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马振东

想要加快发展，必须打开开放

之门。7 月 22 日，第 23 届青洽会、

第二届生态博览会开幕，青海盐湖

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再次带着“攒劲”

的产品、全新的理念，以崭新的面貌

闪亮登场。

根据会展安排，本届展会围绕

青海高位推动盐湖产业转型升级、

提高盐湖资源综合开发利用，重点

聚焦钾肥和纯碱生产领域的新技术

和产品展示，盐湖产业与新能源融

合发展成果，由海西蒙古族藏族自

治州政府、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

管委会、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

司共同承办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

地展馆。展馆以“建设世界级盐湖

产业基地”为主线，以构建“1+4+
12”盐湖产业高质量发展体系为着

力点，采用现代化高科技全息投影、

裸眼 3D 沉浸式体验等方式展示盐

湖资源分布及青海盐湖产业规模等

信息，结合传统灯箱展板和盐湖系

列产品展示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

设成果和未来规划蓝图。

近年来，青海盐湖工业以创新驱

动发展，探索循环经济模式，盐类产品

从 单 一 的 氯 化 钾 拓 展 到 20 多 种 。

2021年底，《青海建设世界级盐湖产

业基地行动方案（2021—2035年）》印

发，为青海盐湖产业转型升级、优化布

局、深化创新指明了路径。目前，占地

13.3公顷的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

司盐湖资源开发中试基地正加紧建

设，预计今年投用。此外，通过与中科

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等4家科研院所合

作，年内将有熔盐发电、稀有元素提取

等12个项目入驻。本届展会，青海盐

湖工业期待与国内外知名厂商在稳定

钾、扩大锂、突破镁、开发钠、培育硼、

建成世界级稀散元素综合高效利用基

地等方面达成合作意向，聚焦优势，构

建世界领先现代产业体系。

盛会盛会，，为盐湖发展为盐湖发展
架起架起““四梁八柱四梁八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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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洪玉杰

是一种延续，也是一种创新。

以“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为主

题的第 23 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

资贸易洽谈会、第二届中国（青海）

国际生态博览会，盛夏之际如期而

至。

高原最美湖泊青海湖之南的海

南藏族自治州，立足优势、挖掘潜

力、内引外联，经济社会实现赶超跨

越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极大改善，城

乡面貌发生巨大变化，焕发出蓬勃

生机和旺盛活力。

此次会展，海南特递上高质量

发展的“四张名片”。

第一张名片，“国之大者”。海

南位于“三江源”生态保护区和“青

海湖”自然保护区腹心区域，是“中

华水塔”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维系青

藏高原东北部生态安全的重要水系

和控制西部荒漠化向东蔓延的天然

屏障。近年来，海南州“生态立州”

战 略 稳 步 实 施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12.38%、草原植被覆盖度达 57.1%，

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达 98%以上，

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达 100%，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区和“绿色细胞”创建

走在全省前列。

第二张名片，清洁能源。海南

州水电资源充沛，太阳能资源得天

独厚，全年日照时数在 2500 小时以

上，风能可利用时间频率在 60%以

上，是全省千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基

地之一，已建成清洁能源装机容量

2664 万千瓦，清洁能源装机容量占

全省的 69%。海南州生态光伏园区

和龙羊峡发电站于今年 6月 26日正

式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成为

全球装机容量最大的光伏发电园区

和水光互补发电站。同时，携手华

为公司，依托 100%完全自主知识产

权技术支持和 100%清洁能源全产

能动力支撑，建成全国首个全清洁

能源大数据产业园，为全国率先实

现碳达峰、碳中和打造“海南样板”。

第三张名片，农牧资源。海南

州现有耕地近 10 万公顷、存栏各类

草食畜 656.97 万头只，约占全省的

25% ，冷 水 鱼 养 殖 产 量 占 全 国 的

60%以上。围绕生态畜牧业强州战

略，海南州着力打造绿色有机农畜

产品输出地先行示范区建设，构建

了环湖、沿黄、南部高寒“三大产业

经济带”；以藏羊、牦牛、青稞、油菜、

饲草“五优”产业为依托，逐步推行

标准化、规模化种养殖，草地生态畜

牧业发展进入新牧道。

第四张名片，文旅资源。海南州

始终以圣洁、神奇、绝美的印象吸引

着源源不断的游客前来体验骑行之

旅和修心之旅。立足独特的旅游资

源和富集的文化积淀，加强顶层设计

和一体规划，以生态高端、文旅融合、

全域旅游为主要方向的文旅产业在

全省产业布局和发展中凸显更加重

要的地位，“圣洁海南”逐渐成为国内

外游客的向往之地。

海南海南::递上高质量发展的递上高质量发展的
““四张名片四张名片””

本报记者 贾 泓

青海之美，美在生态。

这 里 是 山 宗 水 源 路 之 冲 ，丝 路 南

线、茶马古道、唐蕃古道交汇融合，历史

文化、民族文化、红色文化、生态文化源

远流长，演绎出绚丽多姿、色彩斑斓的

生 态 风 景 ，构 成 了 独 具 魅 力 的 大 美 之

地。千山堆绣，百川织锦，成就了青海

发展生态旅游独一无二的本底优势。

2021 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

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青海代表团审议和

来青考察时赋予青海“打造国际生态旅

游目的地”的重大任务和历史使命。

牢记殷殷嘱托，省委省政府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

西宁市为中心，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格尔木市、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为支

点，打造东部、西部、南部、北部 4条旅游

环线 ，将文艺创作、公共服务、非遗传

承、文物利用、考古发掘等文化类资源

融入旅游环线建设，串点成线，点面结

合 ，以线带面 ，培育全域旅游、全景旅

游、全季旅游，努力打造具有高点站位、

地域特色、时代特征的国际生态旅游目

的地。

生态塑造旅游品质

7 月 16 日，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

主办、中国新闻社青海分社承办、中国

新 闻 网 媒 体 支 持 的“ 歪 果 仁 带 你 游 青

海”活动启动。活动嘉宾高佑思第二站

打卡青海湖。

夏日的青海湖，蓝天、白云、雪山、

草原以及如画美景，让这个被誉为“中

国最美湖泊”的高原明珠，吸引无数游

客赏景游玩。“比起寻找美，我更想知道

青海‘有什么’。”高佑思激动地说。青

海湖不仅是一个很好看的地方，这里也

代表了青海对大自然，对生态的保护。

这里的湟鱼，这里的鸟，以及周边的一

些野生动物，都是因为生态保护而活得

更久，更美好。这让他在感动之余，热

情地向网友发出邀请，“快到青海来打

卡，体验这里的大、美、净、好”。

生态旅游是以有特色的生态环境

为 主 要 景 观 的 旅 游 ，生 态 是 旅 游 的 主

角 ，决 定 了 旅 游 的 品 质 。“ 大 、美 、净 、

好”，无不是生态塑造的青海旅游品质。

在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的进程中，

省委省政府坚持把生态环境放在首位，

以国际视野、生态视野、文化视野，建立

健 全 国 际 生 态 旅 游 目 的 地 标 准 体 系 。

全省相关部门和各地落实国家生态空

间管控要求，依据资源禀赋、地理环境

和市场潜力，依托山地森林、湿地湖泊、

草原荒漠和地域文化等，匠心打造了一

批具有青海特色的重点生态旅游景区、

生态旅游线路和自然人文为主的生态

旅游风景道。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青海目前共有

世界自然遗产 1 处、国家级生态旅游示

范区 3 个、自然保护区 7 处、风景名胜区

1 处、水利风景区 13 处、森林公园 16 个、

湿地公园 20 个、地质公园 8 处、沙漠公

园 12处。

拥有这些得天独厚的生态旅游资

源，青海不急于进行单一开发，而是选

择整合生态旅游资源，提升旅游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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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旅游彰显生态价值

随着暑假黄金旅游期来临，在疫情

防控政策调整下，6 月以来，青海旅游关

注度持续上升，我省旅游市场呈现了较

为快速的复苏态势，青海旅游市场省内

外客流再次迎来小高峰。据统计，7 月 1

日至 13 日，全省游客总量超过 250 万人

次，旅游总收入 14.2亿元。

根 据 互 联 网 搜 索 指 数 统 计 ，青 海

湖、茶卡盐湖、塔尔寺等热点景区搜索

指数环比平均上涨 20%，全省热门景区

搜索度整体呈现大幅增长的态势。“露

营游”“微度假”“城市生态游”持续升

温。

从数据中不难看出，生态资源已经

成为青海最受欢迎的旅游资源之一，而

通过生态旅游产业的不断发展，生态的

经济价值也在不断彰显。

既 要“ 绿 水 青 山 ”，又 要“ 金 山 银

山”。

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全省文

化旅游行业突出生态资源，注重区域特

色，传承传统文化，弘扬时代新风，统筹

做好文旅融合文章，推进全域、智慧旅

游发展。创新生态旅游发展业态、模式

和机制等，推动供给侧、需求侧结构性

改革，延伸产业链。同时，凝聚生态旅

游发展合力，广泛调动各地区、各部门、

各行业，各类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广大

农牧民和游客的积极性，同向发力，以

生态旅游产业带动创业就业，增加群众

收入，让全民共享生态旅游发展成果。

“到‘十四五’末，全省文化产业营

业收入达到 85 亿元，文化及相关产业增

加值占 GDP 比重的 2%，旅游总收入达

到 800 亿元，年均增速 20%以上，是我们

的奋斗目标。”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

记、厅长王学文如是说。

我省文旅部门将完善生态旅游发

展机制，制定生态旅游规范，推出生态

旅游产品，打造基础设施完善、产业布

局合理、产品体系丰富、服务水平优质、

管理运营科学、带动效益明显的国际生

态旅游目的地。

“2021 年，7 条线路入选全国‘十大

黄河文化旅游带’精品线路，金银滩-原

子 城 入 选 国 家 5A 级 旅 游 景 区 创 建 名

单，旅游人次、旅游总收入增长 20%以

上。”在今年的全省“两会”上，我省生态

旅游发展“秀”出靓丽的成绩单。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

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生态保

护优先，坚持一切产业、经济活动都必

须有利于促进生态良性发展，举全省之

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省第十四次党

代会更是为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

擘画了美好蓝图。

发挥文化铸魂、文化赋能和旅游为

民、旅游带动作用，青海生态旅游发展

迈出新的步伐，生态文明高地之大美正

成为人们更加心驰神往的“诗与远方”。

山宗水源山宗水源““看看””生态生态
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游游””青海青海

本报记者 王菲菲

“通过展会平台将把我们企业

的技术优势、产业优势与青海的资

源优势、区位优势充分结合，进一步

深化拓展前期合作事项，积极构建

产业集群，布局产业链、拓展创新

链，在青海建立起能源高地、产业高

地、创新高地，期待在青海能够把零

碳的太阳能以及储能整合起来，构

建稳定、环保的零碳能源体系，为青

海的‘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和苏青两

省协作贡献更多天合智慧与天合力

量。”首次参加第 23 届青洽会、第二

届生态博览会的天合光能股份有限

公司负责人说。

记者从天合光能公司了解到，

本届青洽会，该企业将与西宁经济

技术开发区南川工业园区签约天合

光能（青海）光伏全产业链生产项

目，其中工业硅、多晶硅、光伏玻璃

生产线在甘河工业园区投资建设，

单晶硅棒、切片、电池、组件生产线

在南川工业园区投资建设，这是天

合光能在青海率先打造的光伏全产

业链，将为青海“打造国家清洁能源

产业高地”贡献更大力量。

据了解，天合光能以创新引领

作为第一发展战略和核心驱动力

量，搭建全面领先的科创体系。设

立在企业的“光伏科学与技术国家

重点实验室”，是中国首批获得科技

部认定的光伏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

之一。至今，该实验室在光伏电池

转换效率和组件输出功率方面先后

24 次创造和刷新世界纪录。近日，

西宁市 2022 年二季度重点项目集

中开工活动暨天合光能（西宁）新能

源产业园项目启动仪式举行，标志

着天合光能（西宁）新能源产业园项

目正式开工建设。目前，企业正在

积极推进零碳新能源基地和零碳产

业园的一体化建设，青海将成为天

合光能最重要的产业基地之一。

下一步，天合光能将在青海实

现创新发展，打造青海新能源，努力

把无碳的太阳能以及储能整合起

来，构建稳定的无碳能源，并在青海

建立无碳新能源产业，建立能源高

地、产业高地。

天合光能光伏全产业链生产项目天合光能光伏全产业链生产项目
首次首次““入驻入驻””青洽会青洽会

生态旅游是以有特色的生态环境为主要景观的旅游。青海具有历史悠久且传承至今依然灿烂灵动的文化，为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注入了活力，增添了动力。
本版图片均为本报记者 李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