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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贾 泓

——盐湖资源综合开发有力推进，钾肥等产品为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和资源安全作出重要贡献；

——清洁能源示范省建设成效明显，清洁能源装机占

比持续保持全国领先；

——生态旅游正逐步发展成为现代服务业的龙头，山

宗水源净土、地球第三极品牌形象更加彰显；

——建成全国面积最大的绿色有机畜牧业生产基地，

农畜产品加工转化率持续提升……

2021 年 6 月 7 日至 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考察时指

出，要立足高原特有资源禀赋，积极培育新兴产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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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快科技

体制机制改革，加大科技创新支持和成果转化力度，加快创

新型人才培养，激发创新活力。

“四地”建设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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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自为青海推动高质量发展擘画的

重大战略。今天，青海坚持绿色低碳发展，结合实际、扬长

避短，立足高原特有资源禀赋，积极培育新兴产业，着力构

建以产业“四地”为主体的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青

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正越走越宽广。

立足资源禀赋
厚植发展新优势

青海清洁能源资源丰富，太阳能和水能资源优势突出，

太阳能资源居全国第二，水电资源量居全国第五。从 2017
年至今，“绿电 7 日”“绿电 9 日”“绿电 15 日”“绿电三江源百

日系列活动”“绿电 7 月在青海”“绿电 5 周”等系列活动持续

保持着全清洁能源供电世界纪录。

青海-河南±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一条通道”是世

界首条以输送新能源为主的特高压外送通道；海南藏族自

治州、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两个可再生能源基地全部跃

上千万千瓦级台阶。清洁能源装机占比、非水可再生能源

消纳比重、非化石能源消费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三项指

标”全国领先；百兆瓦级光伏发电实证基地技术、光伏电

池效率转换技术、大规模水光互补关键技术、塔式光热发

电技术“四项技术”，从无到有，实现突破……立足资源

禀赋，青海依托资源优势，清洁能源发展处于全国领先地

位，形成“1234”发展格局，发展态势强劲。

不只是清洁能源，青海建设“四地”具有独特的资源禀

赋。生态环境地位重要、优势突出，矿产资源种类齐全、储量丰

富，清洁能源得天独厚、潜力巨大，旅游风光无限、前景可期，农

畜产品绿色有机、市场广阔，这些都是青海不可多得的优势。

聚焦聚力“四地”建设，青海充分发挥自身特有资源禀

赋和特殊优势，找准定位，明确思路，以打造“高地”和建设

“四地”为支撑，构建体现青海特色的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

济体系，把特有的资源禀赋更好转化为发展新优势。积极

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建立统筹协调联动机制，全面落实

“四地”建设专项行动方案，打好青海特色产业这张牌，在清

洁能源、盐湖产业、生态旅游、有机农牧业等方面挖潜创新，

具有地方特色的高质量发展路径越来越清晰。

精准定位建体系
积蓄发展动能

2021 年以来，碳酸锂市场一路上扬。恰逢如此难得市

场良机，青海盐湖着眼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竞争力，从强

链、延链、补链入手，提高盐湖资源综合利用效率。同时，及

时调整工作思路，坚定以扩大碳酸锂生产规模，提高锂资源

综合利用率为目标，加快推进 2 万吨/年电池级碳酸锂项目

试车试生产工作。

今年 6 月 26 日 15 时 30 分左右，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控股子公司青海盐湖蓝科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克服重重

困难，短时间内就完成试车任务，第一袋碳酸锂产品下线，

产品主含量达到电池级标准。

继往开来，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青海精准定位、

构建体系、加快发展。

聚焦优势，青海稳定钾、扩大锂、突破镁、开发钠、培育

硼，综合高效利用世界级稀散元素，不断提升盐湖资源综合

利用水平，实现盐湖资源的不断升值。通过提升生产规模、

创新能力、技术服务等措施，持续加大盐湖资源开发利用，

盐湖产业发展取得新突破。力争到 2035 年，世界领先水平

的现代盐湖产业体系基本建成，资源利用率、产业规模等均

位居世界前列。盐湖产业产值达到 1200 亿元，世界级盐湖

产业基地基本建成。

扎实推进“四地”建设，青海全面提升产业能级，提高资

源能源可持续供给能力，提升生态旅游业态品质，高起点培

育千亿级绿色产业集群。以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

化为主攻方向，进一步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推动有色冶金、能

源化工、特色轻工等传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壮大新能源、新

材料、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生态经济和数

字经济，青海高质量发展实现全面突破的动能越来越强劲。

强化科技创新
注入源头活水

今年 1 月 19 日，青海省农林科学院承担的省重大科技

专项“专业型马铃薯产业高质量发展关键技术研发与示范”

项目通过验收，为马铃薯产品多元化开发应用提供物质保

障和技术支撑。

青海 90%以上的鲜薯直接销售，附加值低。该项目正

是致力于青海现代马铃薯产业发展的整体性、复合性、系统

性以及全产业链设计，建立了专用型马铃薯全产业链模式

及企业示范，实现马铃薯产业高质量发展。项目的实施填

补国内育成品种中没有薯条专用型品种的空白，开启了青

海省彩色马铃薯育种的先河，首次对青海省马铃薯窖藏病

害进行了全面系统调查，并提出防治措施。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青海在破解发展中遇到的

难题时，坚持强化“弱鸟先飞”意识，把创新摆在更加重要位

置，以科技创新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头活水。

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青海在整合生态旅游资源，

建设一批富有文化底蕴的世界级旅游景区和度假区，打造

一批文化特色鲜明的国家级旅游休闲城市和街区，提升红

色旅游、生态旅游规模和水平，打造世界级生态旅游品牌，

为全国生态旅游发展提供“青海方案”。同时大力发展关联

产业，做精做强青绣、藏毯、唐卡等传统工艺文化产业，建设

青藏高原生态人文传承高地。

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青海深入实施种业振

兴行动，保护发展好本土特色优势种质资源，做优牦牛、藏

羊、青稞、油菜、冷水鱼、藜麦、枸杞、道地中藏药材、优质牧

草等特色产业。“十四五”时期，将创建国家级农畜产品优势

区，培育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强化市场开拓，建立稳定输

出渠道，推动更多“青字号”产品走进全国、走向世界。

全面推进“四地”建设，青海强化科技创新战略支撑。

顺应产业技术变革趋势，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以关键共

性技术创新为突破点，深化产学研联合，注重原始创新和引

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相结合，畅通科技成果转化通道。有重

点地打造科技创新平台，支持建设盐湖、光伏、储能等国家

重点实验室和实证基地，加强产业技术标准体系建设，支持

天文、气象观测和高原生物等领域技术创新。

“四地”建设正当时，青海正一步步扎实推进，为一域添

光彩，为全局作贡献；蓄势扬帆再起航，具有时代特征、高原

特色、青海特点的生态友好、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之路，前

景可期，光明无限。

“四地”建设正当时 蓄势扬帆再启航

2016 年、2021 年习近平总书记两次
亲临青海考察、两次参加全国人大青海代
表团审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
要指示批示，明确了将建设产业“四地”作
为推动青海高质量发展的主攻方向和行
动路径，为青海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擘
画了宏伟蓝图、提供了根本遵循。

“四地”建设这一新航标锚定后，青海即刻启程。2021
年，与国家部委联合编制了四个专项行动方案，并建立省
部联合推进机制。盐湖产业发展取得新突破，清洁能源发
展实现新提升，生态旅游迈出新步伐，绿色有机农牧业取
得新成效。新的挑战带来新的成绩，具有青海特色的高质
量发展之路有了新的动能。

向着航标前进，就要精准划定航线，就要不断增强引擎
的动力。这就要求我们准确把握自身优势和潜能，做出科
学部署。无论是资源禀赋还是产业发展基础，青海都有得
天独厚的条件建设“四地”。但我们依然要精准把握方向，
合理调整产业布局，真正将资源禀赋优势转换为产业优势，
让资源高地成为产业高地；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实现市

场深度融合，构建更加开放的国内国际
双循环市场，进而开辟出更加光辉的产
业发展前景。

大海不拒细流始成浩瀚，高山不拒
微尘越发巍峨。随着“四地”建设的全
面推进，有力促进了供给侧转型升级、

有效带动了需求侧企稳提质，“四地”建设作为青海经济发
展的引擎作用逐渐显现。“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更好
地发挥“四地”建设的引擎作用，就要做好产业间的深度融
合，在融合中实现“四地”建设辐射更多市场主体，在融合
中实现经济的良性发展，让更多的行业借着“四地”建设的

“东风”，攀上新的高峰。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新的

挑战，惟有奋斗才能一步步朝目标迈进，一步步向主峰攀
登，最终到达光辉的顶点。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
托，我们必须要锚定新航标，拿出“啃硬骨头”的决心、“钉
钉子”的恒心，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一往无前的奋斗姿
态，披荆斩棘、奋勇前进，开拓创新、苦干实干，开启绿色发
展的强劲引擎，加快建设绿色发展的现代化新青海。

贾 泓

锚定新航标 开启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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