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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麻莱县巴干乡代曲村生态管护员

公尕日看着《新闻联播》中青海生态日益

向好的画面激动地说：“很荣幸这些美丽

的画面背后有我贡献的一份力量。在我

的家乡，爱护生态环境已经成为共识，长

期的管护员工作让我对生态保护又有了

新的认识，自己的未来有了新的目标。

保护好三江源头生态环境是我们义不容

辞的责任和使命，我将继续尽自己所能，

担当起生态管护员的使命，为守护这片

辽阔美丽的土地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能看到这几年来我们的努力通过

中央媒体的笔触和镜头被更多人了解，

我感到十分自豪。”盐湖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宣培中心业务主管张鹏说，“党的

十八大以来，青海盐湖资源开发利用逐

步由粗放向精细转变，由单一向综合转

变，坚持生态保护优先，推进循环经济

发展，由此托起了一座世界级绿色盐湖

化工基地的崛起。未来我们将继续努

力，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全力推动青海

盐湖产业转型升级，早日建成世界级盐

湖产业基地。”

西宁市城西区文汇路街道办事处文

亭巷社区居民黄蓓手拿报纸感慨颇深：

“这些报道真真切切地展现了近十年来

我们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作为青海的

一员我倍感骄傲。2021年6月7日下午，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了我们社区。今天，

我可以很骄傲地说文亭巷人民群众的生

活越来越好，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越来

越强，青海儿女正牢记殷殷嘱托，再接再

厉再出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透过中央媒体的视角，我们心潮澎

湃，回首刚刚走过的非凡十年，党领导

青海各族人民实现了沧桑巨变，青海交

出了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的答卷；

展望未来征程，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青海篇章，我们激情

满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

勇毅前行，我们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中，

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上不断取得新成就，以优异成绩迎接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非凡十年 书写无愧时代的青海答卷

（上接第一版）
丰富的光热、风能、水能及广袤的

荒漠化土地等资源，为青海清洁能源产

业 发 展 造 就 了 独 特 的 资 源 和 能 源 优

势。同时，青海又是全国重要的生态安

全屏障，在生态空间的定量中如何拓展

发展的增量，推动绿色发展势在必行。

依托资源优势，结合省情实际，清洁能

源产业应运而生，适应产业转型和结构

调整，光伏、风电、光热等产业以“绿”为

进发展壮大。

积 极 打 造 国 家 清 洁 能 源 产 业 高

地，当前的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与建设产业“四地”齐头并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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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今

年 6 月 底 ， 全 省 电 力 装 机 4325 万 千

瓦，新能源装机 2673 万千瓦，占比由

2016 年的 32%提高至 61.8%，成为全国

首个新能源装机过半的省级行政区，

新增电力装机全部为清洁能源，开创

全国先例。

清洁能源产业发展高开高走，全

国首个 100%利用清洁能源的大数据产

业园一期在海南州建成并投运，而今

的青海迎来了众多国家战略机遇“叠

加”的高光时刻。

建成世界首条
清洁能源输送通道

2020 年 7 月，作为世界首个以输

送 清 洁 能 源 为 主 的 特 高 压 输 电 大 通

道，青海－河南±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

输电工程启动送电。目前，国家大型

风电光伏基地项目在海南州和海西蒙

古族藏族自治州建设，青豫直流二期

配套电源也正在建设。

绿 电 从 青 海 高 原 输 送 到 其 他 省

区，印证着我省清洁能源产业实现产

业 化 、 基 地 化 、 规 模 化 发 展 。 2017
年，作为“绿电”领域一项全新尝试，

我省在全境内连续 7 天实现全清洁能

源供电，这是一项打破全国乃至世界

纪 录 的 探 索 实 践 。 之 后 ，“ 绿 电 9 日 ”

“绿电 15 日”“绿电三江源”百日、“绿电

7 月在青海”等相继成功，不久前，青

海全域连续 35 天开展“绿电 5 周”全

清洁能源供电。一路走过，看涨的不

仅 是 数 字 ， 更 是 在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当

下，清洁能源产业发展释放的强劲脉

动。从工业园区到光伏、风电及光热

发电现场，产业布局优化、产品迭代

升级、技术创新突破，清洁能源的产

业链条日臻完善：“一条通道”建成投

运，“两个基地”迈上千万千瓦级台阶，

“三项指标”全国领先，“四项技术”实

现突破。

为青豫直流特高压外送通道配套

的世界最大规模的 21 台新能源分布式

调相机群建成投运，青豫直流日间输电

功率提升至 400 万千瓦，通道年度送电

185 亿千瓦时，满功率运行后每年可输

送清洁电力 412 亿千瓦时，减少原煤消

耗 1800 万吨，可助力河南省每年减排

二氧化碳 2960万吨。

我省综合开发利用水、风、光等

多种能源资源，采取基地化、规模化

开发模式实施新能源开发，打造多能

互 补 、 集 成 优 化 的 清 洁 能 源 供 给 体

系。截至 2022 年 6 月底，海南州、海

西 州 清 洁 能 源 装 机 规 模 分 别 达 到

1985 万千瓦、1164 万千瓦，两个千万

千瓦级可再生能源基地初步建成。

清洁能源于青海是高质量发展的

优势产业之一。到目前，全省清洁能

源装机占比达 90.9％，非水可再生能

源消纳比重超过 29.3％，非化石能源

消费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47％，

均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产业的发展也必将带动技术的创

新与突破，我省已建成全国首个百兆

瓦级光伏发电实证基地，成为全球光

伏组件种类及系统运行方式最全、容

量最大的实证性研究基地；黄河公司

N 型 IBC 电 池 量 产 平 均 转 换 效 率 由

18.6%增长到 24.1%，跻身国际一流水

平；建成全球最大的水光互补项目，

率先探索出水光融合发展新路径，填

补了国际大规模水光互补关键技术空

白；建成全国首个核心技术全部国产

化的大型光热发电项目，填补了塔式

光热发电技术空白。

“产业+”效益凸显

在青海，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相

辅 相 成 、 缺 一 不 可 。 而 致 力 于 “ 双

碳”目标实现和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发展壮大清洁能源产业，既符合当下

又契合未来。

随着多年的发展，清洁能源产业

的根基正在不断扎牢扎深，为高质量

发展拓展了空间。青海正在积极建设

零碳产业园区，前不久，突出绿色、

零碳、可溯源三个关键特征的中国电

信 （国家） 数字青海绿色大数据中心

在海东市正式启动，标志着全国首个

100%清洁能源可溯源绿色大数据中心

在我省正式建成。

不仅如此，随着清洁能源产业发

展壮大，还带动起储能锂电池、光伏

组件两项产业实现规模化发展，形成

了正极材料、铜箔、隔膜、电芯、壳

体、电池相对完整的锂电产业链，碳

酸 锂 产 能 已 达 到 8.7 万 吨 、 氯 化 锂 达

到 1 万 吨 、 金 属 锂 达 到 500 吨 、 石 墨

烯锂电达到 5 亿瓦时。光伏制造已形

成 多 晶 硅 — 单 晶 硅 切 片 - 太 阳 能 电

池-电池组件产业链。

着 眼 民 生 领 域 ， 清 洁 能 源 产 业

“双驱动”作用也日益显现，如今光伏

扶贫、清洁取暖两项民生工程惠及民

生福祉，凝聚民心民意。目前，我省

已建成扶贫电站 73 万千瓦，年发电产

值 8.8 亿 元 ， 扶 贫 收 益 达 到 5.7 亿 元 。

在我省海东市等地，光伏一度成为众

多地方脱贫攻坚的“造血”产业，在

荒芜的山头上，利用区位优势发展产

业，一块块光伏板吸光生金、借光创

收，并网发电后的经济收益成为很多

村庄和群众的重要收入来源，而今，

光伏依然是乡村产业振兴路上的增收

渠道之一。

再将目光转向三江源地区，2020 年

我省在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和玉树

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推进清洁供暖工

作，启动实施清洁供暖示范县，而后又

启动了共和、兴海等五县的清洁取暖示

范建设工程。众所周知三江源在全省

乃至全国生态安全格局中的重要地位，

而推进清洁取暖，燃煤减少和二氧化碳

减排必将助力生态环保。

光伏板减少地面日照辐射和子阵

区风速，使连续晴天条件蒸发量降低

50%以上，可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

益的“双赢”。从柴达木盆地的戈壁荒

漠到青海湖南岸的共和盆地，清洁能

源产业发展对生态环境治理也是作用

明显，光伏治沙、减排减碳两项生态

措施成效显著。

海南州共和县塔拉滩如今已成为

光伏“海洋”，曾经寸草不生、风吹石

头跑的不毛之地，而今一排排光伏板

下 是 茂 盛 的 青 草 ， 发 展 起 的 “ 光 伏

羊”成了海南州一二产业融合发展的

“品牌”之一。当清洁能源从单一向多

元模式探索递进，“光伏+生态+畜牧

业”发展路径日益成熟，涵盖三大产

业，光伏羊、农光互补、牧光互补、

生态牧场、光伏工业旅游等正不断催

生高质量发展的无限可能，产业不仅

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更让老百姓从中

受益得红利，清洁能源“产业+”效益

被不断凸显和放大，成为泛共和盆地

崛起的源源动能。

立足省情实际，调整产业结构，以

光伏、风电等为主的清洁能源产业日益

壮大，从产业组件生产车间到清洁能源

输电通道送电，清洁能源产业链条日臻

完善，正从单一趋向多元发展，青海打

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的脚步铿锵

有力！

从地理高地迈向产业“高地”

本报记者 郑思哲 通讯员 海东组

夏日的海东，绿荫如海、繁花似锦、

游客如织，处处都是迷人的风景。

走进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威远

镇卓扎滩景区，网红桥、彩虹滑道等现

代游乐设施与土族传统文化轮子秋表

演、纳顿表演等巧妙布局，星罗棋布，好

似镶嵌在绿水青山之间，十分惬意。游

客们有的漫步在文化长廊，欣赏着土族

文化；有的激情于土族歌舞，拍手叫好；

有的热衷于土乡美食，边吃边聊……

卓扎滩村党支部书记颜章东正和

驻村工作队及村“两委”成员讨论景区

今年的发展情况。谈起村集体经济发

展，颜章东指着不远处的景区中心地

带，高兴地说：“几年前，这里还是一处

砂石坑、臭水沟。2015 年，经村党支部

提议、村‘两委’商议、党员大会评议、党

员群众大会决议，卓扎滩村‘两委’积极

转变发展思路，通过‘4321’村级民主决

策机制，收回采砂场，整合中央财政扶

持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资金，同周边村

抱团发展村集体经济，投资建设‘生态

旅游景区’，近六年来累计接待游客 260
万人次，收益高达 3363.9万元。”

乡村振兴，基层党组织是关键。谈

起近几年的新变化，颜章东激动地说：

“是党支部的引领，党员的示范带动才有

了卓扎滩村的今天。下一步，我们将继

续抓好党支部建设，让更多的党员发挥

示范带动作用，运营好‘生态旅游景区’，

让更多的群众吃上生态饭、旅游饭。”

无独有偶，在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

县德恒隆乡卡什代村，村党支部立足草

场资源较为丰富，且大部分村民都有养

殖牛羊经验的资源和优势，积极争取中

央财政扶持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项目，

按照“支部引路、党员带路、产业铺路”

思路，采取“党支部+合作社”“党支部+
协 会+农 户 ”模 式 发 展 壮 大 村 集 体 经

济，拓宽了群众增收致富路。目前，卡

什代村村集体经济年收益达 12万元。

农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自乡村

振兴战略实施以来，海东市把抓党建促

乡村振兴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第

一引擎”，制定印发《海东市抓党建促乡

村振兴 40 条措施》，从凝聚思想共识、

建强干部队伍、筑牢战斗堡垒、夯实产

业基础等八个方面构筑了抓党建促乡

村振兴的“四梁八柱”，为各级党组织强

化党建引领，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政策

依据，实现了党建和乡村振兴深度融

合、一体发展。海东市用好用活各级党

校、各类实训基地等平台，共举办各类

专题培训班 117 期，培训人数达 1.8 万

人次，为广大党员干部助力乡村振兴

“蓄能充电”。

海东市还充分发挥科技创新、服务

引领的作用，建成 25 个“科技特派员工

作站”，选派 240 名科技特派员深入基

层一线开展服务，解决了群众心中一个

又 一 个 难 心 事 。 选 派 1458 名 干 部 到

631 个脱贫村、易地搬迁安置村和乡村

振兴重点村开展驻村帮扶工作，为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注入了新活力。

从“ 后 进 村 ”到“ 先 进 村 ”“ 生 态

村”……这些跨越式的“蝶变”源于党组

织的创新引领，源于广大党员的示范带

动。“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农村基

层党组织对乡村振兴的全面领导，选优

配强干部队伍，开展好党组织活动，巩

固拓展好‘基层组织体系建设三年行

动’成果，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

实现党全面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让乡

村振兴之花开得更加娇艳。”海东市委

组织部副部长李海元信心满满地说。

“党建+”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

本报记者 洪玉杰 栾雨嘉 宋熙曜

中国共产党青海省第十四次代表

大会提出了建设现代化新青海的目标

和要求，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青海篇章的“动员令”、推进高质

量发展的“施工图”。如何把省党代会

精神转化为县区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

力？近日，记者专访了海南藏族自治

州兴海县委书记张德显。

记者：出席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您
有哪些感想？

张德显：对标对表省党代会作出

的各项决策部署，细化实化为兴海今

后发展的思路、目标和任务，在深刻领

会鲜明主题中统一思想，在深刻领会

发展成就中坚定信心，在深刻领会总

体要求中凝聚合力，在深刻领会重点

任务中奋勇争先，在深刻领会政治要

求中率先垂范，不断在兴海大地上将

学习宣传贯彻引向深入。

记者：请您结合兴海县的实际，谈
谈兴海县今后将如何贯彻落实省党代
会精神？

张德显：我们将进一步深化对县

情和未来发展方向的认识，认真按照

相关部署要求，着力从加强政治学习、

生态环境保护以及在推动本县的经济

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方面谋划措施、

抓好落实。

在政治学习方面，我们将重点抓

好领导干部、全体党员、基层群众三个

层面的学习领会：一是领导干部研讨

学，充分发挥领导干部带头作用，深入

学习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通过思

想交锋、分享体会，达到互相启发、凝

聚共识的目的。安排县级领导干部参

加联点乡镇、分管部门的专题学习研

讨会，以达到强指导、督实效的目的；

二是全体党员培训学，把学习宣传党

代会精神纳入干部教育培训内容，邀

请省内专家学者，有计划、分批次开展

集中辅导授课，坚持全员覆盖，力求把

党代会精神读懂、悟深、吃透；三是基

层群众宣讲学，抽调党员干部和“两代

表一委员”充实到“百姓宣讲团”，深入

乡镇、村社等地，通过支部会、座谈会、

党员会、群众会等进行集中宣讲；到田

间地头、农家炕头与群众拉家常进行

交流宣讲，不断扩大宣传的覆盖面和

渗透力。

生 态 保 护 方 面 ，兴 海 地 处 三 江

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黄河

上 游 地 区 ，兴 海 县 坚 决 扛 起 生 态 保

护 重 大 政 治 责 任 ：一 是 以 申 报 创 建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和“两山”

实 践 创 新 基 地 为 目 标 ，加 快 推 进 黄

河上游生态保护和治理等重大生态

工 程 ，持 续 开 展 国 土 绿 化 巩 固 提 升

三年行动，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二是

统筹加强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等生态

修复治理，全面推进河湖长制、林草

长制，认真推进草原生态系统、湿地

与 河 湖 生 态 系 统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等 工 程 建 设 ，积 极 落 实 封 山 育 林 和

休 牧 育 草 等 政 策 措 施 ，持 续 增 强 生

态 系 统 功 能 和 稳 定 性 ；三 是 以 整 治

农 村“ 七 乱 ”为 切 入 点 ，以 农 村 厕 所

革命、生活污水垃圾治理、村容村貌

提 升 为 重 点 ，深 入 开 展“ 清 洁 兴 海 ”

常态化环境整治行动，巩固拓展“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成果，全

面提升农牧区人居环境质量。

记者：在平衡好生态保护和经济
建设方面，兴海县怎么做的呢？

张德显：我们把重点放在发展本

地特色农业和新能源产业，结合地域

特点进行旅游开发，还有对藏医药资

源 的 挖 掘 利 用 等 ：一 是 突 出 优 势 产

业，兼顾传统农牧与种植业，提高特

色优质农畜产品生产、加工、输出能

力，重点打造河卡草地生态有机畜牧

业、黄河谷地现代生态循环农牧业、

南部高寒生态畜牧业；二是积极发展

清洁能源，以规划为引领推进水电、

光伏、风能等清洁能源开发，积极构

建水、光、风等多能互补的清洁能源

发展格局，加快提升新能源就地消纳

能力，积极推进“清洁供暖”示范县建

设；三是以“黄河峡谷、民俗文化、地

热温泉、生态草原”旅游资源为依托，

努力发展黄河流域旅游文化乡村精

品游，唐蕃古道及南丝绸之路历史古

迹 文 化 游 ，着 力 打 造 进 藏 旅 游 第 一

站；四是大力发展藏医药产业，加强

藏医药传承保护，让藏医药成为我县

的特色产业，通过转变发展方式，我

们做到了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

下实现经济社会发展。

——访海南州兴海县委书记张德显

踔厉奋发 以省党代会精神
推动兴海实现高质量发展

8月8日，果洛藏族自治州久治县举办首届微电影节。据悉，首届微电影节前期共收集了31部的影视作品，筛选出了
10部优秀作品，在活动期间免费向牧民群众播放。据久治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岗巴介绍，这10部影片均为当地牧民
群众自己拍摄，从生态保护到生产生活、就业创业等与牧民群众息息相关的事，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久治
县所发生的可喜变化。 本报记者 李兴发 摄

（上接第二版）
“生活宽裕了，我们老两口每年都

会出去旅游一趟，想去的地方都去过

了 。”赵 美 霞 的 幸 福 全 都 融 在 了 笑 容

里，而暖到心坎里的社会保障服务，也

让他们真正感受到了老有所养、老有

所依。

正如赵美霞所说，青海社会保障待

遇水平稳步提高，连续 10 年调整提高

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月人均

养老金从 2012 年的 1906 元提高到 2021
年的 3749 元，月人均增加 1843 元，增长

96.7%，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水平翻

了一番，有力提升了退休人员的获得

感、幸福感。

十年来，青海 8 次提高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水平，基础养老

金从每人每月 55 元提高至 185 元，比国

家规定标准高 92 元；连续 10 次调整提

高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和供养亲属抚

恤金标准，工伤职工待遇稳步提高；先

后 4 次调整提高失业保险金标准，由月

平 均 730 元 统 一 提 高 到 1530 元 ，增 长

110%。同时，建立失业保险标准与最

低工资标准联动调整长效机制。

社会保障经办服务高效便捷

“完全没想到，办理证件只需要几

分钟。”西宁市朝阳建材有限公司员工

石剑辉用“超乎想象地快”来形容自己

办理社保卡的经历。

石剑辉通过“青海人社通”App，得

知带着身份证到社保服务大厅就能办

理社保卡。他来到社保服务大厅，在工

作人员的指引下，来到自助服务一体机

前先刷身份证再“刷脸”，通过人工智能

与身份比对后，用支付宝缴费，前后不

到几分钟，自助服务一体机就吐出了一

张崭新的社保卡。

“这就办完了？新社保卡已经能用

了？”石剑辉反复地询问，把工作人员都

给逗笑了……

在石剑辉看来，青海不断优化社保

服务流程，改进工作作风，在推进社保

经办数字化转型进程中，处处彰显着温

度与速度。

近年来，青海聚焦群众所期所盼，

持续推进经办事项流程“清减压”，优化

服务流程，推动社会保险经办业务与

“互联网+”技术深度融合，不断提升人

社政务服务的标准化、信息化、便捷化

水平，实现了“一般事项不见面、复杂事

项 一 次 办 、无 谓 材 料 不 用 交 ”。 截 至

2022 年上半年，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网

上办事大厅注册用户 142 万人，办结政

务服务办件 685万件。

如今，青海社保经办服务发生了全

方位、深层次的转变，由群众“跑腿”转

变为数据“跑路”，经办服务效能实现质

的飞跃，窗口排长队的场景成为人们的

记忆，迎来了“指尖上办事”的新时代，

群众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实现“网上办”

“掌上办”“跨省办”。

织牢社会保障网 让百姓幸福更有“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