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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西海全媒体记者 吴予琴）
近日，省统计局发布 1 月至 7 月我省经
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7 月份以来，
全省各地区、各部门按照“疫情要防住、
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要求，高效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着力巩
固经济企稳回升基础，全省经济呈现持
续恢复态势，规模以上工业快速增长，
消费市场加快恢复，就业物价总体稳
定。

工业生产快速增长，新兴产业发展
势头良好。1 月至 7 月，全省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2%，比 1月至 6
月加快 0.6 个百分点。制造业大幅增
长。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中，制造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29.7%。优势产业快速成
长。全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 1.5倍，增速较 1月至 6月提高 47.1个
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5倍，
增速较 1月至 6月提高 21.4个百分点。

优势产业快速成长，主要产品保持
增长。1 月至 7 月，全省高技术制造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1.5倍，增速较 1月至 6
月提高 47.1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增加
值增长 1.5 倍，增速较 1 月至 6 月提高
21.4 个百分点。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主
要产品中，单晶硅产量同比增长 11.2
倍，多晶硅增长 45.1%，太阳能电池增
长 42.9%，光纤增长 1.4 倍，碳酸锂增长
24.2%，铜箔增长 6.3%，太阳能发电量
增长 6.4%，风力发电量增长 5.0%。

消费品市场明显改善，超半数商品
零售增长。1 月至 7 月，全省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 491.1 亿元。分行业看，全
省限额以上批发业零售额同比增长
8.6%，零售业零售额下降 13.0%；住宿、
餐 饮 业 零 售 额 分 别 下 降 22.2% 和
26.3%。分商品类别看，全省限额以上
批发零售业 19 类商品中，10 类商品零
售额同比增速较 1月至 6月有所提高。

旅游市场有所回升。1月至 7月，全
省接待国内外游客 1498.4万人，同比下
降 39.0%。7月份全省接待旅游人数较 6
月份增长 1.0 倍。金融存贷款保持增

长。7 月末，全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
余额同比增长 8.5%，其中住户存款余额
增长 12.4%。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
增 长 3.6% ，其 中 住 户 贷 款 余 额 增 长
6.2%。

就业市场总体稳定，财政收入保持
增长。7 月末，全省实有市场主体 54.5
万户，同比增长 5.3%。1月至 7月，全省
城镇新增就业人数 4.1 万人；农牧区劳
动力转移就业 90.4 万人次。全省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 1075.9 亿元，同比增长
7.4%，其中城乡社区支出增长 49.3%，
节能环保支出增长 22.8%，商业服务业
支出增长 25.5%。

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1 月至 7
月 ，全 省 居 民 消 费 品 价 格 同 比 上 涨
2.3%，涨幅与 1 月至 6 月持平。其中交
通和通信类上涨 5.7%，教育文化娱乐
类上涨 4.1%，其余商品和服务价格涨
幅均在 2%以内。7月份，居民消费价格
同比上涨 2.6%，涨幅比 6 月份缩小 0.1
个百分点。

1月至7月我省经济呈持续恢复态势

本报讯（西海全媒体记者 莫青 实
习生 米思婕）近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厅会同省民政厅、省残联印发通知，
启动就业援助“暖心活动”，从 8月至 10
月，集中开展“送岗位、送服务、送政
策、送温暖”活动，全力帮扶困难人员就
业增收。

依托“金保工程”信息系统，开展零
就业家庭、残疾人员、脱贫劳动力等重点
群体失业信息数据比对，做到人员底数
清、就业状态清、就业意愿清、服务需求
清。

发挥公共就业和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作用，收集和设立一批便民商业、物
业管理、家政服务、保洁保绿、基层协管
等社区就业岗位和灵活就业岗位，安排
就业困难人员上岗就业。

依托各级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力量，
深入街道、社区定期开展“就业坐诊服
务”，为援助对象开展个性化职业指导，
制订“一人一策”援助计划，精准实施分
类帮扶。

持续开展“12+N”公共就业专项服
务活动，筛选适合援助对象的岗位信

息，通过农村信息化平台、微信公众号、
青海人社通手机App等方式，“点对点”
定向推送至就业困难人员。

做好企业吸纳困难群体就业社保
补贴“直补快办”工作，筛选符合条件的
援助对象和用人单位，精准推送援助政
策，推进实现“一站式打包办理”。

为参加失业保险的援助对象按规
定落实失业保险金、失业补助金等。为
基本生活出现暂时性、阶段性困难的未
参加失业保险和未纳入低保的援助对
象按规定实施临时救助。

就业援助“暖心活动”启动

多措并举促进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增收

本报讯（西海全媒体记者 吴梦婷）
如今，丰富的旅游资源和当地人文风情，
提升着西宁的影响力。在微信、微博、抖
音等新媒体影响下，一批批景点成为网
红打卡地。西宁市围绕“建设国际一流
旅游集散服务中心,打造国际生态旅游
目的地标杆城市”目标，深入挖掘特色资
源，优化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布局，构建
多元化生态旅游体系，全面提升生态旅
游综合服务供给能力。

西宁市围绕加大生态保护，弘扬河
湟文化，构建生态旅游现代产业发展模
式等重点工作，制定《西宁市打造国际生
态旅游目的地工作方案》。全面实施山
水林田湖草冰沙生态保护修复工程与新
型城镇化建设，推动国家级西宁环城生
态公园建设，建成 14 个公园游园、生态
型国家 4A 级景区 3 个、国家 3A 级景区
15个、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 1个，推动生
态旅游发展。

为推动文化旅游与农业、教育、医疗、
科技等服务业实现融合互动发展，西宁依
托自然生态环境、地热温泉和民族医药等
资源，实施文旅投资项目 105项，推进大
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东峡旅游度假区、火烧
沟康养小镇等项目建设，打造唐道·637、
力盟商业步行街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
消费集聚区，建成八瓣莲花非物质文化遗
产展示中心、新华联石榴籽园特色街区等
特色文旅产业项目，推动旅游与休闲街
区、信息咨询、文化创意、影视娱乐、会展
博览等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

在乡村旅游发展中，西宁市以湟水
河沿线、时代大道-河湟文化产业园沿
线、大通东峡-鹞子沟沿线、109 国道沿
线为依托，推进休闲农庄、乡村酒店、特
色民宿、自驾露营、户外运动等休闲度假
产品开发，实现生态风景道品质不断提
升。西宁市建成全国乡村旅游重点乡镇
1 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1 个、省级乡
村旅游重点村 10 个、打造乡村旅游、红
色旅游、研学旅游等精品线路 15条。

此外，西宁市着力提升旅游服务基
地作用和集散中心功能，加快西宁空港
建设和西宁至海北藏族自治州、海西蒙
古族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和格
尔木的高速公路及服务体系建设，并完
善旅游服务设施通过开展旅游线路标示
牌的升级改造工作，加快旅游厕所的改
建、扩建，提升中心城市服务功能，助力
旅游中心城市快速发展。

西宁全力构建
多元化生态旅游体系

本报讯（西海全媒体记者 周建萍）
8 月 22 日，国家电投黄河公司传来喜
讯，凭借在助力光伏供应链绿色、安全、
创新发展等方面作出的突出贡献，黄河
公司在 2022 中国光伏绿色供应链大会
上荣获年度技术创新奖。这背后，是我
省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得来的
成绩缩影。

来自省统计局的最新消息，今年 1
月至 7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主要产品
中，单晶硅产量同比增长 11.2 倍，多晶
硅增长 45.1%，太阳能电池增长 42.9%，
光纤增长 1.4 倍，碳酸锂增长 24.2%，铜

箔增长 6.3%，太阳能发电量增长 6.4%，
风力发电量增长 5.0%。

这些与新能源产业链相关联的数
据 增 长 ，再 次 印 证 了 我 省 以“ 绿 ”为
进，立足本土面向全国作出的贡献。
作为我省光伏产业链的龙头企业，黄
河公司不断加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
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闭环形成多
晶硅、硅片、电池、组件、支架、光伏电
站规划设计及建设、运行维护、检测
评价及组件回收的绿色循环全产业
链。建成国内首条量产规模的 IBC 电
池和组件生产线，电池量产转换效率

达到 24.2%。
第三、第四季度，我省还将加快推

进大基地项目建设，加快国家第一批以
沙漠、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的大型风
电光伏基地项目建设，力争到 2022 年
底建成并网 300 万千瓦。加快实施亚
洲硅业电子级多晶硅、高景 50 吉瓦直
拉单晶硅棒、阿特斯 10 吉瓦直拉单晶
硅棒、丽豪 20万吨高纯晶硅、泰丰 16万
吨高能密度锂电材料、弗迪 10 吉瓦时
刀片电池、时代新能源 15 吉瓦时动力
及储能电池等项目，助力光伏产业和锂
电产业发展。

青海新能源产业链再获“国字号”殊荣

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

本报讯（记者 李欣） 8 月 22 日，省
政府召开全省防汛救灾工作视频会议，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
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贯彻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进一步分析研
判防汛形势，对全省防汛救灾工作再动
员、再调度、再部署。省委副书记、省长
吴晓军出席会议并讲话。

吴晓军指出，8 月份以来，我省出
现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降雨范
围广、局地强度大，防汛救灾形势严峻
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坚持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坚决树牢底线思维、极
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
宁 可 信 其 有 、不 可 信 其 无 ，宁 可 信 其
大、不可信其小，宁可信其早、不可信

其晚，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
迅速行动、全力以赴，扎实做好防汛救
灾各项工作，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

吴晓军强调，指挥调度再高效，全
面落实防汛救灾属地责任、主体责任、
行业责任、部门责任，全面履责、靠前指
挥，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将责
任落实到乡镇村社、每户每人。预测预
报预警再加强，突出抓好临灾预警，强
化预警信息共享，健全“叫门”“叫应”机
制，教育引导群众增强避险意识。风险
隐患排查再细致，切实抓好水库安全度
汛，山洪、泥石流灾害防御，中小河流、
农村路桥等重点部位防范，发现险情及
时有效处置。群众转移避险再及时，落

实好“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
如何管理”五个关键环节工作，坚持危
险区和隐患点涉及人员“三个紧急撤
离”，加强草场牧场、施工营地、涉水路
桥、旅游景区等场所人员管理，落实好
孤寡老人、留守儿童、残疾人员等“一对
一”避险帮扶措施，做到应转尽转、应转
早转、应转必转。城乡安全保障再有
力，紧盯路桥涵洞隧道、低洼易涝区、在
建工地等重点部位，及时组织做好河道
排水管网疏通、裸露电线排查、排水口
垃圾清理等工作，落实应急管控措施，
确保电力、通信、燃气等城市“生命线”
正常运转。应急救援再迅速，细化优化
应急预案，完善抢险救援协调联动机
制，做好综合实战演练，备足备齐应急

物资，做到时刻预警、战时战备、统一指
挥、迅速响应、处置有力。

吴晓军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坚决
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
安全”重大要求，敢于担当、善于统筹，
多线作战、连续作战，众志成城、全力以
赴抓好疫情防控、防汛救灾、经济建设、
安全生产等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迎接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卫东主持
会议并通报有关工作开展情况；省委常
委、副省长才让太通报汛情灾情及应急
处置情况；省气象局通报近期天气情
况。

会议在省设主会场，各市（州）、县
（市、区、行委）设分会场。

全省防汛救灾工作视频会议召开
吴晓军出席并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