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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预计完成招商引资签约额 191 亿元，为省定任务
129%；省外到位资金35.4亿元，为省定任务118%……“开门红、
开门稳”成为当前我市招商引资发展的精准诠释，也折射出西宁
所蕴藏的充足潜力。

如何进一步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优势、释放经济增长潜
力？招商引资工作成为重头戏！

全市以聚焦集群建延补强、放眼长远前瞻谋划发挥“强引
擎”作用，以“六比六看”为导向发挥“压舱石”作用，持续掀起“大
抓项目、抓大项目”新热潮，努力推动招商引资再上规模再上水
平再上台阶。

◆ 强化担当走在前列 重点产业量质齐升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招商引资作为经济发展头等大事和

“一号工程”，牵动全局、事关长远，等不起、慢不得。为此，我市
以起步就冲刺、开局就决战的精神状态迅速投入各项工作。

一季度以来，在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下，全市在“走出去”
和“请进来”中拓宽招商引资新路径，坚持以项目招引为突破口
支撑点，压紧压实责任、创新招商机制、点燃招商激情，跑好开局

“第一棒”、奋力冲刺“开门红”，力争以优异成绩为全市高质量发
展注入新活力、增添新动能。

从项目洽谈到最终落地见效，只有不断提升全流程的有序
有效运转，才能形成大招商的闭环和活力释放……

全市上下紧紧围绕打造“高地”、建设“四地”战略任务，深入贯
彻省市工作部署，尽锐出战、久久为功，推动招商引资各项工作取
得阶段性成效。一季度预计完成招商引资签约额191亿元，为省
定任务129%；省外到位资金35.4亿元，为省定任务118%。

◆ 聚焦集群建延补强 全面推进产业链招商
今年以来，我市围绕光伏制造、锂电储能、特色化工和合金

新材料、生物医药和高原动植物资源精深加工、数字经济、电子
信息材料、氢能、文化旅游、现代服务业、基础设施及房地产10个
重点领域，成立10个产业链招商小组，市级领导率先垂范、亲力
亲为，分头带队赴武汉、上海、深圳、南京等地区开展招商活动，
与天合光能、晶科能源、比亚迪等重点企业洽谈，部分项目达成
初步合作意向。

各县区分别赴湖北、江苏、上海等地区就铝合金车轮、5万吨
三氯氢硅、国际会展中心酒店、智慧城市运行管理等项目达成初步
合作意向；开发区各管委会分别赴宁夏、广东、江苏等地区调研高
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氢能装备、生物医药等产业，对接医用贴剂生
产线、氢氧离子机及仓式负氧离子机生产等4个拟落地项目。市
属管委会、市直相关单位分别赴陕西、北京、四川等地区开展招商
活动11次，森林康养旅游产业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同时，已有多个省外企业来我市实地考察，呈现一番客来客
往的火热景象……

◆ 放眼长远前瞻谋划 全面推进项目储备
市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制定印发《西宁市贯彻落

实〈青海省实施招商引资“六大行动”工作方案（2022—2025年）〉
的实施方案》《西宁市招商引资提效行动若干措施》，建立调度、
通报、备案、考核机制，实行“月调度季通报年考核”制度，制定全
市外出招商活动台账，强化综合协调和统筹调度，形成了信息互
通、资源共享、协调联动的工作机制。

“我市对照国家产业政策、投资导向、支持方向，准确把握发
展大势、竞争态势，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目前已筹划各类
项目220项，计划总投资1735亿元。建立42个手持项目台账，计
划总投资857亿元；深化央地合作，对接与央企合作项目12个，
计划总投资410.4亿元。精心制作10条产业链图谱及2023年全
市产业招商宣传片、PPT，印制招商项目册2000册，为滚动储备
项目、外出推介和招商活动奠定了基础。”市招商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 （记者 张弘靓）

西宁一季度招商引资向春而行
本报讯（记者 小蕊）3月30日，省

水利厅在西宁组织召开青海省黄河
干流防洪工程竣工验收会议。省发
展改革委，海东、海南、黄南、果洛4市
（州）水利行政主管部门等参加了验
收会。

验收委员会通过查阅档案资料，
听取工程建设及各参建单位工作汇

报、各专项验收结论意见及竣工技术
预验收工作报告，经过充分讨论，一
致同意该工程通过竣工验收。

据悉，青海省黄河干流防洪工
程是国家 172 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
工程，是我省历史上单项投资最大
的防洪工程。工程批复总投资11.34
亿元，总工期 24 个月，涉及 4 州（市）

15 县 36 个乡镇，共治理黄河干流及
支沟沟口河（沟）道153公里，新建堤
防（护岸）总长 185.95 公里。工程建
设后运行正常，特别是近几年汛期
发挥了巨大的防洪效益，全面提升
了黄河干流的防洪能力，保障了两
岸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促进了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

千万市场主体是市场经济的“细
胞”，也是全市经济发展的底气和韧
性所在。过去一年来，我市财政、税
务、人民银行等部门持续实施退税减
税降费政策，精准落实税收优惠政策

“不打折”，一次性退还企业数额可观
的退税资金，让退税减税的“真金白
银”落到企业口袋，真正成为企业度
过疫情“严冬”的“雪中碳”……

2022年，全市累计退税和新增减
税降费104亿元，惠及市场主体12.66
万户……在经济下行压力不减，疫情
冲击的背景下，一张张退税减税降费

“账单”，折射出的是一个个税费政策
“红包”对企业发展支持力度的持续
加码。

政策有力度政策有力度 助力企业焕发活力助力企业焕发活力

中小微企业是稳经济的重要基
础，也是享受留抵退税的重点群体。
2022年3月以来，生物园区税务局与
财政等部门协同配合，聚焦中小微企
业发展痛点、堵点、难点，以税收政策
的精心落实、税务服务的精细推进、
税惠红利的精准纾困，全力帮助我市
中小微企业降本增效、焕发活力。

生物园区由于所处位置特殊，产
业定位特殊，辖区内纳税人以中小微
制造业、批发零售企业为主，是此次
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关注的重点，
如何将政策广泛宣传好、精准辅导
好、快速落实好、风险把控好，是园区
税务局开展好此项工作面临的突出
问题。“我们按照不同行业、不同类
别、不同规模的纳税人，建立给谁退、
退多少、怎么退的明细账，确保留抵
退税‘退得快、退得稳、退得准’。”生
物园区税务局负责人说，要让增值税
留抵退税的政策红利更快直达企业，
减少企业的后顾之忧。

市财政局条法税政科负责人刘
小星介绍，作为财政部门，在推进营
商环境工作中全面落实退税减税降
费政策。按照国家、省、市关于退税
减税降费要求，我市把退税减税降费
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以政

府收入的“减法”换取企业效益的“加
法”和市场活力的“乘法”，大幅降低
企业税费负担，有效激活了企业发展
活力。2022年，全市累计退税和新增
减税降费 104 亿元，惠及市场主体
12.66 万户，有效缓解了企业资金压
力，提振了市场企业主体活力，为企
业设备更新、技术改造注入了现金活
水，扩大了企业有效投资。

服务有温度服务有温度 精准滴灌暖企业精准滴灌暖企业

青海明胶有限责任公司之前是
国内知名的明胶生产企业，在疫情期
间受到了较大影响。“我公司已停产
一年多，前期公司累积了 15.19 万元
的留抵税额，自新政策出台后，微型
企业存量留抵税额和增量留抵税额
可一次性退还，这对于本就资金困难
的我们，无疑是‘雪中送炭’的好事。”
青海明胶有限责任公司的办税人向
税务干部介绍说。

为了让留抵退税直达企业，生物
园区税务局对青海明胶有限责任公
司开展了点对点、面对面的上门辅
导，税务干部向企业详细讲解了退税
政策，并同企业一道对退税数据进行
精准测算，同时会同税源管理部门和
纳税服务部门安排好受理企业的退
税时间。企业完成申报后立即在电
子税务局发起退抵税申请，办税大厅
仅用35分钟成功为企业开具收入退
还书并发送国库。

“企业停产留抵退税一直挂在账
上，留抵退税新政策出台太及时了，
及时缓解了企业的资金困难。”青海
明胶有限责任公司财务负责人辛雅
娟感慨道。

“国家给企业的留抵退税政策真
的是一场‘及时雨’，376.87万元退税
到账，真是解决了我们企业的燃眉之
急，我们公司将利用这笔退税用于发
放员工薪酬、给付工程款等。”青海国

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财务人员相文
慧告诉记者，公司成立于2016年，主
营业务为保健食品的生产与销售。
一直以来，公司处于在建阶段，受疫
情影响，导致资金受困，工期一直无
法正常进行，后续的生产经营无法开
展。生物园区税务局在了解情况后，
及时核实留抵税金的真实性，第一时
间联系我们办理退税。

落实有精度落实有精度 市场主体收获市场主体收获““大礼包大礼包””

据刘小星介绍，2022 年，我市不
断创新财政扶持政策，充分发挥财政
资金作用，统筹落实助企纾困资金1
亿元，助力推动餐饮住宿复苏、批发
零售恢复、消费市场回暖、市场主体
培育等十大行动，切实为市场主体发
展送上“大礼包”，最大限度降低了疫
情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

对于青海云美国际旅行社有限公
司总经理潘先祥来说，十大行动实施
以来，条条“真金白银”的惠企政策真
正为企业“解渴”。“旅游服务质量保证
金、减免房租、稳岗补贴、稳岗就业培
训补贴等优惠政策我们都享受到了，
企业一共有70多名员工，我们实现了
不裁员、无降薪，工资准时发放。”

“我们餐馆拿到了5万元的补贴，
城市‘烟火气’就是靠这些小店累积
起来的，如今的我干劲十足。”

“300万元的贷款已经到账，财政
扶持政策有精度，我们企业有信心！”

“十大行动释放了政策红利、扩
大了有效投资、激发了消费潜能。”

“这些政策大大缓解了公司资金
压力，为我们渡过难关提供了有力支
撑，西宁营商环境越来越好！”

过去一年，我市各项“真金白
银”、富含“真情实意”的助企纾困政
策措施不断助力我市市场主体渡过
难关、恢复信心、稳定预期。

（记者 张弘靓）

本报讯（记者 王琼）喜讯传来！近日，由西宁市科技局立项
支持的《藜麦皂苷提取纯化工艺关键技术及其产业化项目》，通
过项目验收与成果评价，研究成果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据了解，该项目采用超声法从加工后的藜麦种皮粉中提取
皂苷，可作为药品、食品、化妆品及生物农药的原料，符合打造

“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建设体现本地特色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大要求，有效解决皂
苷污染水和土壤的问题，延长藜麦精深加工产业链，提高藜麦附
加值，增加农民收入，一个个科技研究结出丰硕的科技成果，为
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近年来，我市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瞄准特色产业
链、价值链中高端环节，依托各类科技资源，围绕科技成果孵化、
转化，通过制定出台《西宁市加强产学研合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若干措施》《西宁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办法》，以“人才+项目”促
成本地企业与省内外高校科研院所联合攻关，对接郑州、济南等
友好城市开展科技合作交流，常态化召开各种形式成果对接会
等方式，从政策体系建设、产学研融合发展、区域间合作交流等
多方面推动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和科技服务机构在战略层面的
有效结合，打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通道。据悉，西宁市科技局立
足我市农业生产所需、人民健康所急、工业发展所难，立项支持
百余项应用技术研究课题。

我省黄河干流防洪工程顺利通过竣工验收

我市又一科技成果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104亿元退税减税降费账单背后

本报讯（记者 悠然）西宁市坚持
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始终把群
众期盼作为人民调解工作的“风向
标”，把群众满意作为人民调解工作
的“试金石”，把“定纷止争”作为人民
调解工作的“生命线”，不断深化多元
共治解纷理念，努力把矛盾纠纷解决
在基层，化解在萌芽，切实为人民群
众解忧，为基层稳定护航。一季度，
全市人民调解组织共排查受理各类
矛盾纠纷2031件，有效调处1987件，
成功率达到97.83%。

一直以来，西宁市“一站式”矛盾
纠纷调解中心以“拓展调解领域、规
范调解行为”为抓手，坚持抓基层、打
基础、强根基、利长远，成功搭建起全

市人民调解工作的“四梁八柱”。按
照做优市级、做强县（区）级、做实乡
镇（街道）级的工作思路，统筹推进三
级“一站式”矛调中心建设，圆满完成
了市级、7 个县（区）级和 76 个乡镇
（街道）级矛调中心建设任务，实现了
市、县（区）、乡镇（街道）三级“一站
式”矛调中心全覆盖。目前，全市已
建立各类人民调解组织1221个，其中
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69个，人民调
解工作架构完整搭建，工作队伍初具
规模，有效满足工作需要。

同时，针对当前矛盾纠纷的特
点，着力在人民调解制度、机制和质
效方面探索实践，取得了明显成效。
发挥全市各级“一站式”矛调中心作

用，当好群众“解忧人”。坚持“惠民
利民、集约高效”原则，推动全市各级
矛调中心与法律援助中心实体、热
线、网络“三大平台”全面融合。依托
智慧调解平台，推进建设“线上+线
下”全业务全时空的立体式服务网
络，让群众足不出户便可获得人民调
解服务。积极培育品牌调解工作室，
成功打造“玉华调解室”“郭兴调解
室”等个人品牌调解室，发挥示范、引
领和带动作用，推动全市人民调解工
作提质增效。积极践行让群众“只跑
一地、只进一门”理念，深入开展“人
民调解惠民生”活动，大力推行“马上
办”“网上办”“上门办”服务，有效避
免群众重复跑、多头跑、来回跑。

2031件！我市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成效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