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2月21日 星期三

本版编辑 罗 珺 组版编辑 谭 梅 经 济 7

2023年，青海省进出口总值48.7亿元，同比增长
20.3%，高于全国增速20.1个百分点，增速排名全国
第4位，连续21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其中，出口
29.5亿元，同比增长23％ ，高于全国增速22.4个百
分点，增速排名全国第6位。

对外贸易高速增长，跑出发展“新速度”；“走出
去”的步伐愈加稳健，展现对外开放“新潜力”……
2023年，深居内陆的青海固本培元、逆势进位，外贸、
外资、外经“三轮驱动”，带动全省高水平对外开放，为
青海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提供有力支撑。

本报记者 谭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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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土豆的成长需要经历很多阶段，其中，

播种前的品种选择尤为重要。

“在农业领域，培育的品种好不好，农民说了

算。”“青薯 9 号”是青海大学马铃薯团队培育的

优良品种，2023 年以全国推广面积 604 万亩（1 亩

≈0.0667）的优异成绩荣登马铃薯全国推广面积

榜首，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达 98%以上。

据了解，截至目前，西宁市湟中区已有马铃

薯种植合作社近 200 家，种植面积在 500 亩以上

的种植大户就有 15 家，2023 年湟中区种植马铃

薯 12万亩，其中“青薯 9号”种植面积占一半。

良田遇良种，农民得实惠。“以前我们家 15亩

地中，只有一两亩是洋芋（马铃薯），现如今，其中

的 10亩地流转给合作社统一种红皮洋芋，高产且

销路好得很！剩余的几亩地除了种些供自家吃的

粮油作物外，也全都种了洋芋，秋收后一部分存到

地窖自己吃，多出来的收给合作社，又可以增加收

入。”说起连片种植“红皮洋芋”的好处，湟中区李

家山乡王家堡村村民张秀菊深有体会。

张秀菊口中的“红皮洋芋”就是“青薯 9 号”，

也被誉为“金蛋蛋”。青海独特的冷凉气候，以及

土壤有机质含量高，为“青薯 9 号”提供了良好的

生态自然环境，其“抗旱、抗病、高产”的特点深受

广大农民喜爱。

在青海，人们习惯称马铃薯为洋芋。“洋芋开

花赛牡丹”，这样的农家谚语其实饱含着农人对

马铃薯的偏爱，小小洋芋让广大群众增收致富的

故事也比比皆是。

“我去年从卡岳村新租了 100 亩地种植马铃

薯，种植用的是双色膜，两边是黑地膜，防止杂草

生长，中间的白地膜吸收阳光比较好，有助于土

豆芽出苗。”湟中农佳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赵财兴致勃勃地跟记者聊起自己的致富经，有了

土地和种子，他不断学习掌握新技术，农闲时还

去参加各种培训，回来再传授给村民，运用到田

地间。

“湟中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为我们合作社提

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每一次技术人员到田间

地头指导，我都会积极参加，认真听讲。我们种

的马铃薯品质好、口感好，销路根本不用愁。”赵

财告诉记者。

跟着赵财，合作社里的村民都渐渐成了“土

专家”。“以前不太懂种植，一年的下地量是多少

也不知道，现在以科学依据为准，对于病虫害的

治理，我们也是依靠科学。”合作社成员乜来说。

科学种植的背后是当地农业技术人员不断地

深耕投入。近年来，湟中区积极探索“专业技术人

员+乡镇+经营主体”的服务新途径，按照以点带

线、以线促面，集中调度与定点服务相结合的原

则，委派 37 名专业技术人员深入 12 个乡镇，不间

断地开展技术指导和跟踪服务，帮助种植户及时

发现并解决产业发展中可能存在的病虫害、管理

隐患及遇到的个性化、集中性问题，为农业生产

“把脉开方”。

同时，通过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举办马铃

薯特色产业技术培训专班 5 期、受训农民 235 人

次，为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辐射带动周边农户

增收，助力全区农业增效。

随着科技力量的不断投入，马铃薯产业发展

“羽翼”渐丰。

近年来，湟中区通过新品种、新技术的引进、示

范、推广，有效提升农业科技含量，带动提高农业生

产效益，筑牢马铃薯产业发展根基。

先后引进青薯 2 号、9 号、10 号、通薯 1 号、陇

薯 6 号、甘农薯 9 号、闽薯 1 号等新品种进行示

范，为高产优质的马铃薯推广起到引领示范作

用。同时，引进黑白相间双色地膜、水肥一体化、

根基追肥施肥器等新设备、新材料用于马铃薯生

产，累计示范推广面积达 1.507 万亩。2023 年，重

点打造马铃薯绿色高质高效示范区 2.5 万亩。推

广脱毒青薯 9 号、2 号等马铃薯新品种，通过绿色

高质高效集成技术的推广应用，重点示范区新增

粮食总产 1445万公斤。

注册“圣域”商标区域公用品牌，及“云谷红”

“隆口”“深眼窝”“庄稼汉”“壮指头”等企业商标；

20 万亩马铃薯生产基地被批准为全国绿色食品

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全部实现马铃薯绿色生

产；湟中区云谷川马铃薯基地入选第二批全国种

植业“三品一标”基地名单，经营主体随之壮大，

带动全区马铃薯外销到甘肃、宁夏、云南、贵州、

内蒙古等省区，鲜薯销售量约 15 万吨、实现产值

达 3亿元。

科技成就“薯”产业

新年伊始，独具高原特色的青海

龙羊峡三文鱼产品再次出口俄罗斯，

此次出口已从最初的冷冻产品拓展

到了冰鲜产品。

依靠科学养殖模式、先进设备技

术及产品质量安全溯源系统和鉴别

体系，青海省三文鱼养殖产业成为全

国三文鱼最大养殖生产基地。

“过去一年间，龙洋知鲜（青海）

股份有限公司（原青海民泽龙羊峡生

态水殖有限公司）依托青海龙羊峡独

特的高山冷水资源，对齐世界一流标

准，数智化建设迈上新台阶，5G 信号

覆盖水面养殖区域，生产设备、技术、

管理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公司销售

渠道多元化，内外贸扎实推进，产品

质 量 在 海 外 市 场 认 可 度 进 一 步 提

升。”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罗方介绍，目

前 ，企 业 已 取 得 出 口 欧 洲 资 质 和

ASC、BAP 国际双认证，以及 HACCP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位于海东工业园民和工业园区

的青海濮耐高新材料有限公司致力

于耐火材料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和

推广应用，在行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及各项有效技术专利共计 476 项，其

中发明专利 64 项。“2023 年，公司生产的以耐火原料

及耐火制品为主的电熔氧化镁、轻烧氧化镁及镁碳

砖等产品，出口美国、越南、韩国等国家约 1.1 万吨，

外贸出口累计达 6460 多万元人民币。新的一年，我

们将积极开拓新的市场。”公司相关负责人刘德胜

说。

2023 年，西宁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运行稳中

有进，外经贸实现提质增效，园区企业生产的碳纤

维、半导体 N 型硅料、高纯硅铁、藏毯等“青海产”“青

海造”产品远销瑞士、意大利、中东等国家和地区，实

现进出口总额 22.6 亿元，增长 14.8％。4 个园区均被

评为“省级外贸转型升级示范基地”，累计培育外贸

进出口企业 68家。

首个外贸综合服务平台上线运营，首个综合保

税区跨境电商产业基地开园，首个市级跨境电商综

合服务平台和两个区级跨境电商基地建成运营……

2023 年，西宁综保区引进各类外向型企业 13 家，实

现进出口总值 5.24亿元，同比增长 133%。

2023 年，在企业自主对外的同时，全省各类经贸

活动也在积极推进。

组织企业赴巴西、匈牙利、澳大利亚、日本、泰国

和港澳地区开展经贸活动，签订了一批合作协议，开

拓国际市场取得明显效果。青海对共建“一带一路”

国家进出口达 33.1 亿元，同比增长 19.7% ，占全省进

出口总值的 68%，进一步提高了开放平台承载力，提

升了开放型平台与进出口发展融合度。

同时，通过境内外展会、商务洽谈等方式，企业

出海抓订单，2023 年与 107 个国家（地区）实现贸易

往来，全省外贸进出口市场更加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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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1 月，由青海省核工业地质局

老挝青海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承接的首个泰

国呵叻府钾盐矿地质勘探项目于泰国正式

开工，项目合同金额 220 万人民币，为积极

融入“一带一路”打通了泰国创业新通道，

标志着青海省“走出去”工作取得新突破。

近年来，乘着“一带一路”东风，青海开

放发展的脚步愈加稳健。数据显示：2023
年，青海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10 家，实际利

用外资 2198 万美元，同比增长 81%，高于全

国增速 89 个百分点，超额完成增长 50%的

年度目标任务。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

2081 万美元，同比增长 68.37%，高于全国增

速 64.6个百分点，增速位居全国第 2位。

据青海省核工业地质局副局长刘维鹏

介绍，2007 年，青海省核工业地质局积极对

接一家在老挝开展钾盐勘查的中资企业，

经过多轮不遗余力的谈判争取，最终达成

合作，成为他们第一个“走出去”的项目，并

于 当 年 11 月 初 在 老 挝 成 功 实 现 了“ 第 一

钻”，开启了海外“钾盐勘探”业务可持续发

展道路。

不仅如此，青海核工业地质局还在实

施钾盐勘探项目的同时，积极拓展进出口

贸易，首次向老挝出口氯化镁 295 吨，进口

泰国榴莲、山竹 40 个货柜，实现了由大基

建到“小而美”民生贸易的全覆盖。

得益于持续推进“走出去”战略，2023 年，青海省核工

业地质局钾盐勘探项目工程营业额首次突破千万美元，不

断深耕东南亚市场，在老挝钾盐勘探市场份额超 90%，被

当地百姓亲切地称为“青海队”。

与此同时，在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方面，青海也

迈出坚实步伐。

大力推进“校企”融合新发展模式，建立“校企主导、政

府推动、行业指导、校企双主体”合作机制，积极引导省内

职业院校参与对外劳务合作，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 155
人，同比增长 4.7%。

作为高原内陆省份，青海利用外资工作开展一直非常

艰难。“2023 年，全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10 家，实际利用外

资同比增长 81%，外资主要来源地为香港，主要投资在清

洁能源领域，这样的成绩来之不易。”省商务厅负责人表

示，商务部门将进一步扩大双向投资，在“走出去”方面，巩

固青海省在制造、租赁和商务服务等传统领域的投资，依

托盐湖化工、青海拉面等优势产业，抢抓新领域投资发展，

拓展对外投资增长新空间。

2023 年，为把握“投资中国年”契机，出台系列政策文

件，加大外资引进力度，首次组织召开外资企业圆桌会议，

首次举办“知名跨国企业青海行”活动，邀请威立雅、赛诺

菲、普华永道等 12个跨国企业走进西宁、海东，与省内企业

达成多个合作共识。

据了解，新的一年，青海将进一步加强对外工程承包

提质升级，强化央企、地方国企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功能互

补，推动“投建营一体化”发展模式。同时，扩大“校企”合

作外派劳务发展模式，积极建立青海国际人才培训基地，

打造劳务合作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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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高速增长的背后，离不开全省商务系统为

之提供的坚实支撑。

“目前，公司出口主要产品为 IBC 太阳能电池组

件，2022 年出口额 7335.91 万元，2023 年出口额 1.85
亿元，增长了 2.5 倍。”黄河上游西宁太阳能分公司销

售主管王康慨表示，在公司外贸订单执行过程中，青

海省商务厅主动送服务、送政策上门，跟踪协调相关

问题和困难，提供专业化解决方案，进一步坚定了公

司扩大光伏产品出口的信心。

2023 年，在省商务厅市场拓展支持机制的指导

和支持下，黄河上游西宁太阳能分公司开启品牌出

海战略，积极参加国际性展会及论坛会议。在澳大

利亚全能源展期间，与澳大利亚某公司深入洽谈并

成功中标，目前产品已通过外方公司检验，签订了

500万元采购订单，成功开拓了澳大利亚市场。

过去一年，省商务厅加强订单调度，每季度召开

全省重点市州和园区外贸形势分析会，统筹推进外

贸发展工作；主动为 28 家联点帮扶企业送服务送政

策，举办 8 场专题培训，服务外向型企业 300 多家次，

协调省内相关部门，累计为 17 家企业解决困难 30 余

项；组织省内 300 家（次）企业参加 30 个境内外线上

线下国际性展会，签订协议（订单）420 个，金额超 10
亿元。

在服务企业、开拓市场等方面，省商务厅推进

“一企一策”,指导企业用足用好各类外贸政策，支持

信保公司与金融机构联合开展“青字号”产品出海行

动；引导企业通过国际性展会、推介会和境外商务洽谈，开拓国际市

场。

“在省商务厅‘一企一策’精准指导下，我们做好订单调度、企业

培育、政策优化和畅通企业市场开拓渠道等服务，成功搭建跨境电商

平台，优化外贸出口结构，进出口主体数量及千万以上户数大幅增

加。”西宁市商务局局长陈晓萍介绍，2023 年，西宁市进出口总值同比

增长 27.8%，近几年来首次实现贸易顺差。

值得一提的是，青海外贸结构也在进一步优化——光伏产品、盐

湖化工产品青海“新两样”出口表现亮眼，其中光伏产品出口 2.4 亿

元，同比增长 2 倍；碳酸钠出口 3.2 亿元，同比增长 42.5%；磷酸铁锂出

口 9238.1万元，同比增长 37.5%。

营商环境就是最好的招商。2023 年，省商务厅在服务外资企业

工作专班基础上，发挥政企常态化沟通联络机制作用，定期开展走访

调研，及时帮扶指导；严格按照《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开展外资

管理和服务，协力扎实推进全省商务领域助企暖企春风行动，通过电

话、微信群和上门走访，宣传介绍税费优惠、财政奖补、金融支持和优

化服务方面的政策，让企业应知尽知，确保外资企业平等享受助企暖

企优惠政策。

同时，加大项目服务跟踪力度，加强业务沟通协调，认真开展外商

投资信息报告工作。为营造规范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保障

外资企业合法权益，省商务厅还根据商务部对外资企业问题诉求收集

办理新系统的要求，及时向外资企业进行介绍和推广，新系统应用将对

畅通外商反映渠道，坚定外商投资信心，增强发展动能发挥积极作用。

“2024 年，我省将继续拓宽吸引外资行业领域，紧密结合产业‘四

地’建设，重点围绕盐湖资源综合利用、新能源、新材料、有色冶金、大

数据、生态旅游、特色农牧业 7 大重点产业吸引外资，引进培育一批补

链延链强链的外资项目。”青海省商务厅厅长熊义志表示，继续制定

并实施稳外贸政策措施，持续释放政策红利，助力青海实现高水平对

外开放。

高水平开放的背后……高水平开放的背后……高水平开放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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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鱼切片加工。 夏思远 摄

镁碳砖加工生产线。
青海濮耐高新材料有限公司供图

青海省核工业地质局连续15年在
老挝各省市开展测量、钻探、物探、地
质、化验等综合钾盐矿勘探工作。

青海省核工业地质局供图

即将出口国外市场的青海冰鲜
三文鱼产品。 夏思远 摄

2023 中国（青海）吉尔吉斯斯
坦经贸推介会。 省商务厅供图

青海展厅。 省商务厅供图青海土库曼斯坦经贸推
介会现场。 省商务厅供图

马铃薯试验田。 谭梅 摄

马铃薯播种覆膜。 胡建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