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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西州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巩固提升工程在走深

走实中，为当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开掘出另一个取

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于精神、源于心灵的“资源富

矿”，在实际发展中已经呈现出越来越强大的引领和

支撑作用。

海西故事、海西特色、海西路径、海西经验……带

着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赋予的巨大能量，为奋力谱写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青海篇章贡献出海西智慧、海

西力量。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为创新发展铺出“固本强基”之

路，发展成色更足、发展后劲更韧。

海西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优越、区位优势明显、工

业基础雄厚的实际州情，以国家宏观战略布局为引领，

将选准做大做优产业“蛋糕”作为推动各民族共同富裕

的切入口和发力点，围绕转型提质和高质量发展，不断

建立和日臻完善“4+3+3”现代产业发展体系，深入推

进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实施“一优两高”战略，以产业

“四地”建设开路搭台，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意义，

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中汲

取精神力量和思想潜能，转化为凝聚人心、改善民生、

推动发展的实际效能。2021 年度，全州完成地区生产

总值 713.78亿元，增长 4.1%；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 32121 元，增长 6.5%。以发展的后劲和韧性，顶住百

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叠加交织带来的沉重压力，以民族

团结进步创建集聚起战胜任何艰难险阻的坚强信心和

磅礴伟力。

创建成果在巩固提升中发挥“奇效”，以改革开放

敞开怀抱，“活力海西”“希望海西”焕发出万千气象、雄

厚“底气”。

以“开放柴达木”铸魂塑形，积极投身国家“一带一

路”和产业“四地”建设，全面融入以国内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成功开通 7

列中欧班列、9 列南向通道铁海联运班列……海西有

机枸杞、储热熔盐、氯化镁等产品出口创汇实现新突

破，出口贸易额累计达 23.26 亿元。与国家部委、浙江

省、央企合作交流，累计实施对口援建项目 166 个，援

建资金达 11.2亿元，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增进民生福祉，

以由内而外的交往、交流、交融，拓展出新的发展空间，

赋予和丰富了创建提升的新方式、新内容、新路径、新

篇章。

创新提升开出新境界，赋能产业外化新能效。民

族团结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相辅相成，“红了樱桃绿了

芭蕉”。

科技创新沿着新体制机制的轨道快速前行，创建

提升为创新发展注入了空前的自信力和创造力。推进

科技型和高技术企业“两个倍增”工程，建成各类科技

创新平台 178 个，累计取得科技创新成果 208 项，全州

科技贡献率达 55%，特级高纯烧结镁砂等一批关键技

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努力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地

掌握在自己手中，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形成的巨大推力，

显化成为坚强的信念、追逐的力量。

“四种经济形态”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营造的沃土

深深扎根。“数字经济”绽放异彩，“5G+智能盐湖”示范

项目落地运营，“5G+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等重点

项目提速推进，助推传统产业迈向转型发展之路。新

能源、新材料等“新字号”产业加速跟进，以转型增效赢

得发展先机。

构建现代农牧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农牧

业，建成绿色有机农牧业种、养基地 48 个，规模化设施

农业种植基地 8 个，开发枸杞、藜麦等特色生物精深加

工系列产品达百余种，规模化、效益化现代农牧业发展

已经为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蹚出“海西路径”。

打造生态旅游目的地一路紧锣密鼓。海西域内的

青山绿水和风物文化，铺开生态文化旅游巨幅篇章。

2021 年 全 州 共 接 待 游 客 1446.1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7.1%；旅游收入达 76.23 亿元，同比增长 8.4%。生态文

化旅游的一路上扬、高质量发展，成为惠及各族群众增

加收入、改善民生的有效途径，促进了经济和产业发

展，增进了各民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足感。

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步伐铿锵。草原生态修复、

湿地保护与修复等重点生态工程倾力有序推进，重点

水源涵养功能得到提升。循环发展理念深化根须，构

建以盐湖资源综合开发利用为核心，融合盐湖化工、油

气化工以及新能源、新材料、特色生物等多产业横向扩

展、纵向延伸的循环型工业体系，循环经济发展格局进

一步优化……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提升架起了“四梁

八柱”，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舞台。

柴达木盆地隆起“新高地”
——海西州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纪略

这里是身处青藏高原西部的“世界第三极”，从深邃的历史深处一路走来，置身于苍莽浩瀚的柴达木

盆地怀抱之中，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汲取着这块无垠大域的自然和人文养分，在艰辛跋涉前行中延续

着民族团结进步的精神薪火。

在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力推动下，海西州各族儿女用心、用情、用力厚植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沃土，以此凝聚民族团结进步之魂、集聚民族团结进步之力，在纵横八百里的辽阔土地上，挥洒开民族团

结进步创建的如椽巨笔，以持恒发力、久久为功，以“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永恒主题，谱写出

“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时代篇章，使柴达木盆地这块亘古之域在穿越历史中焕发出时代

异彩、绽放出时代荣光、生发出无限希望，彰显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浓厚

基础和光明前景。

海西州是一个具有典型特征的移民型、多民族聚

集的地区，是青海省区域面积最大的民族自治州，也是

全国唯一的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有蒙古族、藏族、汉族、

回族等 44 个民族，常住人口 46.83 万，共同组成了手足

相亲、守望相助的民族大家庭。这个地域辽阔的民族大

家园，地处青、甘、新、藏的中心地带，自古以来就是贯

穿南北丝绸之路的桥梁和纽带，是国家连接西藏、新疆

和甘肃的重要支点和西部腹地的交通枢纽，也是支援

和稳定西藏、新疆的重要保障基地。

无数春秋寒暑，历尽沐风栉雨，这里的各民族群

众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特别是在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交

往交流交融，早已形成了“血浓于水”、“水乳交融”的

深情厚谊；在心相通、情相依、意相连中，构成了民族

团结进步的血脉；在互帮互助、相亲相爱，“像石榴籽

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中，共同担负起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赋予的各项责任、使命和担当。民族团结进

步创建工作如燃烧的火炬，引领着全州各族群众心往

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倾情助力，推动全州创建工作走

深走实，凝聚起推动自治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磅

礴力量，在瀚海戈壁深处奏响八方和声，筑起富有海

西特色的创建路径，建起富有时代内涵的巩固提升平

台，营造出各民族群众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

的良好态势。以永远在路上的精气神，向远方延伸出

驿路繁花、满目芳菲。

一砖一瓦、一沙一石，为海西州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工作托起了“广厦”，筑起了坦途，夯实了根基。

这块无垠之域、苍莽之境，自建政之日起，就把民

族团结进步的种子播撒在这里的每一寸土地上，才得

以率先托举起创业的柴达木、发展的柴达木、繁荣的

柴达木，并以此为基缔造出至今依然熠熠生辉的柴达

木精神谱系。在厚植、深耕民族团结进步沃土的基础

上，早已携手铸造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谁也离不开

谁的“命运共同体”。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

大以来，海西州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作为全面完

整准确把握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

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深化落实国家稳疆固藏战略、

创新推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抓手，精心谋划、突出重点、

综合施策，举全州之力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民

族团结进步以创建的巨笔描绘出绚丽画卷，在海西州

千里沃野舒展开来。

跋 涉 的 足 迹 固 化 为 里 程 的 站 点 。2017 年 12 月 ，

经 国 家 民 委 考 核 验 收 ，海 西 州 数 载 辛 勤 耕 耘 ，赢 得

“ 全 国 民 族 团 结 进 步 示 范 州 ”的 桂 冠 。没 有 丝 毫 懈

怠，更得乘势跃进。2018 年起，海西州坚持创建工作

力度不减、标准不降、动作不走样，全面启动实施创

建成果巩固提升工程。站在新起点，瞩目新高度，明

确提出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文化自信

和繁荣、探索稳疆固藏新体制机制、同步建成小康社

会等诸多方面争排头、作示范，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迅

速转化成为全州上下、各族各界群众的共同意志和

行动自觉，向全域的四野八荒吹响新的进发号角，在

新时代、新起点向“新高地”，排成奋发不息的雁阵，

向上张开奋飞的羽翼。

这是一条于艰辛付出中汗水凝聚的路径，也是一

条凭创建聚力、凭创建凝心，换来绽放希望与活力的

路径。

创建工作的巩固提升工程已然生发良效。截至目

前，海西州格尔木市长江源村等 8 个单位被命名为全

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区（单位、教育基地）；德令哈

市建设路社区等 7 个单位被命名为全省民族团结进步

示范区（单位）；全州 7 个地区全部考核命名为全省民

族团结进步先进县（市、区）；命名全州民族团结进步创

建工作示范单位 244 个，届满先进单位、示范单位复检

复验通过率保持在 99%以上……

海西州格尔木市唐古拉山镇长江源村，是一个从

长江源头极端艰苦地区搬迁下来的藏族村庄。村民普

布桑周一家以前全靠放牧牛羊维持生计，搬迁到现在

的新家后，普布桑周在当地其他民族乡亲的引领支持

下，从事运输和建筑行业，全家的收入较前增收了几倍

之多。从搬来心里感到人地两疏，在其后的交往、交流、

交融中变为亲如一家，普布桑周亲身感触到民族团结

进步力量给自家生产生活带来的巨变，以身体力行促

进民族团结进步自然而然融汇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中。

凭借民族团结进步这股看似无形、却又无处不在的力量，海

西州各族各界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凝聚在一起，

以理想、信念、意识的高度一致，在千里柴达木盆地点燃起经久不

息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火焰，引领这里的各族人民在新

时代精神的感召下，将自己的梦想和追求，自觉融入到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大潮中，为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汇聚起磅礴力

量，迸发出无限生机活力。

而这一切生动图景的产生，于内在的动力之源分明与海西州

强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成果的巩固提升、健全完善长效机制息息

相关。

——通过顶层设计、高位推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和宗

教政策，以“五个认同”“四史”教育，常态化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

教育，巩固拓展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良好局面。

——立足新时代、新起点，以长效机制建设作为主攻方向，打

好创建工作“持久战”；以强化思想引导为关键，打好创建工作“攻

心战”；以落实落细民族政策为核心，打好创建工作“阵地战”，创

建工作的巩固提升整体质量和水平踏上了新的台阶、提升到新的

高度。

——探索建立“1811 基础工程”推进机制，推进“民族团结进

步+”深度融合发展，形成政治引领、党建统引、党政问责、社会同

创的工作新格局。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正确妥善处理好统一和自治、共同

性和差异性、中华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的关系，引导各族各界群

众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心转化为干事创业的激情，转化为鲜活

实践中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持续开展法律“七进”活动，深入贯彻落实《宪法》《民族

区域自治法》，修订完善自治条例，建立健全自治法规体系，纵深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试点工作，将民族事务纳入共建共治共享的社

会治理格局，各民族合法权益得到全方位保障。

——以有形、有感、有效的主题教育和社会实践活动为载体，

搭桥梁、建平台，把家国情怀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塑造于个人

成长的全程；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每个民族、每个领域、每个

人“联起来”、与不断增进的民生福祉“联起来”，让各族群众共享

和谐稳定、改革发展成果，各族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与

日俱增……

借助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在不断巩固提升中产生的巨大能量

和强劲推力，海西州以成功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作为新

起点，在推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焕发出新气象，展现出新作为，激

发出新希望。

坚持将财政支出的 75%以上用于民生保障，城镇登记失业率

控制在 3.5%以内，学前教育、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不断攀升，率

先在全省完成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国家验收；优质医疗卫生服务保

障能力日益增强，州县乡村四级卫生机构覆盖面达到 100%；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日趋完善，四级公共文化设施服务体系基本建立，

“三馆一站”覆盖率达到 120%；社保提标扩面，养老保障、社会救

助等民生保障扎实有力，全州民生保障能力和水平大幅提升。

坚持在全面小康路上不忘记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家庭，“十三

五”期间，投入各类巨额扶贫资金实施脱贫攻坚行动，在全国“三

区三州”率先实现全域整体脱贫，如期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完善

落实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强化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构

建“1+6+5+N”政策体系，乡村振兴一路蹄疾步稳，共同富裕之路

在海西州各族群众脚下越走越宽、渐行渐好……一个个民生福祉

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筑起了一路上行的阶梯，为创建的巩固提升

注入了绵绵不竭的源头活水。

家住海西州乌兰县柯柯镇西沙沟村的回族群众苏世福说，自

家的日子已不仅仅是好过了，而是充满了幸福感和获得感，民族

团结进步撑起了好日子，乡亲们也更加珍惜民族团结进步带来的一片和谐。

今日之海西，这里的各族人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勇毅和自信，处处都

能感受到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迸发出的思想引领力、示范带动力、全民共创力；

处处都能感触到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

念之树呈现枝繁叶茂，绿染瀚海戈壁。“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时代

大主题已成为响彻海西大地的永恒激昂旋律，成为海西各族人民驰而不息的

共同追求。

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筑起相拥相扶相亲相爱的“石榴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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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魂培根，创新提质，发展成果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聚力赋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