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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 晨

7 月 22 日，走进位于青海国际会

展中心 C 馆的上海展区，充满科技风

的蓝色展区让人耳目一新。展区充分

展示了上海科技企业在创新领域的无

限魅力与活力。

“这台发动机是通过氢氧产生化

学反应来提供能量的，是我们公司新

一代产品。”上海鲲华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周理聪介绍。

自青洽会开幕以来，已有不少客

商对这家新能源科技公司表示感兴

趣，前来咨询合作。

“鲲华科技虽然是一家成立时间

不长的新公司，但是核心团队曾主导

和参与多个行业标杆应用案例，在氢

储能发电领域，完成了第二代产品的

迭 代 升 级 ，已 完 成 500kW—1MW 氢

储能发电系统的设计与研发。”周理聪

说，青洽会第一天，就有一家甘肃企业

伸出橄榄枝。

作为一家新能源科技企业，鲲华

科技是大功率氢燃料电池系统解决方

案提供商。面向商用车及工程机械应

用领域的需求，公司已完成大功率燃

料电池发动机系统及相关核心零部件

如氢气循环泵、空压机控制器、增湿

器、高压储氢瓶阀等的研发及生产；同

时，以团队多年积累的大功率氢燃料

发电技术为基础，希望与能源企业共

同开拓氢储能市场，打造风、光、储、

氢、充一体化解决方案。

“近年来，青海聚焦绿色发展，积

极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正因

如此，我们积极参加青洽会，希望在展

示新产品新技术的同时，与青海同行

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周理聪说，本

届青洽会，氢能装备展示区及位于 A
馆的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展区，都

给第一次参加青洽会的他留下了深刻

印象，对于青海在新能源领域发展的

巨大潜力，他非常看好。

氢能作为新一轮全球能源转型的

重要载体之一，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的重要支撑。青海以青洽会为

媒，强化“四种经济形态”引领，一场以

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前沿技术为保

障，着力提升清洁能源存储、消纳和外

送能力，加快推动清洁能源高比例、高

质量、市场化、基地化、集约化发展的

产业革命正在进行。

““新新””趋势趋势
催生市场新机遇催生市场新机遇

本报记者 郭 靓

当数字化走进医疗，线上看中医

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7 月 22 日，记者在青海国际会展

中心 A 馆数字馆看到，西宁市民徐大

爷正在通过小鹿中医平台上传自己的

舌苔和舌底照片。“我这慢性支气管炎

一直好不利索，连线名中医调理一下

身体。”

接诊的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

直门医院呼吸病专业主任医师张永

涛，通过线上看诊，张永涛仔细了解了

徐大爷近期的身体状况和日常起居饮

食等情况，观察了他的脸色、舌像。随

后，为他开具了清肺排毒方三副，并叮

嘱每日一剂两次水煎，饭后半小时服

用。

处方开好提交后，徐大爷在线完

成支付，填好代煎和物流信息，在当地

中医药房设立的“小鹿智慧药房”就会

煎好药快递送到徐大爷家。“大约 15
分钟就完成了一次远程线上中医问

诊，不用跑到医院排队等候，对我们这

些上了年纪的患者来说真是省时省

力。”徐大爷说。

记者登录“小鹿医馆在线”微信公

众号看到，只要选择菜单栏“服务”的

“点此问诊”，根据需要选科室、疾病、

医院，再选择医生、提交病情后，就能

进行线上就诊。医生根据患者实际情

况开具药方，待药师审核通过、患者支

付费用后，药品会安排配送上门。

从 2015 年成立开始，小鹿中医全

面打造核心为“智慧分诊、线上问诊、

线下面诊”的全场景、一站式中医服务

平台，通过科技、数字化能力，让患者

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名中医线上看

诊，做到患者少跑路，信息多跑路。

目前，在小鹿中医平台已聚合超

过 10 万名具备国家认证执业资质的

中医医生，覆盖妇科、皮肤科、消化

科、呼吸科等 40 余个科室，通过阿里

健康、支付宝、百度、小鹿中医平台累

计服务患者超过 1800 万人次，并在

青海省、海南省成立了两家互联网医

院。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互联网诊疗

加速推进，越来越多的‘宝藏老中医’

加入到小鹿中医，成为手边的中医调

理专家，他们通过在线问诊的方式为

患者提供更高效便捷的就医服务，受

到患者欢迎。”小鹿中医展位负责人张

凯说，希望借助青洽会这个平台，推进

中医行业与互联网医疗的相互融合，

让中医行业焕发新生。

““宝藏老中医宝藏老中医””
线上线上““把脉问诊把脉问诊””

本报记者 宋明慧

第 24 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

贸易洽谈会现场，青海聚力打造国家清

洁能源产业高地主题馆全新亮相，聚焦

清洁能源全产业领域，通过展板+数字

化+实景方式，全面展示青海高质量打

造 国 家 清 洁 能 源 产 业 高 地 的 铿 锵 步

伐。在这里，当下成绩与未来展望一览

无余，让人们深切感知着青海高质量发

展的最强脉动。

聚焦高质量发展，
展示新型能源体系建设
7 月 22 日，展区内人来人往、络绎

不绝。新能源绿电转化发展趋势实景

沙盘，系统展示青海清洁能源未来发展

趋势，吸引了诸多参观者驻足。

发展清洁能源产业是立足省情实

际的一次求变，也是顺应绿色发展潮流

的一次求新。经过多年发展，规模不断

扩大、产业链条持续延伸，青海清洁能

源进入源网荷储一体化推进新阶段，技

术创新、建设规模、利用效率等指标走

在全国前列。截至 2022 年底，全省电

力装机达 4468 万千瓦，清洁能源装机

占 比 达 到 90%以 上 ，始 终 保 持 全 国 领

先。

作为见证青海清洁能源壮大的实

践，2017 年至 2022 年，连续开展的“绿

电”系列活动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实现

从“绿电 7日”到“绿电 5周”的全清洁能

源供电实践。

转动着风力发电模型，8 岁的多

杰好奇地问爸爸：“这个风车是什么

啊？”“这是风力发电机，叶片转动后

风就会变成家里照明的电了。”爸爸指

着风机耐心回答。逛完展区后，小多

杰说：“参观后明白了光伏发电、风力

发电的设备是什么样子，这些平常都

很难在课堂上学到，是一次很有收获

的学习。”

展板上，打造国家级风光新能源大

基地的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被清晰呈

现：重点推进光伏和风电基地化、规模

化开发，形成以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

州、海南藏族自治州千万千瓦级新能源

基地为依托，辐射海北和黄南藏族自治

州的新能源开发格局，第一批大基地项

目建成并网 130万千瓦。

聚焦发展成果，
展示产业蓬勃朝气

“850 兆瓦龙羊峡水光互补光伏电

站”填补了国内大规模水光互补关键技

术的空白，于 2022 年荣获最大装机容

量的水光互补发电站吉尼斯世界纪录

称号。这一世界级突破也被搬到了展

会现场，通过光伏电板、电网、升压站等

元素实景模拟呈现。

循声过去，讲解员马文静认真地向

参观者答疑解惑：“‘水光互补’技术通

过水光互补协调控制，将不稳定的光伏

发电转化为安全、稳定的优质电源，实

现了水力发电和光伏发电快速补偿的

功能，解决了光伏发电的安全并网问

题。”

以创新理念推动产业发展 ，2022
年 6 月 ，青 海 首 次 开 展 绿 电 市 场 化 交

易，涉及 8家发电企业和 4家用电企业，

“绿电、绿证交易”为青海新能源消纳开

创了全新的交易方式。

同时，青海加快推进零碳产业园区

建设，打造以绿电为能源基础的创新型

智慧零碳产业园区。古驿 110 千伏输

变电工程成为园区内首个绿电工程，首

次应用变电站数字孪生技术，成为首个

在项目建设阶段实现清洁能源自发、自

储、自用的基建工程。

借助青洽会平台，成立省部级重点

实验室与研究中心，同时在数字化转型

方面，建成全国首个由省级政府批复成

立的智慧双碳大数据中心，建成全国最

大的新能源集控中心……智慧赋能清

洁能源产业发展的成果给参观者带来

了一次全方位的知识“充电”。

聚焦新发展理念，
展示布局升级优化

在清洁能源展区的产业转型升级

区域内，一台比亚迪储能电柜格外引人

注目。工作人员田启航向来往的参观

者一次次作着介绍。“这个储能柜可储

存电量从 400 千瓦时到 536 千瓦时不

等，其优点是消峰填补、调峰调频，可根

据自己的需求匹配储存容量。”

尽管是第一次借助青洽会平台展

示，但也从一定程度反映出省外企业对

青海清洁能源产业发展前景的看好。

从产业前端至末端，能源装备制造业成

为清洁能源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

壮大清洁能源装备制造产业，能够为构

建绿电能源体系、促进能源产业转型升

级提供核心支撑。

如今，青海已引进光伏制造企业

30 余家，构建起工业硅—多晶硅—单

晶硅—硅片—电池—组件及电站建设

全产业链。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公

司以年产 3300 吨多晶硅产能，打破中

国 电 子 级 多 晶 硅 完 全 依 赖 进 口 的 局

面。2022 年，全省多晶硅达产量 6.2
万吨、单晶硅 8.6万吨、组件 26.5万千

瓦。

同时，青海依托得天独厚的盐湖资

源，正在构建盐湖锂资源—碳酸锂—正

负极材料—锂电池及配套产品的全产

业 链 ，锂 电 产 业 上 下 游 企 业 超 过 20
家。在风机装备制造方面，引进了以金

风科技和明阳新能源为代表的风机全

产业集群。

推 动 清 洁 能 源 与 服 务 民 生 相 结

合，展区内参观者们连连称赞能源产

业发展带来的诸多利好。如今，清洁

取暖改造工程持续推进，海西州、西

宁市先后纳入国家北方地区清洁取暖

试点城市，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

海南州兴海县等三江源重点城镇正在

积极推进以煤改电为主的清洁取暖改

造。

把握清洁资源优势，不断扩大清洁

能源综合开发规模和能源清洁利用水

平，青海正以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助力

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为能

源绿色低碳转型贡献青海力量。

产业产业““新新””赛道赛道 风光无限好风光无限好

本报记者 倪晓颖

“哇！好香啊。”“这就是‘传说中’

的青海拉面，你们看还五颜六色的，让

人好有食欲。”“这香味谁能抵挡得住，

老板，可以现场品尝吗？”……

7 月 22 日，在第 24 届中国·青海

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现场，来自

西宁市城东区的两名拉面技师搭起了

面案和汤锅，陈设了制作青海拉面的

10 多 种 原 料 ，现 场 表 演 起 了“ 拉 面

秀”。从和面、揉面、拉面开始，一块块

面团在拉面技师的手中不停变换，由

粗到细，不一会儿便变成了粗细均匀

的面条。他们娴熟的技艺和精彩的展

示不时赢得阵阵掌声。

细长劲道的拉面，翡翠似的香菜，

散发着浓香的牛肉块，红红的辣椒片，

小小的一碗拉面色彩丰富，做工精致，

不禁勾起人们的食欲。美味的青海拉

面让前来参观的外地客人迅速排起了

长队，都想体验一下来自青海的“舌尖

美味”。

“为了给拉面增加更多色彩和一

些青海元素，我们还将黑枸杞汁、红枸

杞汁、火龙果汁、菠菜汁等和进面里，

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停留询问。”西宁兰

亭安泊牛肉面店长张龙满面笑容。

为了参加此次青洽会，西宁兰亭

安泊牛肉面馆从产品展示到与现场观

众互动都做足了准备。展示柜上早早

就摆放了包装精致的方便拉面系列，

有“劲爽酸菜拉面”“劲爆麻辣拉面”

“金汤藤椒拉面”“青海喇家拉面”“轻

食青稞面”等。

“太好吃了，真想让家人朋友也来

尝尝。”“确实呢，有没有能带回去的产

品？”……现场品尝美味拉面的游客意

犹未尽地询问着。导购员迅速将方便

系列拉面推荐给大家，不一会儿就被

选购一空。

飘香的青海拉面、芬芳怡人的枸

杞茶、醇香的奶制品……展会上，各类

青海特色食品尽数免费品尝，每一个

展台前都围满了咨询、试吃、购买的游

客和市民，欢笑与幸福弥漫在空气中。

青海拉面青海拉面
秀出新魅力秀出新魅力

作为西部地区乃至中国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经贸

盛会和青海省规模最大、档次最高的综合性大型展

会，青洽会吸引了一大批国内外知名企业落地生根，

还为各地企业和优势资源提供了展示舞台。

本报记者 李娜 摄

发挥信息技术传播优势，提升数字化、信息化、智
慧化水平慧化水平。。

参展商展示特色产品。 交流合作，开拓共赢新局面。借助青洽会平台推动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

经贸的舞台，群众的节日。

青海光富、水丰、风好的壮丽景色在这里一一览阅。 本报记者 李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