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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菲菲

7 月 19 日，青海省经济半年报新鲜

出炉，上半年全省经济企稳回升，主要

指标保持增长：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

核算结果，上半年，全省完成生产总值

1688.5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5%。第

一产业增加值 54.6 亿元，增长 5.0%；第

二产业增加值 766.2 亿元，增长 7.4%；第

三产业增加值867.7亿元，下降1.2%。

成绩来之不易。面对超预期突发因

素的冲击，省委省政府高效统筹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贯彻全国稳住

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密集出台

助企纾困政策，持续释放政策红利，打

出“组合拳”，给出“真实惠”，稳住“基本

盘”，让“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

安全”的要求在青海落到实处、见到效果。

稳！农牧业夯实“生产底
盘”，基本民生保障良好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今年以来，

全省降水充足，气候、土壤墒情适宜，冰

雹、霜冻等极端天气持续时间短、影响

范围小，主要粮食播种顺利完成，目前

农作物长势良好，畜牧业总体平稳。

上半年，“米袋子”“菜篮子”“果盘

子”生产供应充足。预计粮食播种面积

303.7 千公顷，同比增长 0.4%，为丰收奠

定了基础。其中，谷物意向种植面积

219.7 千公顷，增长 1.3%；豆类意向种植

面积 15.3 千公顷，增长 1.5%。蔬菜种植

面积 31.3 千公顷，增长 2.3%；瓜果类产

量 0.5 万吨，增长 4.2%。生猪出栏 37.3
万 头 ，增 长 34.5%。 猪 牛 羊 禽 肉 产 量

12.5 万吨，增长 1.0%。禽蛋产量 0.8 万

吨，增长 12.0%。

农牧业生产有了保障，民生之“稳”就

有了坚实的基础。居民收入稳步增加、财

政民生支出力度加大、就业市场总体稳

定、居民消费价格总体运行平稳……总体

看，我省上半年基本民生保障成效明显，

生活质量持续改善。

上 半 年 ，全 省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支 出

986.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5.3% ，增 速 较 1
月-5 月提高 6.9 个百分点。民生支出

保持增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

9.4%，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2.8%，城乡社

区支出增长 42.8%，交通运输支出增长

26.7%，商业服务业支出增长 8.9%。

上半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 3.6 万

人，已完成年度目标的 60.4%；农牧区劳

动力转移就业 77.2 万人次，已完成年度

目标的 73.6%。

上半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2263 元，同比增长 4.6%。其中城镇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18346 元 ，增 长

3.5%；农 村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5906
元，增长 5.0%。此外，全省居民消费价

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 2.3%，控制在

预期目标范围内。

增！筑牢经济发展“压舱
石”，工业投资稳步增长

在稳住百姓信心的同时，更要稳住

工业经济的信心。上半年，在价格上

涨、订单增加、新建企业产能释放等多

重因素带动下，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保持较快增长，同比增长 13.6%，增速

比上年同期两年平均水平高 8.4 个百分

点。

上半年，制造业贡献突出，全省规

模以上工业中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0.1%，增速比 1 月-5 月提高 1.4 个百分

点。

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有生产

的 35 个大类行业中，14 个行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2.5 倍，化学

原 料 和 化 学 制 品 制 造 业 增 加 值 增 长

36.9%，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加值

增长 89.3%。

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

生产的 120 种非能源产品中，61 种产品

产量保持增长，增长面为 50.8%。其中，

化学纤维增长 6.3 倍，电力电缆增长 1.2
倍，中成药增长 82.0%，原盐增长 12.7%，

乳制品增长 12.0%。

投资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

一，为推动经济行稳致远注入持久动

力，投资数据的改善释放出经济逐步企

稳恢复的积极信号。今年以来，全省加

强要素保障，扩大有效投资，上半年全

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0.1%，其中 6
月当月增长 27.5%，扭转了二季度受疫

情冲击以来的回落态势，实现正增长。

上 半 年 ，第 一 产 业 投 资 同 比 增 长

46.7%，增速较 1 月-5 月提高 8.1 个百分

点；第二产业投资增长 36.0%，增速提高

7.6个百分点。

上 半 年 ，全 省 工 业 投 资 同 比 增 长

36.3%，增速比 1 月-5 月提高 7.7 个百分

点。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 53.7%，增速

提高 3.4 个百分点；电力、热力、燃气及

水生产和供应业投资增长 40.7%，增速

提高 13.8个百分点。

活！“一揽子”措施落地见
效，消费市场快速回暖

稳住经济大盘，拿出助企纾困好政

策是第一步。

——出台落实新的组合式税费支

撑政策若干措施，加大减税降费力度，为

稳经济注入活力。上半年，全省累计办

理增值税留抵退税142.5亿元，有效助力

中小微企业和困难行业恢复发展。

——出台助企纾困和支撑市场主

体政策措施，提振市场发展信心，全力

以赴稳市场主体。6 月末，全省实有市

场主体 54.3 万户，同比增长 5.2%。6 月

当月全省新登记市场主体 5511 户，较 5
月份增长 59.3%。

——出台落实促进服务业困难行

业恢复发展 47 条等系列助企纾困政策

措施，针对受疫情冲击严重的聚集性接

触性服务业加大纾困扶持力度，力促服

务业困难领域加快恢复。上半年，全省

完 成 货 运 量 8951.2 万 吨 ，同 比 增 长

20.6%。1 月-5 月，全省电信业务总量

35.3 亿元，同比增长 28.3%。邮政业务

总量 4.3亿元，增长 3.1%。

同时，为促进市场消费快速回暖，

全省通过发放惠民消费券、惠购爱车、

家电家具消费节等一系列促消费活动，

持续激发消费市场潜力，消费品市场在

疫情冲击影响中逐步好转。

上 半 年 ，限 额 以 上 批 发 零 售 业 19
个大类商品中，14 类商品零售额增速较

1 月-5 月提高或降幅收窄 ，恢复面占

73.7%。

上半年，全省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

体育娱乐用品类、中西药品类、新能源

汽车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 1.4 倍、20.5%
和 33.8%；文化办公用品类零售额增长

6.6% ，其 中 计 算 机 及 配 套 产 品 增 长

27.7%。

新！新兴动能跑出“加速
度”，创新活力加速释放

结合省情发展，青海省进一步优化

产业结构，以改革激发活力，用创新引

领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越

来越强劲，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

善，清洁能源发展加快。

——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上

半年，全省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1.2 倍，占制造业投资的 71.6%。规模以

上工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 倍，增速同比提高 69.1 个百分点；占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 16.1%，比重同

比提高 8.0 个百分点。主要产品中，单

晶硅产量增长 10.5 倍，光纤增长 1.5 倍，

太 阳 能 电 池 增 长 26.3%，多 晶 硅 增 长

3.6%。

——新能源产业发展提速。上半

年 ，全 省 新 能 源 产 业 投 资 同 比 增 长

36.5%。规模以上工业新能源产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39.5%。新能源发电量占规

模以上工业发电量的比重达 35.3%，同

比提高 2.4个百分点。

——盐湖资源利用提质升级。上

半年，全省盐湖化工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61.1%。规模以上工业盐湖化工产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 40.7%。主要产品中，钾

肥（实物量）产量增长 4.7%，纯碱（碳酸

钠）增长 9.8%，碳酸锂增长 28.1%。

—— 数 字 经 济 相 关 产 业 快 速 增

长。1 月-5 月，全省移动互联网接入流

量增长 27.2%，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

户增长 17.9%，5G用户达 208 万户，增长

1.5倍。

——生态保护力度加大。上半年，

全省用于节能环保的财政支出同比增长

24.4%，用于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增

长 24.1%。湟水河出省境断面水质达到

Ⅲ类，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94.3%。

——清洁能源发展加快。上半年，

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中，清洁能源

发电量 358.9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4%，

占规模以上工业全部发电量的比重为

81.9%。其中太阳能发电量 92.7 亿千瓦

时，增长 7.3%；风力发电量 62.0 亿千瓦

时，增长 5.1%。

总的来看，一系列扎实稳住经济政

策成效明显，青海经济经受住了多重因

素的冲击考验，经济在困难中承压前

行，积极因素不断增多，企稳回升态势

明显。

接下来，将坚持把稳经济大盘摆在

突出位置，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抓住三季度经济恢复关键期，抓

稳经济一揽子政策落地见效，继续做好

“六稳”“六保”工作，持续增效力激活力

添动力，扎实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政策措施精准有效 助力经济企稳回升

青海省上半年青海省上半年
经济经济““成绩单成绩单””活力显现活力显现

本报记者 董 慧

2021 年 7 月，青海省高层次卫生

人才“名师带教”三年行动计划人才

培养项目在第二届“智汇三江源·助

力新青海”人才项目洽谈会现场签

约。目标是从 2021 年开始，通过 3年

带教学习，为省级医疗卫生机构培养

一批领军人才，为州、县两级医疗卫

生机构培养一批业务精湛的学科带头

人，为基层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培养一批技术全面、能力突出

的优秀骨干人才，推动全省卫生人才

队伍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各级医疗机

构服务能力显著提升。

国家卫生健康委协调选派 32名有

突出贡献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

家等国内知名专家与省级 32名培养人

选结为“一对一”带教师徒，通过跟

师学习、现场指导、远程指导等方式

进行，同时分别遴选 62名省级带教老

师和 82 名市州、县级带教老师与 178
名学员结为师徒。“名师带教”三年

行动计划启动以来，全省各级医疗卫

生机构专业人才整体素质持续提高，

各级医疗卫生机构整体服务能力水平

稳步提升，推动全省卫生健康人才工

作迈上新台阶。

32 名省级培养人选积极和带教

老师沟通协调，多渠道开展跟师学

习，为我省医疗卫生机构带来了最

新 的 研 究 成 果 和 新 技 术 、 新 疗 法 ，

有效推动我省医疗卫生机构学科建

设和专业发展。同时，依托省内青

南 支 医 、 县 域 内 医 共 体 建 设 等 工

作，积极推进省内优质医疗资源向

基层下沉，62 名省级带教老师和 82
名市州、县级带教老师与结对学员

制定学习计划，按期高质开展带教

工作。省人民医院、省第三人民医

院、省第五人民医院等及时选派学

员到导师所在单位开展为期 1 至 3 个

月的跟师学习，学习掌握从事专业

最新学科动态，这对学员科室及我

省相关专业疾病诊疗提升均有很大

帮助。

“名师带教”三年行动计划提升

了专业人员技术能力、开拓了专业

人员眼界，培养人才积极参加各类

专业学术交流活动，在提高自身能

力的同时，还注重对科室团队的引

导和建设，充分发挥人才带动辐射

和桥梁纽带作用，为科室开展新工

作、新业务夯实基础。各市州充分

挖掘省级、市州带教老师及其团队

工作潜力，积极开展培训、技术示

教、带徒等工作，“名师带教”三年

行动计划共 176 名导师和 210 名学员

参与带教学习，实现了省市县乡医

疗卫生机构全覆盖。省妇幼保健院

带教老师芦莉一行 3 人赴海西蒙古族

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人民医院进行

现场带教工作，带领医院产科团队

全体医师进行疑难病例讨论、带教

查房、专题培训，带动医院和全州

产科团队整体人才培养。

“名师带教”工作推进过程中，

结对师徒积极主动开展科研和课题

申报工作，参加各类专业学术交流

活动。省第三人民医院培养人李生

菊在北大六院参与 《双相抑郁急性

发作期光谱可调控光源干预联合药

物治疗随机对照研究》 和 《双相障

碍早期识别指标体系研究》 科研项

目，对维护患者家庭、生活和社会

和谐安定等具有重要意义。

通 过 “ 名 师 带 教 ” 开 展 临 床 诊

断、治疗，培养人所在科室临床诊疗技

术水平不断提高，带动全省医疗诊治水

平不断提高，造福全省各族群众，让广

大患者得到高质量高水平的治疗。省心

脑血管病专科医院培养人李国杰在北京

阜外医院舒畅教授指导下独立完成疑难

病例10余台。

省 卫 生 健 康 委 副 主 任 周 明 坚

说：“‘名师带教’实施一年来，省

卫生健康委以国家专家为引领，以

省 级 高 层 次 领 军 人 才 培 养 为 重 点 ，

推动全省卫生健康人才工作迈上了

新台阶，带教导师为各级医疗卫生

机构带来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新技

术，新疗法。结对师徒，充分发挥

人才带动辐射和桥梁纽带作用，为

科室团队开展新工作、新业务夯实

人才基础。”青海省高层次卫生人才

“名师带教”三年行动计划的实施，

是国家卫生健康委支持关心我省各

级医疗卫生机构高水平发展、全面

提升医疗服务能力的重要举措，对

全省卫生健康人才培养具有积极的

推动作用，有力推进了全省卫生人

才队伍建设和创新发展。

——第二届“智汇三江源·助力新青海”人才项目洽谈会
“十大特色人才项目”之一

名师带教引领构建卫生健康名师带教引领构建卫生健康
人才工作新格局人才工作新格局

今年 6月，省委人才办组织开展第二届“智汇三
江源·助力新青海”人才项目洽谈会“十大特色人才
项目”评审和实地考察工作，确定“高层次卫生人才

‘名师带教’三年行动计划人才培养项目”等为第二
届人才项目洽谈会“十大特色人才项目”，即日起本
报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展示人才项目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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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慧慧） 7 月 19
日，记者从第九届环青海湖（国际）电

动汽车挑战赛组委会获悉，即将征战

本次大赛的参赛车辆已全部抵达西

宁，各路选手正在加紧备战。

据悉，本届挑战赛共 3 天，将于

7 月 22 日 至 24 日 在 青 海 湖 周 边 举

办。赛事以“享驭天境·智领未来”

为主题，旨在为国内新能源车企打

造 参 与 面 广 、级 别 高 、技 术 专 业 性

强、影响力大的新能源汽车赛事平

台，进一步提升青海新能源产业国

际知名度。赛事将围绕 6 个项目开

展 专 业 评 测 ，包 括 操 控 性 能 、涉 水

性能、续航能力、节电能力以及 2 项

主观评测内容（科技、外观），“智能

科技挑战”已正式纳入“科技配置”

评测项目指标。

比赛期间，共有19款车型同台竞

技，分别是智己L7、MG MULAN、岚

图 梦想家、东风EV纳米BOX、东风

EV EX1、AITO 问界 M7、极狐 阿尔

法 S、长安深蓝 SL03 纯电版、哪吒 U·

智、比亚迪海豚、比亚迪元plus EV、广

汽埃安LX Plus、宝马 i3、宝马 iX3、特

斯拉 Model 3、蔚来 ET7、小鹏 P7、理

想ONE、思皓E50A尊享版。

参赛车辆全部抵达西宁

第九届环湖电动汽车挑战赛蓄势待发第九届环湖电动汽车挑战赛蓄势待发

参赛车辆正在充电。 本报记者 魏雅琪 摄

西互一级公路扩能改造工程建设任务全面完成。 本报记者 陈俊 罗珺 通讯员 牟泉 摄

（上接第一版）
会议分析上半年经济形势，研究

下半年重点工作。强调，要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积极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全

面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

展要安全”重大要求，深入贯彻省第

十四次党代会部署，坚持稳字当头、

稳 中 求 进 ，抓 住 经 济 恢 复 重 要 窗 口

期，着力稳市场主体稳就业稳物价，

着力稳投资稳消费稳市场预期，着力

促改革促开放促转型升级，拼搏三季

度、奋战下半年，为全年稳奠定基础、

创造条件，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

会议听取上半年全省安全生产形

势和安全生产大检查情况汇报。强

调，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

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

和把眼睛瞪得大大的政治敏锐性，压

紧压实各方责任，持续开展安全生产

大检查，加强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强化

大型活动管控，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切

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

大局和谐稳定。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青海省深

化 生 态 保 护 补 偿 制 度 改 革 实 施 意

见》。要求，突出制度性、综合性、多元

性、协同性，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

革，加快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

会议审议了《青海省 2022 年上半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的报告》《青海省 2022 年上半年预算

执行情况的报告》《青海省 2021 年省

本级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要求进

一步修改完善后按程序报省委常委

会、省人大常委会审议。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