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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菲菲

时间的书页依次掀开，发展的篇章在不断更新。近年来，青海瞄准产业“四
地”建设，厚植发展新动能，积极培育“四种经济形态”，在清洁能源、特色产业、生
态增汇、体制机制等方面挖潜创新，发展壮大优势绿色产业，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发展动力不断增强。

一个个“硬核”产业项目，澎湃着按下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聚焦产业“四地”建
设的“快进键”，催生出推动青海产业“四地”建设提质增效的新引擎。坚持以高质量
发展为主题，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前瞻的战略眼光、创新的思维理念、务
实的工作举措，完善政策链、稳定供应链、建强产业链、优化服务链，全省经济建设规
模持续扩张，结构不断优化，新旧动能加速转换，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为全省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青海篇章提供了重要支撑。

产业产业““四地四地””建设行稳致远建设行稳致远

通讯员 增太加 本报记者 王菲菲

“自 2022 年年初，合作社又扩大了养

殖规模，看到我们同德县牦牛产业日益壮

大，心里别提有多美了！”海南藏族自治州

同德县上知迈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叶登加说。合作社主营牛羊育肥、繁

育、畜产品加工，现有存栏牦牛 750 头，由

于经营良好，成为全州牦牛产业优质高效

养殖示范点，是同德县重点扶贫生态畜牧

业专业合作社。

近年来，同德县积极培育新型经营主

体，通过“合作社+基地+牧户”的运作模

式，大力发展牦牛有机绿色循环优质高效

特色养殖，实施“产供销”一条龙的产业化

经营模式。目前，该县共培育养殖专业合

作社 139 家 ，成功注册了“日雪”“杂格”

“臻善”等品牌，推动牦牛特色农副产品上

市流通，产品种类五花八门，风干肉、酸

奶、牛奶、酥油、曲拉等牦牛产品远销省内

外，群众收益不断提高，饲养牦牛的信心

也越来越足。

作为青海省最大的农牧交错区和畜

牧业第一大州，海南州持续扶持牦牛藏羊

科研基地和牦牛藏羊优质高效养殖示范

点建设，牦牛标准化良种繁育基地和牦牛

标准化养殖基地等，全力打造具有海南特

点的地域品牌、特色品牌、绿色品牌和有

机品牌，为“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

地”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产条件。

共和县石乃亥镇切吉村距离县城90多

公里，偏远的地理位置等多种因素让该村

赞拉家庭牧场生产的畜产品一直卖不出好

价钱，牧场负责人达哇为此伤透了脑筋。

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战略部署和“电

商”建设要求，共和县大力培植壮大农村

电子商务经营主体，积极构建“县、乡、村”

三级服务体系建设，为乡村振兴赋予新动

力。

“现在村里有电商物流点，既便捷又

缩减了运输成本。我们的产品在平台上

很受欢迎，现在不愁没有销路。”达哇说。

自 2015 年，共和县开始实施电子商

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以来，由县发改委

牵头成立了集电商平台运营、企业孵化、

产品包装、品牌推广为一体的县级电商服

务中心，同时整合县域电商物流资源，建

成 11 个乡镇电商物流服务站、90 个村级

电商物流服务点，多措并举激发镇村站点

的内生动力，促进提质降费，拓展便民惠

企助农政策，深植农村电商生态，培育孵

化电商企业 15 家，聚集全县农牧民专业

合作社和家庭农牧场的 400 余种商品，成

功打造“ILOVE 共和”小菜籽油、沙珠玉

土鸡等一系列当地电商特色产品，通过线

上线下销售，打造了电商扶贫、电商富民

新模式。

与此同时，依托“邮乐网”“拼多多”

“京东”“微店”等国内大中型电商平台，申

请注册“共舞和美”“秀云豆腐”“恰卜恰”3
枚区域商标，搭建“共舞和美”扶贫有赞商

城，上架农产品 106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站在新征

程，海南州将继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立足牦牛、藏羊、青稞、油菜等优势主

导特色产业，全力打造具有海南特点的地

域品牌、特色品牌、绿色品牌和有机品牌，

在助推海南州放大绿色优势、夯实绿色基

础、蓄积绿色动能、实现绿色崛起中迈出

了坚实步伐。

让海南味道让海南味道
香飘四方香飘四方

党的二十大
报告指出，推动
经济社会发展绿
色化、低碳化是
实现高质量发展
的关键环节。

立足生态禀
赋，彰显绿色优
势。近年来，青
海着力构建以产
业“四地”为主体
的绿色低碳循环
发展经济体系，
高原特色农牧、
生态旅游、清洁
能源等特色产业
正在向优发展中
强链补链，逐步成
为青海高质量发
展的有力支撑。

发展绿色低
碳产业是发展高
质量绿色转型的
重要方向。全省
上下认真践行习

近平总书记“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
全新战略和“使青海成为国家重要的新型
能源产业基地”“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
高地”的重要指示，奋力推进“一优两高”
战略，清洁能源综合开发规模明显扩大，
能源清洁利用水平显著提升，能源科技产
业取得重大突破，能源市场化改革步伐进
一步加快，清洁能源合作交流取得新成
效，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综合
建设水平迈上新台阶。

青海能源转型和绿色低碳发展前景广
阔。黄河上游水电基地建设稳步推进，玛尔
挡、羊曲两座百万千瓦级大型水电站同步建
设，第一批国家大型风电光伏基地1090万千
瓦项目落户海南藏族自治州、海西蒙古族藏
族自治州……多年来，青海培育壮大清洁能
源及其支撑、应用产业，建立健全绿色低碳
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
加快推动清洁能源高比例、高质量、基地化、
集约化发展，清洁能源发展实现新提升。

高质量发展，是绿色成为普遍形态的发
展。打造青藏、青川、青新、青甘区域生态旅
游大环线，推出三江源溯源之旅、雪山探秘
之旅等生态旅游精品线路，立足生态文化旅
游资源优势，完善基础设施，优化产业布局，
丰富产品体系，提升服务质量，生态旅游迈
出新步伐。突出农药化肥替代技术研究攻
关、绿色高效技术研发和集成，发布主推技
术80项，先后育成农作物品种120多个，转
变农牧业发展方式，做优做强产业，增加有
效供给，绿色有机农牧业吹响新号角。

未来，青海将充分发挥清洁能源优
势，以服务全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己任，
全力推动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江源
大地处处奔涌着转型的活力、发展的动力，
拥抱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产业“四地”
建设作为我省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脊梁”已
然挺了起来、硬了起来，正步履稳健地从曾
经的地理高地向着产业“高地”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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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牢

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高度谋划发展。远在海西蒙古族

藏族自治州天峻县草原腹地的牧场

里，膘肥体壮的羊群出栏在即，连着

几天，苏里乡的牧户加宝早出晚归

往返于家和牧场之间，悉心照料着

自家牧场里的羊群，以盼出栏的时

候能够卖上一个好价钱。

随手抱起一只成年羊掂量了一

番，足足有 60斤，这让世代在草原放

牧的加宝满心欢喜。“今年我们家可以

出栏将近2000只羊，预计收入能突破

20万元！”这对于他意味着终日的奔

波和辛苦没有白费，牧场里的这些羊

群成了他改善生活和增收的途径。

天 峻 作 为 海 西 唯 一 的 纯 牧 业

县 ，草 场 总 面 积 达 253.33 万 公 顷

（3800 万 亩），优 质 的 高 山 草 甸 牧

场 ，赋 予 天 峻 更 加 突 出 的 资 源 禀

赋。天峻“赤色产业”就是优质牛羊

肉产品生产加工，立足天峻绿色生

态转型发展，天峻以打造绿色有机

农畜产品输出地为目标，紧紧围绕

“生态发展底色”，落实草场科学养

殖，保证草场牛羊承载量，让草长得

更“旺”，牛羊长得更“壮”，让更多的

牧民群众享受到“生态红利”。

“苏里乡如今的生态环境越来

越好了，老百姓知道了科学放牧的

好处，日子过得也越来越红火了，今

年 苏 里 全 乡 出 栏 牛 4800 余 头 、羊

21000 余只，通过各类渠道已经把

天峻肥美的牛羊肉送到了各地餐桌

上，更保证了群众的收入。”苏里乡

党委书记周太说。

经过多年的努力，天峻成功打造

了以“玉舟”“天峻山”牌牛羊肉加工厂

为中心点，辐射扩散天峻牛羊肉品牌

效应，打造牦牛和藏系羊特色，远销北

京、上海、山东、山西、陕西、四川、内蒙

古等地，创立“净土天峻”区域公共品

牌，让天峻牛羊肉走入百姓视野。

近年来，天峻县发挥各级党组织

引领作用，围绕生态牧业建设，加快

传统畜牧业转型发展方式这条主线，

从牛羊产品品牌打造、打通销售渠道

两点发力，扩大产品种类，推动党建

带领村集体经济抱团发展，全面壮大

村集体经济，致力走出一条具有天峻

特色的村集体经济发展之路。

“绿色有机”引领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行走在青海大地上，我们常看到

一排排旋转的风力发电机擎天而立，

绵延数百平方公里深蓝色的“光伏海

洋”蔚为壮观，一座座气势恢宏的水

电站奔腾不息……而这正是清洁电

能经过整流、逆变、升压等过程，变成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资源。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动能

源清洁低碳高效利用”。

为将青海的清洁能源优势转化

为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国家电投

集团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围绕

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做大水电支

柱产业、做强水风光储一体化发展、做

长产业链，带动上下游相关产业发展，

谋划建设大型清洁能源调控枢纽，建

设一批清洁能源大基地，建设一批源

网荷储、多能互补示范项目。

2022 年以来，黄河公司在清洁

能源开发、国际化发展等方面结出

硕果。在国内，成功获取青海省“三

类一区”海南州戈壁大基地牵头开

发权，取得国家风电光伏基地开发

建设指标，中标多隆抽水蓄能项目

开发权。在海外，促成“黄河光伏”

在埃及向世界发声；位于沙特红海

的综合智慧能源项目施工现场一派

繁忙景象，成为黄河公司从国内走

向海外的亮丽名片。

2022 年 12 月 27 日，随着 110 千

伏古驿变电站 2 号主变第五次充电

顺利完成，标志着青海省零碳产业

园首个 110 千伏“绿电”工程正式投

入运行，预计每年为园区输送 7 亿

至 10 亿千瓦时绿色电能，将为产业

园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供电保障。

位于海东市河湟新区平北经济

区内的零碳产业园是青海省首个零

碳产业园，也是目前国内规划面积第

二大的零碳产业园区。青海电力作

为零碳产业园建设的主要参与者和

推动者，充分发挥电网枢纽和平台作

用，努力构建全“绿电”供应体系和零

碳闭环管理体系，确保园区100%“绿

电”安全可靠供应。此次 110千伏古

驿输变电工程投运后，预计每年为园

区输送7亿—10亿千瓦时绿色电能。

“清洁能源”擦亮绿色发展的鲜亮底色

2022 年 11 月 30 日 ，蓝 科 锂 业

公司生产碳酸锂 29136 吨，销售碳

酸锂 30291 吨，完成全年生产任务；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14.95 亿元、利

润总额 93.79亿元，较上年同期分别

增加 529%、633%。

“盐湖提锂每一段工艺技术的

创新优化，我们都走了很长的路。”

参与提锂技术创新的核心研发人员

深有感触地说。

追溯盐湖提锂的成长历程，着实

是一段有故事的技术逆袭之旅。从

国家“七五”科技攻关项目“盐田法制

取水氯镁石及硼锂富集研究”开始，

盐湖股份公司就把盐湖提锂的基础

研究提上了日程，并通过产学研平

台，不断探索推进。2007年，盐湖卤

水提锂从中试试验走向工业化，虽然

经历了短暂技术困境，通过十余年坚

持不懈，技术积淀创新，依然搭上方

兴未艾的新能源和新材料开发大潮。

“通过十年的持续技术创新，研

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纳米层状吸

附剂及吸附-膜分离耦合提锂成套技

术，开发了适应于超高镁锂比氯化物

型盐湖卤水提锂的成套吸附工艺和新

型吸附塔，实现了从低锂、超高镁锂比

察尔汗盐湖卤水体系锂与其他杂质离

子的高效分离，提高了吸附效率，降低

了生产成本。与国内外盐湖卤水提锂

技术比较，该技术具有操作简单、成本

低、产品纯度高、工艺稳定性强等特

点，已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11件。”盐

湖股份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2022 年 ，盐 湖 股 份 公 司 按 照

“稳定钾、扩大锂、突破镁、开发钠、

开发稀散元素”的“十四五”发展战

略，投资 70 亿元建立 4 万吨/年基础

锂盐一体化项目，是贯彻“打造国家

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加快建设世

界级盐湖产业基地”，落实“十四五”

生态盐湖产业发展规划“扩大锂”战

略部署，尽快成为新能源领域“护航

者”的重要举措。

“科技创新”赋能盐湖产业开创新局面

盐湖产业扬帆起航。 盐湖股份公司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