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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西宁讯（记者 贾泓） 近期，

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国网

青海电力公司成立工作专班，凝聚合

力推进绿电体系建设，加快建设生态

文明高地上的高质量现代化工业园

区，助力西宁市打造“产业”四地中心

城市、高原零碳城市。预计 2030 年形

成以清洁能源为主导的能源供应、消

费体系和具有产业特色的零碳产业园

区。

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和国网青海电力公司将分步实施推

进 绿 电 体 系 建 设 工 作 。2023—2025
年，通过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新建

储 能 基 地 ，创 新 用 电 模 式 及 接 入 方

式 ，园 区 绿 电 供 应 达 到 60%，清 洁 能

源供应达到 80%，基本建成绿电产业

园 区 ；2026—2028 年 ，完 成 绿 电 溯 源

认证机制接轨欧盟和美国的认证体

系，同期建设多种储能项目，实现生

产 、商 业 、生 活 、“ 三 废 ”排 放 监 测 达

标 ，绿 电 供 应 达 到 70%，清 洁 能 源 供

应 达 到 90%，建 成 近 零 碳 产 业 园 区 ；

2029—2030 年 ，通 过 源 网 荷 储 、多 能

互补项目建设和优化网架结构，逐年

新建电化学储能，实现能源结构多能

互 补 ，储 能 替 代 高 尖 峰 负 荷 50% 以

上 ，绿 电 供 应 达 到 80%，清 洁 能 源 供

应 达 到 100%，形 成 以 清 洁 能 源 主 导

的能源供应、消费体系和具有产业特

色的零碳产业园区。

根据西宁产业发展实际，西宁绿

电体系建设以南川工业园区为试点，

积极探索创建零碳产业园区、开展源

网荷储一体化及多能互补项目、建设

储能基地、打造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等

四大绿电体系建设路径，助力青海省

率先实现双碳目标。西宁（国家级）经

济技术开发区和国网青海电力公司专

门制定方案，共同成立绿电体系建设

工作专班，以“双组长”专班运行机制，

专班专项推动。双方加强常态化沟通

衔接，注重政策、机制、技术创新，丰富

绿电应用场景，强化要素保障，提升数

字支撑能力，增进区域协同发展，加快

构建系统推进的工作体系，清单化项

目化推动工作，统筹协调各方资源打

好组合拳。

2030年形成具有产业特色的零碳产业园区

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与国网青海电力公司

合力推进绿电体系建设

本报记者 贾 泓

漫步西宁，开启一场以“寻绿”为主

题的城市之旅。从笑声洋溢的人民公

园到湟水河畔的文化公园，从保留着历

史印记的团结公园到备受欢迎的秀水

路城市公园；从三河六岸边一路延伸的

绿道到鲜花盛开的城市景观道路，从一

路鲜花一路美的花街到香飘四溢的花

桥……你会惊讶地发现，这座高原城市

与公园、绿地早已相交相融，共同诠释

“一城青绿”里的幸福生活。

从 建 设 城 市 花 园 ，到 打 造 花 园 城

市 …… 西 宁 市 着 力 扩 增 城 市 绿 地 空

间，提升城市生态绿化品质，夯实打造

高原“绿谷”城市底色，园林绿化景观

品质持续提升。围绕构建“一城山水、

百园千姿”公园城市，深入打造生态文

明典范城市、高原“绿谷”城市，合理调

整城市公园绿地布局，不断加大公园

游园、街头绿地、道路绿地等规划建设

力度，实现森林覆盖率与城镇建成区

绿化覆盖率双增长、生态稳定性与可

持续性双增强，市民充分享受到了出

门 300 米见绿、500 米见园的绿色福利，

处处见绿、全民享绿。

截至目前，西宁市建成区绿化覆盖

率由 37.63%增长至 40.25%，城区生态环

境明显改善，公园城市形态不断凸显，

幸福西宁绿色颜值大幅提升。

方寸之间 绿意盎然

西 宁 市 城 北 区 宁 大 路 ，今 年 仿 佛

“化”了新妆，“颜值”大大提升。

记者看到，宁大路阳光丽景至景程

路中央分车带，原有部分观赏性较差的

植被早已被移除，取而代之的是巧玲

花、黄丁香、四川丁香、辽东丁香、晚花

紫、什锦丁香等 9 种 260 株优质品种的

丁香，原来“平平无奇”的车道摇身一变

成了满眼品种丰富、色彩缤纷的丁香大

道。

而在景程路段，城北区则以植物

为主、山石为辅，通过打造微地形、

布置景观石，再配以白皮松、海棠、

山杏、紫叶矮樱等植物以及 500 平方

米草坪，让绿化景观与城市环境相统

一，形成独具特色的城市道路绿地景

观。陶园小学到纬二路口的宁大路道

路两侧，2327 平方米的绿化区在保留

原有乔木(塔青)、花灌木(丁香)的基础

上，2万余株紫叶矮樱、金叶榆、珍珠

梅等彩叶及观花树种的“加入”，让道

路绿地的观赏性更强，植物色彩也更

加丰富。

从宁大路到昆仑路，从凤凰山路到

时代大道，一条条景观大道的改造，一

个个花街花桥的“绽放”，一个个节点景

观的“惊艳亮相”……西宁用四年如一

日的坚持，不断在城市绿化中增绿、美

化、彩化。西宁，在打造城市里的花园，

也在逐渐成为花园里的城市。

（下转第三版）

——西宁构建“一城山水、百园千姿”公园城市

城园相融城园相融，，
邂逅幸福大西宁邂逅幸福大西宁

西宁，这座青藏高原上的城市，因
气候、土壤、地形等条件的限制，在城市
绿化中从品种引进到园林规划都遇到
了诸多困难。但在建设“幸福西宁”征
程中，西宁迎难而上，坚持生态优先，聚
焦生态文明，构筑了绿色生态本底。如
今，推窗即见、开门即享的精品休闲绿
地点缀城市，“绿水绕城、青山如画”的
美丽大西宁图景徐徐铺展，幸福西宁有

了最美的绿色本底。
厚植绿色本底，西宁敢干实干。

在一次次与西宁绿化人的对话中，我
们总会为这座城市在绿化事业中的拼
劲而感动。在绿化美化中，西宁可选
择的植物品种十分受限，但是西宁绿
化人从未因此望而却步，他们不断尝
试可适应西宁海拔和气候特点的植
被，同时坚持培育本土绿化品种。经
过多年的努力，城市绿化的层次感、美
化度都实现了大幅提升。赏花、看叶、
观果，西宁市民在四季都可徜徉在城
市美景之中。

厚植绿色本底，西宁持之以恒。绿
化，从来不是一蹴而就，对于地处高海
拔地区的西宁更是如此。西宁绿化人
数十年如一日，在养护管理中辛勤耕
耘，在提升改造中“绞尽脑汁”。作为西
北首个“国家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
市”双荣誉省会城市，西宁从未在已有
的成绩中沾沾自喜，依然在着力打造高
原“绿谷”城市、“洁净”城市的道路上，
笃定前行。

提升城市品位，打造品质生活，在
厚植幸福西宁绿色本底的征程中，西宁
未来更可期。

本报记者 贾 泓

厚植幸福西宁的绿色本底厚植幸福西宁的绿色本底

本报海西讯（记者 刘法营 通
讯员 袁艺） 2023 年，海西蒙古族藏

族自治州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立足“三个最大”省情定位，统筹

“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

统治理，围绕增强生态系统循环能力

持续发力，全面维护生态平衡，在青海

高原西部努力筑起柴达木生态安全屏

障。

围绕建设柴达木千里防风固沙长

廊，海西州以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生

态保护和建设重大工程等为依托，重

点开展祁连山、青海湖流域、三江源

等重点区域生态保护和修复重点工

程。以保护和恢复林草植被、减轻风

沙危害为主要举措，重点加大城镇周

边、绿洲、交通干线和生态区位特殊

地区沙化土地治理力度，完善全民义

务植树机制，提升义务植树的全民知

晓率、尽责率和管护水平，到 2025
年 ， 努 力 使 全 州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到

4.35%。

以加强林草和荒漠生态系列保护

作为有效抓手，实施天然林保护、三北

防护林、退化林修复、国家重点公益林

等专项生态建设工程，加强森林防火

和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能力建设，推动

森林生态系统功能实现稳步提升。严

格落实禁牧和草畜平衡制度，大力加

强退化草地治理和草原有害生物防

控，加快恢复草地生态调节功能。加

大现有荒漠植被保护力度，推进次生

盐碱地改良和植被恢复，提高柴达木

盆地防风固沙能力。

结合提升生态系统稳定性所需，

统筹安排生态脆弱地区生态建设，深

入推进柴达木生态环境保护和综合治

理、黄河流域上游生态保护等工程，

锚定改善祁连山南麓、柴达木盆地的

生态环境目标，强化生物多样性保

护，全面提升山体、河湖、湿地、森

林、草原、荒漠、冰川等自然生态系

统的完整性和稳定性，进而充分发挥

和挖掘自然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和独

特价值。

海西

倾力打造柴达木生态安全屏障倾力打造柴达木生态安全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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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热贡细绘文旅融合金色热贡细绘文旅融合
““工笔画工笔画””

学习宣传贯彻省委十四届四次全会精神学习宣传贯彻省委十四届四次全会精神

“懂青海就是要与时俱进深化
省情认识，爱青海就是要满腔热忱
守护蓝天厚土，兴青海就是要坚定
不移推进兴省富民。”面对现代化新
青海建设的繁重任务，省委十四届
四次全会扼要阐明“懂青海、爱青
海、兴青海”内涵，并向每一个青海
人郑重发出“懂青海、爱青海、兴青
海”号召，全省广大党员干部一定要
按照这一要求，示范引领走在前、干
在实处作表率，争做懂青海、爱青
海、兴青海的好干部。要牢记嘱托、
感恩奋进，懂民心、通民意，实干争
先、建功立业，带领各族群众积极投
身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主战场，把每
一项工作看得更准、想得更深、谋得
更实、落得更稳，在新的赶考之路上
书写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优异答
卷。

懂青海就是要与时俱进深化省
情认识。何谓“与时俱进”？就是首
先要求各级干部在把握历史主动中
抢抓发展机遇，为青海赢得新一轮
大发展。青海集高原地区、西部地
区、民族地区、欠发达地区于一身，
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在青海表现得尤
为突出，与全国同步实现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需要付出更为艰巨的努
力。为此，我们要用心体会习近平

总书记对青海的深情厚爱，坚定不
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
进，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
展，始终牢记“三个最大”省情定位、

“三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奋力打造
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有
力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大要求在高
原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不断缩
小与其他地区的差距，大踏步赶上时
代发展潮流，把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
图景在青海一步步变为现实。

爱青海就是要满腔热忱守护青
海的蓝天厚土。何谓“满腔热忱”？
就是要求知之愈深、信之愈笃、行之
愈实。“国之大者”关乎发展全局、事
业根本，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
必须对“国之大者”了然于胸，把贯
彻党中央精神体现到谋划战略、制
定政策、部署任务、推进工作的实践
中去，经常对表对标，及时校准偏
差。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是“国之
大者”。我们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切实保护好地
球第三极生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努力探索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现代化新青海实践，把青
海打造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
践高地；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不断提高战略思维能力,增强工作的
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让
青海的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
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永远成为青
海的优势和骄傲，努力为美丽中国
建设作出青海贡献。

兴青海就是要坚定不移推进兴
省富民。何谓“坚定不移”？就是首
先要求各级干部始终保持历史耐
心，有定力、不摇摆，一张蓝图绘到
底，一任接着一任干，恪守富民之
责，厚植兴青之势，为青海高质量发
展打开出路。我们要坚定不移把习
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
作为总方针总纲领总遵循，主动融
入和服务国家战略、发展大局，用好
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在高水
平开放中实现高质量发展。要立足
高原特有资源禀赋，结合实际、扬长
避短，加快推进产业“四地”建设，走
出一条具有地方特色的高质量发展
之路，把比较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真正让机遇变成红利、变成资源、变
成生产力。要知重负重、迎难而上，
加快补齐民生短板，用心用情用力
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着力探索
实现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让各族
群众的日子更红火，让大美青海的
前程更远大。

——论学习贯彻省委十四届四次全会精神
本报评论员

争做懂青海爱青海兴青海的好干部争做懂青海爱青海兴青海的好干部

绿色“小产业”致富“大文章”

绿色西宁。 西宁市林草局供图

8月29日，海东市互助土族自
治县菜农及蔬菜技术服务中心负
责人展示即将输往香港的绿羽甘
蓝、时令南瓜、菜瓜、飞碟瓜等绿色
农产品。近年来，互助县锚定打造
全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先
行示范县目标，充分依托高原气候
冷凉、土壤无污染、病虫害少等优
势，持续在蔬菜产业扩规模、育新
品、提质量、树品牌、强营销方面发
力，全县蔬菜播种面积达 5020 公
顷，预计各类蔬菜产量达17万吨以
上，外输9万余吨，年产值达6.2亿
元，带动群众增收5700余万元。

本报记者 陈俊 通讯员 互
组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