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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西海全媒体记者 吴予琴）
8月 11日，青海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在西
宁举行“青海这十年”住建专场新闻发
布会，邀请青海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
长王发昌等相关负责同志，介绍十年来
青海住建领域有关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和
住建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稳步推
动行业高质量发展。全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事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城乡
建设、住房保障、房地产业、建筑业发展
等发生了历史性变革，民生保障水平得
到全面提升，为我省与全国一道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的新征程作出了住建贡献。

住房保障水平全面提升。十年来，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按照“住有所居，
住有宜居”总体目标，坚持“房子是用来
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保障房地产
市场总体保持平稳运行，基本实现“稳
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目标。物业管理
服 务 水 平 有 效 提 升 ，物 业 覆 盖 率 达
76%，住房公积金覆盖面受益面持续扩
大。全省累计实施城镇保障性安居工
程 61.18 万套，发放住房困难群体住房
租赁补贴 18.57 万户。城镇低保和低收
入住房困难家庭基本实现了应保尽保。

城 镇 老 旧 小 区 改 造 工 作 成 效 明
显。截至目前，全省已安排实施城镇老
旧小区改造 15.24 万套，近 40 万户棚户
区居民“出棚进楼”，近 1400个城镇老旧
小区得到全面改造。2022 年纳入计划

安排实施改造 400 个小区 4.09 万套，落
实中央和省级补助资金 40.95亿元。

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快速推进。十
年来，全省城市县城新增生活污水处理
厂 34 座，生活污水处理率达 94.63%；新
增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场 35座，生活垃
圾无害化处理率达 98.08%；新增建成区
绿化覆盖面积 7551公顷，建成区绿化覆
盖率达 31.7%；新增公园绿地面积 1890
公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 11.05 平方
米，较 2012 年分别增长了 41.14、33.52、
10.6个百分点和 3.98平方米。

乡村面貌全面改善。十年来，全省
安排建设高原美丽乡村 2400个，省级财
政专项补助资金累计投入 29.1亿元，持
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逐步补齐和完善
村庄基础和公共服务设施短板。启动
实施农牧民居住条件改善工程，安排实
施 10万户建设任务，投入省级专项资金
15亿元。大力实施农牧区危旧房改造，
全省 20 万户危旧房改造规划目标任务
圆满收官，提前完成目标任务，农牧民
住房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生态文明引领行业发展。十年来，
城乡建设方式从粗放外延式向集约内
涵式转变，稳步推动行业绿色发展。截
至目前，已有 996 个项目获得一星级及
以上绿色建筑标识，城镇绿色建筑占新
建建筑比重已达 73.5%，完成既有建筑
节能改造 1278万平方米，实施完成农牧
地区被动式太阳能暖房 13050 套，建成
超低能耗建筑 1.2 万平方米，发布实施
59项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居住建筑节能

率从 50%提升至 75%，公共建筑节能率
从 50%提升至 72%+。

城市历史文化保护工作进一步加
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不断提升历
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力度，有序推
进历史文化保护工作。全省现有 1个国
家历史文化名城、1 个中国历史文化名
镇、5 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4 个省级历
史文化名城、1 个省级历史文化名镇、2
个省级历史文化名村、123 个中国传统
村落。

统筹行业安全和发展。不断强化红
线意识和底线思维，把安全工作放到首
要位置来抓，搭建了住建行业风险防控

“1+6”的制度框架，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提
供安全保障。顺利完成自然灾害综合风
险普查试点工作，完成近 230万栋 4.5亿
平方米房屋建筑调查任务。积极开展农
村牧区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截至
2021年年底，全省行政村排查覆盖率为
100%，排查农房总数 844323 户，初步判
定隐患房屋6309户，占比为0.75%。

建筑业实现转型发展。建筑业作
为支柱产业支撑作用愈发明显，对全省
经济的贡献率不断提高。十年来，全省
资 质 内 企 业 累 计 完 成 建 筑 业 总 产 值
4394.5 亿元，较前十年增加了 2.9 倍；累
计完成建筑业增加值 2940.2 亿元，较前
十年增加了 2.87倍。

“青海这十年”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专场新闻发布会举行

近40万户棚户区居民“出棚进楼”

本报讯（西海全媒体记者 范程程）
8 月 11 日，记者从青海省国资委获悉，
我省国企改革三年行动进展成效有了
稳步提升，截至今年 6 月底，三年行动
主体改革任务基本完成。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实施两年多来，
我省国企改革支撑发展作用显现，截至
6 月底，改革 1 户“科改示范企业”、1 户

“双百企业”在国务院国资委 2021 年度
改革评估中评定为优秀。上半年，省属
监管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582.02 亿元，同

比增长 4.8%，实现利润 132.7亿元，同比
增长 282.7%，为稳定全省经济大盘贡献
了国企力量。

省属监管企业改革将继续在改革
进度质量提升，改革深度广度均衡度等
方面持续发力，通过深化改革强化企业
创新主体地位，提高企业抗风险能力，
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有效激发企业活
力，稳步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企业
改革亮点纷呈，典型经验突出，成果凸
显的良好局面。

此外，围绕“三个明显成效”总体要
求，统筹协调改革发展稳定关系，聚焦
短板弱项加快改革进度提升质量水平，
在提升改革质效上狠下功夫。围绕高
质量发展持续深入推动改革，围绕“产
业四地”建设加快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
整，聚焦主责主业做实做强实业产业。

上半年省属监管企业营收超582亿元

本报讯（西海全媒体记者 彭娜）
来自青海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消息，
青海省药品检验检测院摘得我国民族
医药科技最高奖项——中国民族医药
学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为推动各民族医药学术传承发
展，总结各民族医药学术成就与最新
研究进展，近日，中国民族医药学会通
过资格审查、专家评审、终评答辩和公
示，最终由学会常务理事会议审议通
过，授予青海省药品检验检测院主持
完成的“藏成药整体质量控制与安全
风险研究及应用”科研成果为 2021 年
度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一等
奖。这是省药检院继 2020年获评青海
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后再获殊荣。

此项研究成果从我省增补基本药
物藏成药调研分析评价、藏成药质量
标准提高、整体质量控制、非法添加松
香酸检验方法、安全风险评价 5 方面
展开研究，对整体提高我省增补基本
药物藏成药品种遴选、采购供应、临床
使用和质量监管水平，提升藏成药质
量标准，确保患者用药安全有效具有
重大意义，为省内藏药生产企业提供
技术支撑和服务。

省药检院摘得我国
民族医药科技最高奖

本报讯（西海全媒体记者 彭娜）
来自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消息，
我省 10 家冬虫夏草企业与 14 家柴达
木枸杞企业，被核准使用地理标志专
用标志。至此，我省合法使用国家地
理标志专用标志的企业已达 58 家。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关于
核准 14 家企业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

的公告》（第 487 号）和《关于核准 75 家
企业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公告》
（第 496号），我省 10家冬虫夏草企业与
14家柴达木枸杞企业，被核准在生产的
地理标志产品上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
志，获得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其中，14
家柴达木枸杞企业是我省首批获准使
用“柴达木枸杞”地理标志的用标企业，

成功实现“柴达木枸杞”用标零的突破。
近年来，省市场监管局大力推进地

理标志申报、运用、保护工作，通过开展
地理标志专题调研，宣传解读地理标志
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举办全省商标地
理标志建设暨监管执法培训班等举措，
激发市场主体用标积极性，提高用标覆
盖率，进一步发挥地理标志品牌效应。

58家企业获准使用国家地理标志专用标志

本报讯（西海全媒体记者 范程程）
提供 24 小时热水、免费 WiFi、洗衣烘
干……8 月 10 日，记者从青海省总工
会获悉，省总工会协同省交通运输厅
推进全省“司机之家”建设，截至目前，
全省已建成 2 个全国 5A 级、1 个全国
4A级等 8个“司机之家”。

“司机之家”是交通运输部、中华
全国总工会共同推进的重大民生实事
工程之一，旨在解决广大货运司机在
驾驶途中遇到的“停车难、吃饭难、休
息难”问题，为货车司机提供能够“吃
口热饭、喝口热水、洗个热水澡、停个
放心车”的暖心场所。

目前，全省建成的 8 个“司机之
家”分别位于马场垣服务区、湟源服务
区、循化服务区、群科服务区、伊克高
里服务区、格尔木昆仑物流园、北川工
业物流园、格尔木北出口加油站。

“司机之家”的建设过程中，全省
各级工会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为
不断强化“司机之家”服务阵地作用，
完善服务功能，增强实用性，2019 年
至 2022 年 ，省 总 工 会 共 对 全 省 8 个

“司机之家”投入建设补助资金 72 万
元，拓宽服务领域、改造硬件设施、升
级软件配套、配齐设施设备、丰富物
品种类。

8个“司机之家”
服务货车司机

本报讯（记者 李欣）8 月 11 日，省
委副书记、省长吴晓军在西宁会见参加
2022“一带一路”清洁能源发展论坛的
省部级领导、院士、知名专家、央企、上
下游企业代表。

吴晓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前来参
加论坛的嘉宾表示欢迎，对长期以来给
予青海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吴晓军
说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高 度 重 视 青 海 工
作，明确了“三个最大”的省情定位和

“三个更加重要”的战略地位，提出了

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和建设包括国家清
洁能源产业高地在内的产业“四地”
的发展路径。本次论坛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安全重要论述
和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以“发展
清洁能源 助推绿色低碳”为主题，立
足青海、面向西北、服务全国，凝聚各
方智慧，推动清洁能源高质量发展，
加快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努力为全国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作出青海
贡献。希望各位嘉宾将先进的理念、

经验、模式带到青海，积极布局相关
产业投资，在共同打造国家清洁能源
产业高地中实现互利共赢，结出丰硕
成果。

与 会 嘉 宾 对 论 坛 的 举 办 表 示 祝
贺。大家表示，青海生态地位重要特
殊，清洁能源资源富集，开发建设条件
优越，在国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
发挥着重要的战略支撑作用，将优势
互补、携手合作，助力青海打造国家清
洁能源产业高地，开创双赢、多赢的新

局面。
其间，吴晓军还先后会见中国东方

电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俞培根、国家
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江毅、明
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董事长张传
卫、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曹
志刚、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朱民、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
纪凡等嘉宾。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卫东，副
省长匡湧、刘超分别参加会见。

吴晓军会见部分参加2022
“一带一路”清洁能源发展论坛嘉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