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统筹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树牢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发展中保护、
在保护中发展，把生态效益更好转化为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

五年来，青海各族人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的殷殷嘱托，坚决扛起生态保护重大政治责任，
启动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制度体系创新取得新
突破，探索积累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生
态文明建设交出了新答卷。

过去，在青海说起生态保护，总有人会不
解：“好的环境难道可以当饭吃？”

如今，变好的生态环境使得农畜产品品质
提升，变好的生态环境吸引更多野生动物，变好
的生态环境让青海更加宜居，变好的生态环境
吸引更多游客……

事实证明，好的生态环境不仅可以让百姓吃好
饭，而且有助于百姓增收致富。今天，很多老百姓
说，现在生态好了，腰包鼓了，我们心情也舒畅了！

确实，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从来
都不是矛盾对立的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更不能对立起来。

调整产业结构，保护生态环境，推进高质量
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必然选择。

以掠夺生态环境主导的发展，虽然能取得一时
的财富，但更能带来触目惊心的环境破坏，导致难
以挽回的生态灾难。青海位于“地球第三极”，同时
也是生态脆弱区，过去有过这方面的深刻教训。

实际上，良好生态本身蕴含着无穷的经济
价值，能够源源不断地创造综合效益，实现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既
明了通俗又内涵深刻。

“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打造国家清
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
农畜产品输出地”，是为青海经济可持续发展作出
的顶层设计，其高瞻远瞩必将为历史所证明。

随着产业“四地”建设的推进，今天的青海百
姓也对以绿色产业发展为支撑的高质量发展有着
自己的理解——绿电是我们的生活，有机农畜产
品是我们的“饭碗”，生态旅游目的地是我们的后
花园，盐湖产业链是我们高品质生活的重要支撑。

驾驶着清洁能源汽车，行驶在生态旅游线路上
去看看野生动物、大美风光，累了在清洁能源的照
明下刷刷手机看看书，架起烧烤架享受有机藏羊的
鲜美肉质……这是很多老百姓心中最美的生活。

芈 峤

““好的环境可以当饭吃好的环境可以当饭吃！！””

本报记者 芈 峤

2021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青海，

精准把脉青海资源禀赋、发展优势和区域特征，

亲自为青海高质量发展擘画重大战略，提出打造

产业“四地”重大要求。一年来，全省上下学深悟

透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深入领

会精髓要义，准确把握战略定位，加快建设产业

“四地”。记者为此采访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委副书记、格尔木市委书记汪山泉，海西州人民

政府副州长李天林，深谈产业“四地”发展。

汪山泉：“四地”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

青海擘画的主攻方向和发展路径。省第十四次党

代会系统部署的“八个坚定不移”重点任务，其中

一项就是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格尔木具备

“四地”建设的全要素、全产业，有着得天独厚的优

势，有望、也有责任在“四地”建设中走在前列,为推

动全省全州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全力推动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迈出新

步伐。格尔木将进一步强化技术攻关，努力打

造世界级的企业和品牌，推动钾肥资源向精细

化、高附加值方向发展。有序推进锂、镁等盐湖

稀有资源的开发应用，提升市场占有量和话语

权。加快 60 万吨烯烃、盐湖资源开发中试基地

等重大项目建设进度，做好延链补链强链，形成

钾、镁、锂、纳四种主要产品全产业链条，持续扩

大产能，提升产品产值。树立统筹融合节约理

念，大力发展节约型产品，做好盐湖资源回收及

循环利用；通过产业协会、政府指导等方式，引

导各盐湖企业联合攻坚，提高技术优势；促进石

墨、镍钴等有色金属、新能源等产业融合发展，

增强盐湖产业发展动力。

全力推动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打造实现

新突破。格尔木将加快南山口、那棱格勒河调

水蓄能电站建设，逐步解决调峰问题。推动氢

能应用示范项目建设，加大多能互补、源网荷储

及电网新建改建力度，推动新能源建设与电力

消纳产业相结合，与储能多能互补相结合，逐步

解决消纳、储能问题。加快青海省第二条清洁

能源外送通道项目建设，逐步解决输送通道问

题。有序推动东部高电耗企业与西部绿电有机

衔接，打造西部地区的“绿电制造”中心。

全力推动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打造呈现新

亮点。格尔木依托昆仑山、盐湖等世界级旅游

资源，加大精品旅游环线和旅游景点建设力度，

主动融入柴达木旅游环线和全州昆仑之巅大环

线，打造旅游新业态，创新旅游特色产品，提升

服务游客质量。同时，积极推进 318 自驾游营

地、昆仑文化产业园等重大旅游项目建设，完善

基础设施，全面提升生态旅游层次和水平。

全力推动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打造取

得新成效。格尔木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构建绿色农业产业体系。做大枸杞、藜麦等特

色农畜产业，打造具有格尔木特色的绿色有机

品牌。持续延伸做强农牧业产业链，提高精深

加工能力和产品附加值。加快特色生物+扶贫

产业园、农村电商、枸杞交易中心等市场和线上

线下销售网络建设，拓宽销售渠道，推动特色有

机农畜产品走出去。

李天林：2021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产

业“四地”重大要求，省第十四次党代会对打造

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提出战略目标、作出通盘

部署。一直以来，海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

围绕海西有什么禀赋、如何发挥优势两大主题，

以生态塑造旅游品质，以旅游彰显生态价值，推

动全州生态旅游产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

海西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

向，以“文旅融合示范区、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

为目标，强化“一盘棋”思想，处理好发展生态旅

游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关系，用力用情用心答好全

面融入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的政治答卷。

以资源禀赋为依托，按照“全域旅游·全景

海西”的发展思路，深度挖掘全州独特自然风光

和人文景观，把自然的馈赠和历史的积淀转化

为发展新优势，大力发展生态观光游、登山探险

游、科学考察游、红色研学游等，打造雄浑、壮

美、奇特的西线旅游带，全面擦亮“祖国聚宝盆·

神奇柴达木”旅游品牌。

以景区打造为重点，围绕“一圈三核三廊道

七板块”的总体布局，加快全州旅游空白点开

发，高水平打造“万山之祖”“天空之镜”“奇幻雅

丹”“天文小镇”“东方金字塔”等标杆式旅游项

目和重点景区，实现一个地区、一个景区、一个

特色、一个主题，凸显全州旅游业发展新亮点。

以品质提升为保障，全面实施生态旅游强

链补链延链工程，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

和“商养学闲情奇”全业态，培育多层次生态产

品体系，优化文旅产业布局，健全公共服务体

系，强化数字科技支撑，推动文旅消费升级，树

立海西州作为“川青新”与“甘青藏”旅游走廊的

“大十字路口”区位形象。

面对重大发展机遇，2022年海西将全力以赴

把文化旅游产业打造成促进海西州经济社会发

展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战略性支柱产业。

建设产业建设产业““四地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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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什卡美景。 资料图诺木洪的枸杞红了。 本报记者 芈峤 摄

察尔汗盐湖。 盐湖集团供图

本报记者 芈 峤

在“十四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把脉青海资源禀赋、发展优势和区
域特征，亲自为青海高质量发展擘画了产业“四地”建设重大战略。

青海地处“地球第三极”，虽然生态极其脆弱，但是气候冷凉、自然优美、资源
富饶，天然草甸和充足的光照为青海建设产业“四地”提供了独特优势。

一年来，青海结合自身发展实际，拓宽思路，创新举措，以数字技术傍身，创
造性建设产业“四地+”，让青海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

产业产业““四地四地++””：：打好青海特色产业这张牌打好青海特色产业这张牌

进入 6 月，海西州诺木洪农场的第一茬枸

杞开出淡紫色小花之后，将陆续进入枸杞采摘

的高峰期。除了忙碌的采摘，晾晒也成为绿色

有机枸杞制作的关键一环。

“枸杞采摘自然晾晒干耗时太长，还害怕

雨水，而煤烘干温度又不好掌控，全‘绿电’烘

干效率高、成色好，而且绿色环保。”都兰金盆

乐缘枸杞种植专业合作社是第一批使用“绿

电”的企业，负责人徐英庆对“绿电”助力绿色

有机农畜产品发展赞不绝口。

徐英庆说，电烘干节能环保，还提升了枸

杞品质，每烘干一公斤枸杞干果可节约成本 2
元，还可以根据客户不同要求调节枸杞水分含

量。现在大伙都尝到了清洁能源带来的甜头，

周围的几家合作社还上了藜麦电烘干生产设

备。

今天，清洁能源不仅为青海产业“四地”建

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还给百姓带来了实

实在在的收入。

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野牛沟乡达玉生

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副理事长文长太，在前不

久召开的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现场讨论中谈起

了发展产业“四地”带来的变化：“随着绿色有机

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我们乡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牛羊养殖既绿色又科学，使得牛羊肉

品质越来越好。现在外地的老板直接上门来

收购，价钱给得高还方便。看着家门口优美的

生态环境和鼓起的腰包，百姓心里美滋滋的。”

随着产业“四地”建设的推进，不但带动了

一批相应产业发展和群众就业，而且发展理念

的改变带动了一系列基础性的改变，受益群众

感叹道，产业“四地+”的融合创新发展，给了

我们向往的生活……

“四地”+生活，百姓参与更受益

科技的飞速发展，催生了大数据、云计算、

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同时也

开启了数字时代。在青海，当产业“四地”

遇到数字化，即刻发生了 1+1＞2 的高效变

化。

在青海的察尔汗盐湖，一艘艘 5G+采盐船

在盐湖上作业，在“双碳”之策下，锂电储能开

启放量增长，有序采集着“光卤石”的采盐船，

将源源不断的原料输送进各生产车间进行加

工生产。

与普通采盐船不同，这里的 5G+智慧采

盐，有效解决了盐湖作业区范围广、区域巡检

工作量大，现场作业行为监管、控制难，现场作

业安全性难保证等痛点，实现人力部署高效

化、作业行为可控化、现场作业安全化、监控范

围广域化的管理。

在 察 尔 汗 盐 湖 开 了 10 年 采 盐 船 的 唐 治

国，看着眼前一艘艘无人驾驶船只感叹道：“科

技的进步终究实现了机器换人，这 24 小时不

间断的生产效率，不服不行啊！”

同时可以看到，在西宁市海湖新区青海省

能源大数据中心的大屏幕上，全天候实时显示

着全省 42 座光伏扶贫电站的内外部场景。屏

幕显现的详细数值反映着电站的发电和各类

设备的运营情况，而工作人员只需通过电脑对

光伏电站发送指令……

在青海，通过 5G及各类数字化的运用，让

产业“四地”科技赋能，实现了“区块链+共享

储能”的“绿电”运用全新模式，实现了 413 万

头(只)牦牛藏羊原产地的数字可追溯，实现了

“一朵云、一张网、一中心”的数字文旅打造……

数字化实现了产业“四地”的效率最大化，提高

了企业的竞争力。

“四地”+数字，技术引领效率先行

若问青海人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那必

定是绿色。

“绿色”是青海的生态，“绿色”是青海的能

源，“绿色”是青海的产业，“绿色”是青海的未

来……

在海拔 3200 米的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

光伏产业园区，一排排光伏面板“追风逐日”，

通过特高压线路向祖国各地输送绿色能源。

而在光伏面板下，一只只悠然自得的“光伏羊”

品尝着鲜草，让人看到了一幅光伏产业与农牧

业相得益彰的美丽图景。

在青海，不仅有“光伏羊”，光伏这根绿色的

纽带还串联起了“光伏+治沙”“光伏+生态治理”

“光伏+农牧业”“光伏+旅游”等绿色产业。

再看，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大柴旦

北纬 37 度星空营地景区，一群年轻人正在仰

望星空，等待流星雨的到来。正是这里的独特

自然环境和无污染的天高云淡，吸引了来自不

同地方的爱好者“追星”至此。

不要小看这个茫茫戈壁深处的景区，从

2019 年起步，不需要过多宣传，已成为网红打

卡观星地，到夏季甚至“一房难求”。

6 月的祁连草原，美如仙境，如珍珠般的

藏细羊散放在绿草甸上，这是绿色有机农畜产

品蓬勃发展的写照，更是自然与产业和谐相处

的美景。

从绿色产业到绿色发展模式，再到为绿色

发展助力，青海一边保护生态环境，一边开辟

了绿色与发展的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在青海就是现实。

“四地”+绿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德令哈市清洁能源产业基地的光热发电站。 王国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