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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咸文静 宋明慧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
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对于青海来说，如何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交出一
张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发展答卷？

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
这个首要任务这个首要任务

关键词：牦牛 精深开发 转型升级
嘉 宾：刘思津 省政协委员、青海金

牧农林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推进传统畜牧产业转型升级，青海牦

牛产业保持着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高

质量建设产业“四地”，延伸产业链实现精

深加工势在必行，以多元的供给、高附加

值的产品促企业转型提档、增效升级。

刘思津介绍，立足果洛藏族自治州班

玛县的地域特色和产业优势，作为一家农

畜产品加工企业，把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同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相结合，加快牦牛

产品精深开发、促进企业转型升级，企业

面临“破题”的发展之需。今后将坚持以

市 场 需 求 为 导 向 ， 以 高 质 量 发 展 为 目

标 ， 以 产 业 结 构 调 整 和 转 型 升 级 为 主

线，积极适应市场发展需求，推动牦牛加

工从单一向精深加工转变，推动企业实现

高效集约发展，不断提升牦牛产业的新价

值，更好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提高群众经

济收益。

关键词：乡村产业 特色高效
嘉 宾：席金莲花 省人大代表、海

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林川乡乡长
乡村产业发展是实施乡村振兴的重

要任务。在推进乡村产业上实现高质量

发展，在席金莲花看来，需要立足特色、选

准产业，避免同质化发展。

林川乡地处互助县城北部，属于脑山

地区，全乡 21个村 2万多人。过去，当地群

众除了种植青稞、燕麦、油菜等传统农作物

之外，只能养些牛、羊等牲畜，收入渠道狭

窄，增收缓慢，产业发展是其一大短板。

席金莲花介绍，得益于脱贫攻坚和乡

村振兴，经过几年摸索，如今林川乡乡村

产业发展已经呈现良好态势。不仅引进

了高原冷凉蔬菜种植项目，种植荷兰豆苗

和供港菜薹，销往广州、上海、香港等地，

还依托当地生猪养殖场，流转土地种植饲

草，建起了饲草加工厂。另外，凭借互助

县发展家政服务的平台 ，办起了家政公

司。值得一提的是，乡上最为偏远的唐日

台村也靠着近万亩野生沙棘的资源优势，

初步发展起了加工产业。

关键词：人文生态 旅游
嘉 宾：杨成财 省政协委员、青海

省康辉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坚持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并重，做好

做足全季全域全时旅游文章。杨成财认

为，从当前青海文旅产业发展现状看来，

充分挖掘人文生态文化内涵，丰富生态旅

游内容，从顶层设计到方案落实有待进一

步完善扩充和实践探索。

杨成财说，从加强顶层设计着手，对

青海人文生态旅游资源进行分类评价，并

跳出非遗保护传承思维逻辑，从旅游市场

经济角度，做可行性开发建设评估。加强

示范建设，根据各类自然生态和人文生

态资源分布区域特性，试点建设人文生

态型和自然生态型旅游示范区。同时，加

强行业整合，以更精细化发展的市场为导

向，创新人文生态和自然生态文旅产业布

局。

我是一名电网检修技术人员，日常和同
事一起负责青海主电网变电站的运维检修
工作。2014年7月，电气工程专业研究生毕
业后，我从1500公里外的中原来到青藏高
原，从事电网继电保护和自动化专业工作。

2015年，在变电站无人值守改造工程
中，有大量的电缆剥外皮工作，但是剥电缆
的工具只有一把传统的美工刀，线芯经常
出现受损，而且容易划伤手指。于是，我萌
生了研制新工具的念头。最终，我研制出
了一种剥线速度快、操作简易、适用度广的
电缆剥线钳，使剥电缆又快又安全。

这次经历正式打开了我创新的大
门。从那以后，针对电网运检中的“疑难
杂症”，我和同事先后研制出电缆铺设装
置、二次电缆线芯矫直器等创新成果100

余项，获得国家发明专利2项、国家实用新
型专利57项、省部级及以上QC成果奖25
项，授权完成科技创新项目7项。

“努力通过创新来解决工作中的难
题，节约人力、物力和财力，不断提升我省
电网运检质量。”这是我的理念和目标。

2020年来，我成为国网青海超高压公
司唯一一个站用直流运检班班长，我带领
班组开展全省主电网变电站直流设备隐
患排查工作，对发现的1000余条问题隐患
进行及时整治，为我省电网系统安全稳定
运行提供了坚强后盾。

新的一年已经开启，我将继续带领团
队加强创新攻关，以创新创效推动电网精
益运检质效不断提升，为青海高质量发展
贡献力量。 （芈峤 整理）

国网青海超高压公司变电检修中心站用直流运检班班长 王元友

创新破解难题创新破解难题 守护坚强电网守护坚强电网

本报记者 芈峤

按照党的二十大作出的战略部

署，围绕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确定的目

标任务，今年全省两会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了“六个更加注重”部署，第一个

就提到“更加注重高质量发展”。

一直以来，青海以创新、高效、节

能、环保、高附加值等的增长方式，提

高了全省经济发展的含金量，把发展

的速度与效率、增长方式与发展模式

统一起来，实现了具有青海特色的高

质量发展。

新的一年，已开启新的征程。青

海上下必将坚定信心、埋头苦干，奋

力开启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贡献青海

高质量发展新力量。

以产业“四地”
打造青海经济发展增长极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这五年，是

产业“四地”建设稳健起步的五年。

今天，在青海 72 万平方公里的

辽阔土地上，自然造化赋予这里丰富

的光照、充沛的水源，成为全国清洁

能源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

青海能源系统紧盯影响、制约清

洁能源发展的关键问题，探索以多元

协同、多能互补等方式构建新型电力

系统。优化整合本地电源侧、电网

侧、负荷侧资源，实现“源网荷储”各

环节间协调互动，提高电力系统功

率动态平衡能力。围绕壮大光伏制

造 、 锂 电 储 能 等 特 色 优 势 产 业 集

群，以强产业链抓招商，以稳供应

链抓服务，贯通上下游产业链关键环

节，一批国内外知名行业领军企业落

户青海。

中国绿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青

海分公司就是其中一员，省人大代

表、绿发青海分公司总经理、党总支

副书记张文认为，公司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碳达峰、碳中和”

重要指示和考察青海时的重要讲话

精神，在青海省委省政府的关心支持

下，公司一直将践行“双碳”战略融入

公司高质量发展整体布局，全力推进

清洁能源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为

青海省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

贡献力量。

张文表示，未来企业将持续探索

推进“新能源+”产业建设，依托青海

省清洁能源示范省发展规划，积极探

索地热能、绿氢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培育核心竞争力，推动产业链延伸拓

展、价值链向综合性绿色能源服务产

业群升级。

随着青海持续打造国际生态旅

游目的地，冬季滑雪、赏冰瀑、重装徒

步、户外露营……成为青海冬季旅游

的又一大热点。火车站、机场、客运

站……大批游客已经开始在省会西

宁聚集。

就此，省政协委员、青海中一投

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康明

表示，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在

推动生态旅游建设和加快向智慧旅

游转型等方面挖潜力、补短板，强化

顶层设计，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创新

产业融合方式，推进旅游大数据建

设，更要突出地域特色，创新营销方

式，争创国际化旅游系列品牌。

以“数字化”
催生产业发展效益倍增
“数字+”给当今经济社会发展

开启了新赛道。高速的互联网打破

了空间束缚，从“云游”到“云购”，再

到“云就医”“云就业”……让曾经遥

远的青藏高原通联世界，解绑了人才

的束缚，提高了生产效率，转变了经

营思路，激活了青海众多小企业创新

创业的热情。

然而，这一切离不开新基建的鼎

力相助。

2022 年 ，青 海 省 信 息 通 信 行 业

积极推进 5G等高质量网络向农牧区

拓展，目前全省 100%的县城城区和

乡镇镇区实现 5G 网络覆盖，73%的

行政村也有了 5G 网络。截至 2022
年 11 月底，全省累计建成开通 5G 基

站总数达 10085 个，比上年净增 3647
个，每万人 5G基站数达 16.98个。

对此，省人大代表、中国移动青

海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胡

波说，近三年，5G 建设投资超 16 亿

元，建成运营 5G 基站 5409 个，率先

完成乡镇 5G（700M）网络建设，实现

了全省市县城区连续覆盖和乡镇农

村良好覆盖，在规模和质量上均保持

行业领先。加快建设国内领先的“双

千兆”网络，夯实数字经济发展“数字

底座”。

胡波表示，企业将继续推动“双

千兆”网络建设，实现固定和移动网

络普遍具备“千兆到户”能力，助力省

内建设更多千兆城市。持续助力全

省乡村振兴战略落地。并探索“自

建+合建”两种模式，加大数据中心

和算力网络建设投入，建设覆盖省、

市（州）、县（市区）的三级算力网络体

系，加大“招商引数”力度，加速做大

我省大数据产业。

同时，“数字化”等高质量发展元

素，离不开人才的支撑。省政协委

员、青海省青越集团董事长张吉青表

示，人才支撑是关键。面对人才聚集

能力不够强等短板，更需要把开发人

才作为战略重点和经常性工作任务，

通过人才发展规划和专项规划，厘清

盘活人才资源，健全人力资源市场体

系，构建地区企业人才专家库，培养

造就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

胡波建议，绿色能源是青海发展

大数据产业的最大优势，如何将该优

势转化为大数据中心建设运营的优

势和动力，需研究探索和解决。同

时，举全省之力“招商引数”，需政策

扶持助推大数据产业强链补链，完善

产业生态圈。

以“绿色”发展
强化青海底色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心怀“国

之大者”，践行“两山”理念，加快经济

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青海独特的地理位置和重要的

生态功能，决定了在我国乃至世界生

态安全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多

样的生态系统、独特的生态地位，造

就了青海特有的省情，也绘就了青海

绿色发展蓝图。

多年来，青海各族人民深入践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四个扎扎

实实”重大要求，将“绿色”融入生活、

融入产业、融入工作……深耕绿色发

展本底，以绿色发展增进民生福祉。

青海牧区天高云淡、绿绿的草甸

一望无际，牛羊星星点点散落其中，

远看是一幅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图。

省人大代表、久治县委副书记、久

治县人民政府县长卓玛当周对这一切

深有体会，久治县始终以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为统领，聚焦聚力产业“四

地”建设，抓住全省加快畜牧业高质量

发展的有利机遇，立足本地农牧业资

源禀赋优势，稳步高效推进高原特色

现代生态畜牧业发展。至 2022 年已

经连续 5年完成 21.7万余头（只）有机

牦牛、藏羊，250 吨牦牛奶有机认证，

“久治牦牛”获得国家农业部颁发的农

产品地理标志认证。绿色食品原料标

准化生产基地和有机农牧业基地实现

提质增效，主体培育成效明显。

卓玛当周表示，我们将更加坚定

信心，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

持“生态久治、绿色农牧”发展理念，

从大局谋篇，从中心着眼，依托畜牧

业资源优势，形成以绿色有机农畜产

品生产、加工、营销产业链为基础，集

种养循环、科技创新、三产融合的特

色牦牛产业，发挥示范和辐射带动作

用，将久治县打造成质量高、效益好、

竞争力强的青海省重要的绿色有机

农畜产品输出地先行示范县。

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听取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