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刘法营

时已至夏，五月的瀚海戈壁唤发生机。就

在不久前的四月间，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

令哈市组织近千人，将一棵棵耐旱的树苗植入

沙坡……这是柴达木人年复一年、一茬接着一

茬干，以生态保护和修复实现由“沙进人退”到

“绿进沙退”大逆转的一个缩影。

“十年磨一剑”，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德

令哈已经不再是海子的诗句中“一座荒凉的城”，

以绿色之名，向外界传递生态之美、发展强音。

绿色发展集聚新动能，释放新活力。传统

产业转型提质，新兴产业乘势而为，一条高质量

发展的绿色主线贯穿瀚海之城。而这座城市每

一个前行的绿色足迹，都与贯彻新发展理念给

柴达木盆地带来的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高质

量发展一脉相承、息息相关。

绿色打底，瀚海之城现绿洲

出德令哈市区向西南方向行进约 20 公里，

在一片灌木丛比肩接踵的开阔区域间，这里设

置着尕海镇的一个林业生态管护站，4 名林业管

护员都是家住周边村庄的农户，54 岁的韩永禄

是其中一员。

在这里生活了半辈子的韩永禄说，眼前一望

无边的灌木丛，以前都是盐碱滩和荒漠地，经过多

年栽植耐旱耐碱植物，生态环境有了明显改善，一

丛丛灌木林和诸多沙生植物，就像一堵堵防护墙，

挡了风，固了沙，也改善了盐碱土壤，不但保护了

远处的农田，连周边村庄的农户也不像以前风里

来、沙里去，感到日子好过了许多。同时，聘到这

里当林业管护员，每月都有收入挣到家里，两人一

班倒换着回家，还能顾上家里的农活。

新发展理念在落地生根中对德令哈市的生

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产生了实效。

据德令哈市林草局相关人员介绍，近十年来

是德令哈林草生态建设投入最大、发展最快的

“黄金阶段”，通过逐年加大对柴达木梭梭林、哈

拉湖自然保护区、尕海湖、可鲁克湖、柏树山等重

要生态功能区的保护和治理力度，使草原退化、

沙化、荒漠化土地扩大趋势有效遏制，强化现有

天然林地、防风林带、农田林网的保护和恢复，下

力气抓好城镇造林绿化和国省道公路、铁路沿线

绿化，大力营造城市景观林和高原生态林，不但

使德令哈市的林草生态建设实现了“脱胎换骨”，

而且在柴达木的戈壁滩筑起了一道生态屏障。

尤其是近年间，伴随德令哈市国土绿化提速

三年行动计划圆满收官，新增造林指数一路上扬，

森林覆盖率达到 10%，草原植被覆盖率达到 34%；

城市绿化覆盖率达到36.3%，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

到10.9平方米，获评全国绿化模范单位，由此德令

哈绿色版图由“浅绿”向“深绿”延伸开来。

绿色之路上的艰辛跋涉换来了山更绿、水

更清、天更蓝的斐然成效。

在成效的背后，是这片“金色世界”矢志不

移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生态

文明建设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以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描绘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画卷。

在成效的背后，是这座瀚海之城举全市之

力，因地制宜，综合施策，以加强山水林田湖草

沙冰生态系统综合治理，全面筑牢生态安全屏

障，构建生态文明体系，以使命和担当，为留给

子孙后代一个绿水青山的“祖国聚宝盆”提供了

强力支撑。

绿色作笔，万顷戈壁绘彩图

家住德令哈市柯鲁柯镇西滩村的村民刘文

明，对自家庄稼地里的收成算出了一笔账：以前

种小麦、油菜等各类作物时，地里的产出除了满

足一家人的生活，箱底里留不下多少余钱。后

来把种庄稼换成了种枸杞，地里的产出却翻了

几倍，以前的“温饱田”变成了“增收地”。

德令哈市尕海镇的农户伊国凯，以前全家几

口人的收入全都指望着养殖的几十只羊，如今在

当地戈壁滩上的种草“大户”——青海奔盛草业

有限公司帮助下，伊国凯种下了约 13 公顷的饲

草，产出的饲草不但为自家养殖的羊群解决了

“口粮”，剩余的饲草在对外销售后变为手中的

“真金白银”，无形中使伊国凯在从事养殖之外，

多出了一个靠种植饲草增加收入的“钱袋子”。

如果说，依托当地农牧产业优势，特色种养

业在新发展理念的“点化”下，在庄稼地和草山

上开辟出新的蹊径不过是“引子”，那么由打造

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促成的从传统农牧

业向现代产业体系迈进则是德令哈市精心构思

的“鸿篇巨制”。

新发展理念带来发展和创新效应。

围绕转变发展方式和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德令哈市以建设柴达木高原特色农畜产品基地

抢占发展先机，率先融入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示

范省建设，以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菜篮子”工

程、现代化生态牧场等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区建

设，倾力建设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生产输出基地。

持续完善农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建设，将高

标准质量管理贯穿农畜产品全程，积极创建国家

级现代农业产业园，探索发展循环农牧业、观光农

牧等新业态，精准发力推进牦牛、枸杞、藜麦、火焰

蔘为主的农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链延伸、价值链

提升，柴达木高原特色农畜产品基地凭借规模化、

规范化、高质效建设，已然崛起于柴达木盆地。

贯 彻 落 实 新 发 展 理 念 ，就 意 味 着“ 除 旧 布

新”，意味着从新发展理念中汲取改革动能，释

放创新活力，生态畜牧业以阔步发展进行了鲜

活实践。

通过走出传统畜牧业生产模式，以不竭之力

持续优化特色养殖结构，培育发展牦牛、骆驼产

业，稳步推进藏羊、柴达木绒山羊等特色养殖产

业发展，加快养殖业向畜牧良种化、养殖设施化、

生产规范化、防疫制度化、粪污资源化转型发展。

以怀头他拉镇、蓄集乡为重点，建设柴达木

绒山羊养殖基地、藏羊养殖基地；培育壮大德令

哈牦牛产业规模，推进乳用牦牛养殖、牦牛育

肥、优质牦牛奶生产等产业齐头并进一体化发

展，为牦牛产业基地和牦牛科技产业园建设架

起“四梁八柱”；支持骆驼资源开发，通过发展骆

驼养殖合作社，建设柴达木双峰骆驼养殖基地，

打造全国优质驼奶供给地。

冷凉果蔬产业、中藏药材产业、饲草产业也

并驾齐驱、快步跟进，助推全州打造的“祖国聚

宝盆·神奇柴达木”区域公共品牌走向国内外，

使新发展理念在戈壁大漠开枝散叶。

绿色赋能，转型提质起潮声

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压力，

德令哈市工业企业顶住了工业经济下行带来的

严重影响，仍然保持工业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

以实现稳产增效，显现经济发展的张力和韧劲。

“这得益于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为工业发展

注入了创新驱动活力，在产业发展中主动融入国

家和省上的重大战略，强化绿色发展、可持续的轴

心作用，围绕高质量发展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

强弱项，注重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从而实现发

展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相统一。”德令

哈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给出了答案。

“凭借创新理念引领，企业通过技术升级改

造，使原有的生产线提质增效，拓展了企业发展

空间。”坐落于德令哈工业园内中盐青海昆仑碱

业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铁城说，作为传统企业

只有紧紧跟上高质量发展要求，才能使企业发

展保持旺盛活力。

同处德令哈工业园内的青海国源化工科技

有限公司建成的年产 3 万吨氯酸钠项目，成功完

成工艺消缺、优化，推动盐湖资源综合利用水平

迈上新台阶……

新发展理念的强大推动力和牵引力，在德

令哈市工业经济追逐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中

显化出来。

自“十四五”以来，德令哈工业经济在高质

量发展搭起的舞台上，已经和正在上演连台

“好戏”。

盐碱化工产业在转型升级中“登场”，持续

巩固国家重要纯碱基地地位，稳定现有产能，以

产品高价化为方向，推进纯碱企业整合，向建成

全国重要的盐碱化工产业基地迈进。

清洁能源产业“中气十足”，围绕“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加快德令哈新能源应用示范城

市、碳中和先行示范城市建设，稳步扩大光伏、

光热和风电产业规模，大力发展储能产业，推进

储能设施建设，提升德令哈能源稳定水平，培育

氢能源产业，打造氢能源产业集群、清洁能源产

业高地和“风光热储氢”智慧能源基地。

新材料产业走上“前台”，稳步扩大镁合金、

高纯氧化镁等基础产品产能，完善镁资源开发

产业链，打造镁系材料制造基地，全力打造电池

级碳酸锂、高纯氯化锂等锂产业链集群。

装备制造产业“披挂亮相”，加快推进以光

伏组件、风机制造、储能装备为重点的新能源装

备制造，推动新能源制造一体化全产业链发展，

谋划化工设备、矿山机械、非标设备及基础零部

件制造基地建设，全力建设高原特色装备制造

生产基地。同时，特色生物产业、绿色建材产

业、现代煤化工产业和优化循环经济体系等，也

都紧踏时代节奏铿锵而来……

“金色世界”——德令哈踔厉奋发，追逐而

来，折射出的是锐意前行向未来的蓬勃气象。

““金色世界金色世界””绿色发展折射柴达木之变绿色发展折射柴达木之变

大时代衍生大理念。正是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亘古的柴达木盆地在穿越历史中，
身逢盛世，拂去岁月尘烟，显现旺盛生机，迸发活力希望。德令哈，作为这块辽阔之域上的
参照坐标，其绿色发展足迹，映衬出新发展理念为柴达木带来的沧桑巨变。

绿色发展由表及里，让这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在活化历史场景中，以理念之变、路径
之变、思维之变，校正发展轴线，重布发展棋局，再铸发展之魂，使这座有着“金色世界”美名
的瀚海之城，以高质量发展迎向新时代光束的滋养，绽放金色光泽，奔向金色梦想。

准确地说，十
余 年 前 初 识 柴 达
木，先是从德令哈
市——海西蒙古族
藏族自治州州府所
在地的这座大漠之
城开始的。彼时，
感到这座瀚海戈壁
怀抱中的城市，虽
说在蒙古族语言里
誉为“金色世界”，
却因风沙环伺、绿
意稀疏，显得有些

“苍凉”和“寂寥”。
其后，因工作

之故，频繁走进这座
城市，尤其近数年长
驻海西，多数时间伴
着这座城市经风沐
雨、携手晨昏，日益
强烈感触到这座城
市由外化所在到深
达肌理，在新发展理
念的引领下，完成着
一场驰而不息、勇毅
笃行的蜕变。

作为德令哈市
生态环境演变及城
市发展的见证者，这
里的一位蒙古族学
者曾经撰文记叙其
生态演变过程时说，
德令哈的生态演变，
主要受气候变化和
人类活动两大因素
影响。在相当久远
年代，受世界气候变暖影响，盆地周
围雪山逐渐消失，致使河水流量锐
减，湖泊缩小，降水量减少，植被稀
疏，土地沙化，直至连境内最大的河
流巴音河也在一个较长时期出现潜
流段。加之曾经的大量开荒，采挖和
砍伐大量沙生植被、荒漠植被和原始
灌木，使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日趋恶
化。

步入新时代，德令哈市扛起“偿
还生态旧账”和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
草沙冰生态多样性发展的双重责任，
通过重点建设荒漠化综合治理工程、
三北防护林工程、天然林保护工程、
祁连山生态保护和建设综合治理工
程等重大生态工程项目，持续推进农
田防护林更新改造、柴达木地区城镇
周边防护林建设、柴达木封沙青草、
315国道绿化建设等生态保护工程，
德令哈区域的生态保护和建设提升
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生态产业、林下
经济也已书写新篇，印证“人不负青
山、青山定不负人”的论断。

新发展理念在铺出生态底色的
同时，也以其强劲活力打通了产业发
展的脉络，绿色、低碳、循环的“良
方”，使产业发展摆脱传统模式和“资
源经济”束缚，通过完整、准确、全面
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加快转变发展
方式，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以“四种
经济形态”为牵引，以转型升级为主
攻方向，聚力产业“四地”建设重大要
求，重点产业提质增效、“光热之都”
已显雏形，产业融合更趋优化……新
发展理念实现了一个城市的再造和
重塑，其深远意义在当下、更在未来。

﹃﹃
金
色
世
界

金
色
世
界
﹄﹄
里
的
绿
色
足
迹

里
的
绿
色
足
迹

刘
法
营

109109国道旁的下滩村整齐划一国道旁的下滩村整齐划一。。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本报记者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本报记者 苏烽苏烽 摄摄））

石棉采收作业已不再如从前
那般“尘土飞扬”。

蓝天之下的草原牧场。 罗生祥 摄

◀“帐篷”党课讲一讲保护好生态。◀全民义务植树筑牢
戈壁“绿色长城”。

石棉装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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