地区的资源禀赋，找准发展路子，做

好产业文章，不断激发发展内生动力。

财政用于民生的支出始终保持在75%以

上，一大批惠民政策措施项目得以有效

落实，全省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全省所有的市州和

93%的县都建成了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

范区，各民族群众融入现代化建设更踊

跃了。全省有近 20万各族群众在国内

外 337 个城市，开办青海拉面店近 3万

家，人均年收入在3万元以上。30多万

名多民族绣工、绣娘凭借着指尖上的

“针”功夫，“绣”出了幸福新生活。

守正创新 绵绵用力

青海：聚力建设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

下图：索索（右一）正与同事在扎陵湖附近巡护。 本报记者 李永波 摄

UPS（不间断电源）机组。 本报记者 陈俊 摄

本报西宁讯（记者 张慧慧） 6 月

起，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实施

《稳定光伏制造、锂电储能产业保障措

施》（以下简称《措施》），引导各类要素

资源向光伏、锂电产业链汇聚，加快引

进上下游配套企业，强化产业链供应链

协同发展，持续推进产业链质效提升。

《措施》围绕强化企业运营支持、落实

税费优惠政策、支持企业绿色创新发展、

加强金融对接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五

大方面，细化制定21条具体措施，切实促

进光伏、锂电企业高质量发展。统筹用好

现有中央和省市财政既有渠道资金政策，

加大申报力度，支持光伏、锂电企业发

展。对获得认定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认真落实好资金

奖励政策，及时落实配套资金。对主导制

定或修订国家标准、国际标准的企业，在

享受省市资金支持的基础上，给予配套资

金奖励。对当年评为绿色工厂和绿色设

计产品的企业，在享受省市相关支持的基

础上，给予配套资金支持。对当年评为能

效标杆水平的企业给予适当资金奖励。

同时，加强与职业院校合作，积极与人社

部门、劳务市场对接，协调保障企业用工

需求。通过降低用电成本、就业一次性补

贴等各项惠企政策，降低企业经营成本，

助力企业轻装上阵。对符合条件的光伏、

锂电行业企业，按月全额退还增值税增量

留底税额。严格落实科技型中小企业研

发费用100%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

西宁开发区积极协调省级有关部门、

银行及时落实资金和贴息支持，争取更多

光伏、锂电项目列入省级融资渠道支持。

组织银企融资对接交流会，提升银企对接

质效，提高信贷获得率。强化企业创新主

体地位，支持创建创新平台、加大“专精特

新”企业培育力度、加强科研成果转化

等。大力支持企业“招才引智”，落实各项

人才补贴，做好户籍办理、子女入学等工

作。完善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着力强

化市场监管，持续发挥包保联点工作机制

效能，协调解决企业原料供应、要素保障、

产品上下游对接及安全环保等方面的困

难问题，确保企业稳定发展。

西宁开发区

出台21条措施
保障光伏制造、锂电储能产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