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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抓机遇促发展抢抓机遇促发展··青海在行动青海在行动

本报讯（记者 啸宇）一季度全市
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对 41
户重点企业进行包保服务、实施工业
经济高质量发展“六大工程”、一季度
培育中小微企业100户……为全面贯
彻《青海省工业扩规增产行动方案》
要求，确保全市工业经济实现首季

“开门红”，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日前，我市制定工业扩规增产行动若
干措施。

按照目标要求，一季度将力争实现
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续
建项目开复工率达到80%以上。上半
年力争实现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完成工业投资80亿元以上。全年
力争实现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完成工业投资200亿元。

为此，我市将全力稳定工业增长
态势，深入落实包保服务，为对全市经

济社会发展支撑引领作用强的 41 户
重点企业进行包保服务，开展“一企一
策”指导帮扶、协调要素、疏通堵点，着
力稳住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行业企
业生产。全力推动企业稳产复产，重
点协调保障高景太阳能、青海铜业等
连续性生产企业稳定生产，督促做好
复工复产，确保一季度全市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开复工率达95%。

同时，加快工业项目落地建设，
实施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六大工
程”，组织实施工业项目 110 项，一季
度力争完成一般性工业投资23亿元，
确保弗迪电池年产 5GWh 新型动力
锂电池、丽豪半导体10万吨高纯晶硅
等续建项目复工建设，确保天合光能
35GW 直拉单晶、中
复神鹰1.4万吨高性
能碳纤维原丝等重

点项目陆续建成投产。全面支持中
小企业做优做强，加快培育优质企业
主体，全年力争培育新增规上工业企
业 18 户，培育中小微企业 450 户。加
快推进信息化建设，持续推进通信基
础设施建设，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做好工业节能降耗，实施重点项目节
能审查和节能技改项目，进一步细化
完善我市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

据悉，我市成立工业扩规增产
工作专班，全力为全市企业服务，

“一站式”解决企业存在的困难问
题，加大向上资金争取力度，通过
多元化、全方位的金融服务支持制
造业转型升级，确保各项目标任务
落地见效。

助企纾困多措并举，这个春天，西宁的“产业为王”正强势开
局——

与“好兄弟”青海高景同心所向，前不久，天合光能青海基地
首根“西宁造”单晶硅棒成功下线，在高景速度的基础上，成就天
合速度，西宁温度在企业家心中再次升温。

在西宁深耕多年的中复神鹰二期1.4万吨碳纤维和原丝表
面增强材料等项目，正处于加速建设阶段，争取2023年上半年
能够实现全面投产。

与西宁的牵手，让中复神鹰碳纤维西宁有限公司常务副总
经理连峰信心满怀：我们致力于把西宁碳纤维项目打造成具有
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碳纤维生产基地，为西宁乃至青海源源
不断注入新鲜血液和发展活力。

在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众多头部企业强强联合，为西宁经
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处处涌动着发展潮流，演绎着政府与企
业的双向奔赴。

助企暖企春风行动、政策对接争取行动、投资项目攻坚行
动、工业扩规增产行动、消费恢复提振行动、科技创新赋能行动、
招商引资提效行动、现代农业提质行动、就业提质增效行动！这
两天，《西宁市抢抓机遇促发展活动实施方案》发布，组织实施的
九大行动被广泛关注，释放出西宁当好推动高质量发展排头兵
的坚定信心和决心，在助企纾困的同时，也向外界传递了西宁加
快推进产业集聚提升，构筑现代产业体系新优势的鲜明信号。

该《方案》明确：从当前至6月份我市全力组织实施抢抓机
遇促发展九大行动，力争上半年各项指标继续保持恢复增长势
头，为全面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

政府服务在变，企业更是冲锋在前，这个春天，大家开始抢
跑。

今年西宁市《政府工作报告》关于未来五年的规划中，将“聚
力高质量发展”放在了“五个聚力”之首：立足建设产业“四地”，
做大做强做优三个千亿级产业集群，积极培育支柱产业，提升服
务业发展质效，布局“新赛道”、抢占“制高点”，加快构建具有西
宁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当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

2022年产销两旺，青海高景交出亮眼成绩单：工业产值从
2021年的27亿元提升至2022年的183亿元，产值翻了6倍，成为
青海的明星企业。但高速发展之下，用工短缺成了“甜蜜的烦
恼”。

得知情况，市人社部门主动对接企业进行摸排，动态了解重
点企业用工需求，形成企业用工需求台账。通过开展“线上+线
下”、网络招聘、直播带岗等多元化公共就业服务，为14家重点
企业解决用工4150人，为广大求职者和招聘企业牵线搭桥，促
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特别是农村低收入群体、易地扶贫搬迁
户就业增收，保障重点企业用工，推动西宁就业形势稳定向好。

拼经济，企业是换道超车的“主力军”，也离不开政府出实
招、见行动的服务。

“抢抓发展机遇，做强支柱产业、壮大市场主体、推动转型发
展、厚植城市情怀，西宁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当好服务企业发
展、服务企业家自身发展的‘店小二’，用心用情用力为企业解难
题、办实事，让企业在西宁真正有家的感觉。”

“欢迎大家来西宁发展！”被优质服务感动，天合光能主材料
事业部总裁赵金强成为西宁的忠实“粉丝”。他说，今后将一如
既往地做西宁高质量发展的见证者、支持者、参与者、推动者，在
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中贡献“天合光能”力量。

此外，按照全省助企暖企春风行动工作安排，坚持“抓大不
放小”，西宁面向全市符合条件的各类市场主体，重点关注生存
困难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确定全市帮扶企业对象，目前已
确定帮扶企业6619户，占全省帮扶企业的55%以上。在积极承
接国家和省级61条政策措施基础上，推出市本级相关惠企政策
12条，研究制定推动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9方面28条，切实
帮助市场主体纾困解难。全力推动重大项目建设，一季度437
个重点项目已开复工84项，完成投资7.4亿元。

招工忙，生产忙，出货忙，帮扶忙……在充满希望、洋溢活力
的春天，西宁各级政府和各大企业抢跑春天里，正为努力实现一
季度“开门红”加压奋进…… （记者 张永黎）

本报讯（记者 娜仁）今年1月，晚
报热线接到一位市民来电，来电者李
奶奶年近九旬，因新冠病毒感染合并
肺部感染，出现了心力衰竭，看到本报

《健康周报》刊发的西宁市第一人民医
院呼吸与危重症专科介绍后，致电医
院相关专家，病情得到了及时的救治。

一年来，西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与
西宁晚报社强强联手，合办走进西宁
市第一人民医院系列报道，获得了市
民的点赞及好评。晚报《健康周报》自
创刊以来，充分发挥媒体快速互动、舆
论监督的特点，以科学、权威的态度和
文风，及时发布我市医疗卫生方面的
权威信息，并在疾病防疫、寻医问药、
养生保健方面，开设专栏引导市民践
行健康的生活方式。

走进西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系列报

道，对医院的医学专家做人物专访，对
医院的新技术、新成果做及时推介，截
至目前已推出神经医学中心、妇科、骨
科、风湿血液科等 11 期系列报道，内
容包含科室特色手术、健康科普、专家
介绍等方面，将健康送到每一位市民
身边。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健康周
报》已成为市民朋友值得信赖的良师
益友。

“这样的合作太好了，每周三的
《健康周报》已经成为我最期待的内
容，尤其是医生的健康提醒，让我们能
够识别自己患有的症状，减少健康的
试错成本。”网友“木子”留言。“订阅

《西宁晚报》很多年了，内容好，每一期
科室介绍都附有科室热线电话和专家
介绍，直接可以预约咨询，希望今后多
做这样的报道，为更多的百姓服务。”

市民周先生说。
西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我市

综合性三甲医院，拥有强大的医疗团
队，以高效优质的服务满足市民的医
疗需求。“《健康周报》走进西宁市第
一人民医院系列报道，介绍了医院优
势、先进科室、优势技术、专家专长，
让市民在寻医问药时，应该去哪个科
室、找哪位医生，了然于心，这就是我
们合作的宗旨。”西宁市第一人民医
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范程说。“《健
康周报》走进西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各
科室系列报道围绕一个个科室，进行
完整准确的介绍，这是我们需要的，
也是患者需要的。今后让系列报道
做得更加全面，为更多患者服务。”西
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
医师宗尚花对记者说。

本报讯（记者 王琼）“听力与语言
是人类相互交流和认识世界的重要
手段，然而，耳病和听力障碍的阴霾
却袭扰着人类，听力障碍严重影响着
这些人的社会交往和个人生活质
量。”3 月 3 日，是第十一个“世界听力
日”，同时也是我国第二十四个“全国
爱耳日”。

为满足听力残疾人康复服务需
求，帮助听力残疾人走出“无声”世
界，3 月 3 日至 3 月 24 日，我市将集中
开展一系列的“爱耳日”主题活动，
其中包括：引导社会公众学习听力
健康知识，集中开展听力知识讲座；

树立耳聋防治理念和信心，开展主
题文艺演出；对需要监测听力损伤
者给予免费测听力并适配助听器；
开展残疾人康复需求筛查活动，对 0
岁至 17 岁听障、脑瘫、智障、孤独症
残疾儿童，全年龄段假肢、矫形器残
疾人康复需求进行筛查；为准确宣
传、解读《青海省残疾预防行动计划
（2022-2025 年）》，提升残疾预防和
健康服务能力，将举办残疾预防及
康复工作培训班。

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
下，在省残联的大力支持下，西宁市各
级残联组织和广大残疾人工作者主动

担当作为，精准靶向发力，通过“量体
裁衣”式个性化服务，截至目前，已助
力2757名听力残疾人重新回到有声世
界。

西宁市残疾人联合会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导致耳聋的因素有耳毒性药
物、遗传、感染和疾病等，环境噪声污
染、意外事故导致耳聋的人数也在逐
渐增多，目前随着人口寿命增长和老
龄化，老年性耳聋的人数也在不断增
加，为此，西宁市残联将大力宣传科学
护耳方法，引导大家养成健康用耳的
好习惯，自觉减少噪声影响，保护听力
健康。

医媒携手为市民寻医问药“搭桥”

我市制定若干措施，促进工业扩规增产

全国爱耳日：科学爱耳护耳西宁在行动

本报讯（记者 张弘靓）3月2日，市
委副书记、市长石建平采取“四不两
直”方式，暗访调研安全生产工作。他
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严格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
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决克服麻痹思
想、侥幸心理，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
隐患，持之以恒抓好安全生产，全力维
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
稳定。

在城西区文景街26号金座·唐道

驿建筑工地现场，石建平详细查看工
程建设档案资料，认真听取安全生产
工作落实情况汇报，仔细排查起重设
备、脚手架、施工用电、临时用房等重
点部位安全隐患，现场交办查出的问
题隐患，要求市应急局后期督促企业
做好整改。他指出，企业要落实主体
责任，加强安全教育，做好防护措施，
营造安全施工环境。当前天气寒冷，
要关注员工宿舍用电安全，严防发生
火灾事故。

燃气安全连着千家万户，事关社

会稳定。来到中油燃气城西门站，
石建平按照要求，规范佩戴头盔、更
换防静电服、关闭手机后进入门站，
实地察看燃气储存输送工艺流程，
现场询问操作规范、隐患排查整改情
况，他强调，企业要严格规范流程，加
大检查频次，强化安全管理，严禁一切
烟火，防止意外事故发生。要切实承
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强化统筹调度，
按需拓展气源，同时扎实做好储存、运
输、用气各环节安全保障，确保天然气
安全稳定充足供应。

石建平暗访调研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

加强隐患排查整改 筑牢安全生产最严防线

本报讯 3月1日、2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
省委副书记、省长吴晓军带队，先后拜会财政部、国务院国资委，
汇报衔接工作，争取更大支持。财政部党组书记、部长刘昆，国
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张玉卓和有关领导同志参加会谈。

陈刚、吴晓军对财政部、国务院国资委长期以来给予青海的
有力指导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们说，当前，青海全省上下正在
全面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
海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产业“四
地”，积极促进民生改善和民族团结进步，不断推动现代化新青
海建设取得新成就。希望财政部、国务院国资委一如既往关心
青海，在政策、项目、人才、资金等方面给予更大指导支持，进一
步助力青海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刘昆、张玉卓对青海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对请求支持的事项
作出积极回应。他们表示，青海在全国大局中的生态安全地位、
国土安全地位、资源能源安全地位十分重要，高质量发展前景广
阔。财政部、国务院国资委将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精神，充分考虑青海省情实际和发展愿望，全力支持青海发展。

省领导朱向峰、刘超参加。

陈刚吴晓军拜会国家有关部委

西宁西宁，，奔跑在春天奔跑在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