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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新时代新形势新问题，新
发展理念如同指挥棒，给出了方
向。而绿色发展作为新发展理念
重要组成部分，改变传统“大量生
产、大量消耗、大量排放”的生产模
式和消费模式，使资源、生产、消费
等要素相匹配相适应，实现经济社
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调统一、
和谐相处。

回顾历史，快速发展的工业化
使得资源环境与产业效益出现了
对立，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传
统发展方式已不可持续，加快发展
方式绿色转型已成为新时代经济
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回到青海，由于一直以来的水
电优势，即便两头在外，这里都是
重工、高耗能企业最佳选择地之
一。然而，青海，三江之源、中华水
塔，生态环境极为脆弱，加快发展
方式绿色转型不仅是国家要求，更
是青海“国之大者”的必然选择。

为此，长久以来青海全省上下
全力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坚持
新发展理念，并不断探索正确处理
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关系的

最优解法，始终坚持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把经济活动、人的
行为限制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
能够承受的限度内。

近年来，青海持续强化环境约
束，淘汰落后产能，建立重污染产
能、高消耗产能退出机制；大力发
展先进制造业、新兴产业，在创新
引领、绿色低碳等领域培育经济增
长新动能。督促符合绿色发展要
求的企业继续从设计、原料、生产、
物流、回收等全流程节能降耗，强
化产品全生命周期绿色管理。壮
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
清洁能源产业，以生态“含绿量”提
升发展“含金量”，促进生产、流通、
消费过程减量化、再利用，全方位、
全过程降低环境负荷。

此外，青海大部分企业还主动
自行加码，拓展绿色设计、运行绿
色管理、生产绿色产品，就连厂房、
厂区环境都要全绿色进行。青海
企业不仅用实践践行了绿水青海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更完成了荒滩
戈壁向绿水青山的转变。

青海正在让绿色低碳循环成
为高质量发展的最靓底色，并将继
续以实绩实效推动建设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贡献青
海力量。

本报记者 芈 峤

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发展方式绿色转型
是青海必然选择是青海必然选择

本报记者 芈 峤 通讯员 王国栋

2023 年 12 月 29 日凌晨 4 时 10 分，地

处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乌图

美仁乡的 750 千伏昆仑山输变电站灯火

通明，所有工作人员严阵以待。

“昆仑网调，我是昆仑山 750 千伏变

电站站长樊於刚，现场准备就绪，具备投

运条件，请指示！”

“可以投运！”

随即，750 千伏昆仑山变电站站长樊

於刚一声令下，750 千伏昆仑山输变电工

程成功带电投运。

750 千伏昆仑山输变电工程是青海

省首批“沙戈荒”大基地重点配套工程之

一，也是青海省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省级

示范区、推动能源清洁低碳转型重要工

程。工程投运后将接入光伏发电超过

400 万千瓦，每年可促进青海海西地区清

洁能源消纳近 60亿千瓦时。

750 千伏昆仑山输电线路走廊穿越

沙漠、戈壁、河网等地貌，地质条件复杂，

施工困难重重。

回首 2022 年 12 月 6 日，国网青海送

变电公司土建分公司项目经理、750 千伏

昆仑山变电站工程施工项目副经理陈守

玺带领 7 名技术人员，赶赴施工现场开

展现场勘察工作。

“满目戈壁黄沙，四野荒无人烟，白

天狂风骤起，夜间气温骤降，最近的镇子

也在 20 公里外，条件十分艰苦。”有着 18
年工程建设经验的陈守玺，看到施工条

件连连摇头。

条件虽然艰苦，但为了青海清洁能

源的高效发展，工程还得继续。在两天

的勘察后，青海送变电公司土建分公司

坚持组织人员、机械、材料进场。

“施工现场1.3公里直径范围内的地面

全部被绵沙覆盖，两驱车根本进不去。”回

想起当时的情景，陈守玺记忆犹新：“我们

用装载机前拉后推，硬生生把载有物资的

货车拉到工地，然后搭起帐篷生火炉取暖，

一边搭建项目部、一边开工平整场坪。”

深 冬 的 乌 图 美 仁 茫 茫 戈 壁 分 外 寒

冷。夜间零下 15℃的气温使工程车辆油

液凝滞，次日需要使用喷灯烤两三个小

时才能启动，严重影响工程进度。

为此，项目副总工程师韩鹏带领 6
名工作人员，彻夜对 40 余台工程车辆定

时启动预热，确保天一亮车辆立即投入

施工。在全体人员共同努力下，场坪工

程正常需要 1 个多月的施工时间，只用

了 25 天完成，这也为后续工程建设争取

了宝贵的时间。

另外，为应对恶劣的冬季施工环境，

陈守玺和同事们下了一番功夫。为确保

混凝土搅拌质量，施工人员把水温加热

到 60℃后投入使用；基础混凝土浇筑完

成后，施工人员在表面覆盖两层塑料薄

膜、两层棉毯保温养护，并在现场搭设暖

棚，加设火炉、暖风机保暖养护，确保混

凝土成型质量。

有困难克服困难，有问题解决问题，

但 是 施 工 进 度 必 须 保 证 。2023 年 6 月

底，工程整体土建施工完成，工程建设进

度远提前计划日期。

虽身处荒漠，虽问题层出不穷，但青

海国网人克服万难，施工进度全速推进。

2023 年 12 月 29 日，随着一声声清脆

的电流声，青海新能源高水平消纳和电

力安全保供再添“新引擎”！

““绿电绿电””天上走天上走““银丝银丝””入昆仑入昆仑

本报记者 芈 峤

绿色循环发展是我国发展重大战略，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重大机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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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青海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落后产能逐步淘汰，新兴产业加速上马，生态环境与产业发展相得益彰！
回望2023年，青海全省经济既有规模扩大，更有结构优化；既有总量增长，更有质量提升，以绿色为底色，青海高

质量发展成绩稳，信心足！

峰回路转峰回路转““谋谋””转型转型 柳暗花明向柳暗花明向““绿绿””行行

深冬，走进位于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德令哈工

业园的青海华汇新能源有限公司，焊花飞溅，机声隆

隆，工业发展热气腾腾。只见厚重的钢板材料在机器

设备的切割下，成为制造风机塔筒的半成品，随之又

被巨型吊车吊往下一道工序。

这家企业 2009年 6月建厂，其前身“海西华汇

化工机械有限公司”，以城市管道铺设为主

业，当企业遇到发展瓶颈又看到青海发展

清洁能源的优势和一系列重大战略机遇

时，一个传统企业有了转型发展的勇气。

宁志恒，青海华汇公司老员工，亲

眼见证企业转变：“企业在已有管道制

造 的 基 础 上 ，进 军 新 能 源 装 备 制 造 领

域，在制造智能光伏支架、新型刚柔性

风电塔筒方面有了新发展。”

这是一场传统产业的转型，也是全

海西州发展路径的转型。

海西一直是青海工业经济发展主

战场，从最初丰富的黄金、铅锌、铁矿等

矿产资源为主的传统产业布局，到以清

洁能源为主线的产、供、销全产业链建

设，实现了传统产业由“黑”到“绿”的转型。

清洁能源产业的兴起给了海西州乃至青海

省又一条绿色发展新路径，更给了各企业勇往直前、

大胆转型，寻求多元发展的契机。

南川工业园区是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最年轻的

工业园区，园区设立时定位以独一无二的绿色有机

“西宁大白毛”“藏系绵羊毛”为原料，集聚国内顶尖藏

毯企业，打造“藏毯之都”。

转折出现在“十四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精

准把脉青海资源禀赋、发展优势和区域特征，提出“把

青藏高原打造成为全国乃至国际生态文明高地”“加

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

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

地”的重大要求。

为了绘好这张蓝图，南川工业园区考量自身优势，

主动请缨，积极融入全省产业“四地”建设当中，举园区

全力打造“千亿锂电产业基地”和“千亿光伏产业基地”。

从藏毯之都起步，再到建设千亿锂电产业基地和

千亿光伏产业基地……一路走来，南川工业园区都在

因地制宜围绕绿色循环发展及产业“四地”建设，按照

省委省政府、西宁市委市政府顶层设计加快转型步

伐，找寻一个园区高质量发展的最优“姿势”。

据青海工业领域相关专家表示，从统计数据可以

清晰看到，随着南川工业园区实力的展现，为青海工

业经济发展发挥了“稳定器”作用。

绿色是中国式现代化鲜明底色，绿色低碳发展是

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青海持续强化环境

约束，淘汰落后产能，建立重污染产能、高消耗产能退

出机制；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在创新引领、绿色低碳

等领域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激活青海经济新活力。

发展路子广
绿色动力足

2023 年夏季，一段“熊出没”的视频走红网

络，一只棕熊在碧绿的湖水里游弋，泳姿也是随

意变换。在网友羡慕棕熊如此安逸的生活时，有

网友询问这里湖泊的位置，想去游玩。

出乎意料，这里并非景区，也不是自然保

护区，而是青海省属国企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

司在西藏自治区开采的玉龙铜矿诺码弄沟尾矿

库。

“这不稀奇，就算深处戈壁的锡铁山铅锌矿

也能看到‘鸳鸯戏水’和各类水鸟落脚嬉戏的场

景。”对于这些“不速之客”西矿集团各矿区工作

人员早已习以为常。

野生动物的出现，正是生态环境向好的体

现，更是矿山绿色之变成效的体现。这一切，离

不开企业绿色发展理念，离不开科技创新的强力

支撑。

西部矿业持续多维度构建冶炼产业可持续

发展路径，优化能源结构，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全

面推广应用余热利用技术，淘汰更新高耗能设

备，探索“零碳企业”建设，选矿用水回用率达

100%，冶炼、化工单位固体废物安全处置率和废

水回用率均达到 100%，在工业增加值同比增加 3
亿 元 的 情 况 下 ，万 元 工 业 产 值 能 耗 同 比 下 降

0.65%，形成产值持续增长、能耗持续降低的良好

发展态势。

截至目前，西矿集团所属各单位可绿化面积

绿化率达 100%，所属 10 座矿山全部达到省级以

上绿色矿山标准，6 家单位入选国家级绿色矿山

名录，8家单位入选国家级绿色工厂。

通过技术支撑企业实现高效绿色转型，提高

企业核心竞争力，抢得发展先机。但是除了工矿

企业，青海还借力数字化技术将“绿色基因”植入

经济社会发展细枝末节。

地处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山大沟深，一条通

达四方的路网是当地经济发展、团结稳定、百姓

生活的保障，但是青海很多区域位于三江源保护

区。为此，交通是要发展、生态更要保护。

在大通岘子隧道，远观黑漆漆的隧道在车辆

驶入后有节奏的亮起，在车辆驶出后又慢慢变

暗。这种行车隧道“车来灯亮-车走灯暗-灯随

车行”的智能化管控，不仅能减少能耗，运用在三

江源地区还能减少灯具常亮产生的热污染。

对此，青海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科技信

息部何振邦介绍：“按照‘双碳’战略和我国交通

运输绿色发展要求，我省大胆尝试，在多个隧道

实验建成隧道照明随车调光节能系统，有效实现

减排。”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建设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重要内容。青海，以科

技为支撑正在探索更多、更好、更因地制宜的绿

色发展新路径。

科技支撑强
转型效果好

夏季是高原最美的季节，草原上艳丽的格桑花和雪

白的羊群如同一幅醉人的山水画，令人心旷神怡。而位

于果洛藏族自治州的久治县正是这幅山水画中的鲜亮

一笔。

几年前，久治县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关停污染企业，

不理解的人看着草原景色感叹道：“再美的景色，也不能

当饭吃。”

但是，随即当地党委政府坚持“一优两高”战略，因

地制宜找准产业发展特色，借助当地良好的生态环境，

大力发展生态畜牧业、绿色有机肥等特色农牧业，不仅

增加了优质生态产品供给，还充分发挥优良的环境优

势，推动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

久治县智青松多镇德合隆村牧民扎西才周说：“以

前看病借了许多外债，现在通过家养的 40 多头牦牛，不

仅还清了外债，日子还越来越好”。他说，现在我们牧民

的观念都发生了变化，首先一定要保护好生态环境，其

次，科学、绿色的饲养方式才能养出“尖子牛”，才能被市

场认可。

至 2022 年，久治县已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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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曾逐水草而居的牧民群众观念发生改变、生

活也随之发生变化，不仅享受到了良好的生态环境，更

踏上了绿水青山“铺就”的幸福小康路。

欣喜的是，青海绿色循环发展观念的深入人心不仅

仅发生在牧区，更发生在企业。

2023年12月1日14时，地处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甘河

工业园区的青海云天化国际化肥有限公司包装生产线上，

一个个全自动机械臂将包装好的水溶肥码放整齐，等待叉

车送往装卸点。这批水溶肥将通过点对点的公路运输送往

新疆，当地群众正在等待送货上门的春耕绿色用肥。

绿色发展是市场的选择，更是企业的抉择。“农产品

的绿色化，化肥是源头。一方面是政府对‘降碳’工作的

要求，另一方面又是绿色用肥的广阔市场，为此，我们通

过提升现场管理、优化生产工艺、建设危废库房、升级总

排口改造等一系列措施，强化原材料获取、产品生产过

程、产品使用及回收处理等全生命周期的绿色管理，实

现真正的绿色产品‘绿色’造。”青海云天化公司副总经

理、总工程师何光琳说。

企 业 通 过 一 系 列 绿 色 技 术 的 改 造 不 仅 入 围 全 国

“2022 年度绿色制造名单”，还荣获国家级绿色工厂认

证，同时申报的产品也作为当年全国唯一一种复合肥料

入选绿色设计产品名单。

今天，企业已在化肥市场站稳脚跟，一张张备春耕

的订单源源不断地涌来。

培育和树立绿色价值观，是对传统经济发展价值偏

好的深刻革命。事实也证明，换技术，不如换思想，倒逼

下的变革，不如自行加码来的高效。而就是青海，这个高

原内陆省份，让一场“绿色”变革实现了全民主动参与。

观念转变快
发展速率高

▲青海明阳新能源
有限公司风机配件厂房。

本报记者 殷之皓 摄

◀青海海西千万千
瓦级可再生能源基地光
伏发电产业园区。

王国栋 摄

▼在青海高景太阳
能科技有限公司车间，
1100 台单晶炉正满负荷
生产。 企业提供

拉西瓦水电站远景。 黄河公司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