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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体现着
一个大国的责任与担当。在崭新发展的
大时代，如何以更为宽广博大的视野，主
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中，彰显海西作为
与特色？

作为古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节点，
海西州正在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深度融入共
建“一带一路”大格局，构筑起与国际接轨
的外向型经济“走廊”。

◆ 用活自身优势资源 赢得广阔发展空间

海西，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战
略优势。地处青藏高原腹地，州域主体是
素有中国“聚宝盆”美誉的柴达木盆地，是
青海省盐湖及盐类矿产钾、钠、镁、锂等的
主要分布区，矿产资源种类全、储量大。肥
沃的柴达木盆地，也是我国枸杞的重要种
植区之一，生长于柴达木盆地的枸杞备受
国内外市场青睐。

近年来，海西州依托区位优势，着力加
快推进对外开放步伐，积极开拓进出口市
场，推动精细氧化镁、有机枸杞等特色优势
产品走出国门、提升国际市场占有率。实
现金属锂、焦炭、碳酸钠的重点出口，打造
了一批有业绩、有基础、有潜力的新兴外贸

企业，重点外贸企业也在稳外贸中发挥了
主心骨的作用。

“今年前5个月，海西州进出口实现3.4
亿元，同比增长 161.7%，占全省外贸的
15.7%，占比与去年相比提升 8.6 个百分
点。”据介绍，目前海西州已通过发挥产业
优势，实现开放新突破。国际“盐化”走廊
加速推进，2022 年以盐湖资源为生产原料
的各类工业品出口额较上年增长7倍。金
属锂、氯化钙、氯化镁、纯碱、有机枸杞等产
品远销欧美、俄罗斯、东南亚等国家和地
区，特别是柴达木枸杞获得欧盟绿色有机
认证，深受海内外广大消费者青睐。

◆ 加大立体交通建设 为经济发展“加速”

通道通，则贸易畅。随着国家“一带一
路”倡议的实施，交通设施“与国际接轨”的
重要性日益凸显。正在打造丝绸之路经济
带青海道中心地带的海西，不断完善交通
建设，在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建设方面取
得显著成效。

2017年8月20日，随着一声汽笛长鸣，
青海省首次发往俄罗斯彼尔姆市的中欧班
列从格尔木火车站驶出。同这趟班列一起
启程的是 82 个满载盐湖产品的铁路集装

箱，来自青藏高原的货物首次搭乘中欧班
列走向欧洲市场。

近几年，格尔木乘着“一带一路”的东
风，依托铁路、公路综合交通运输优势，对
内衔接西北和内陆地区之间的干支线运
输，对外为大西北地区和大西南部分地区
搭建印度洋便捷的出海通道，释放出空前
的活力效应，公铁联运综合服务型高原国
际陆港雏形已现。格尔木市已被列为37个
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41个陆港型国家物
流枢纽承载城市之一，作为南接西藏、西连
南疆、北通甘肃、东达西宁的战略枢纽，建
设陆港园区的基础和条件更加完善。

海西州依托格尔木市“一带一路”黄金
节点城市区位优势，建设格尔木全国性综
合交通枢纽，全力推进国际陆港建设等工
作，为发展外向型经济奠定坚实基础。

◆ 抓好招商引资 提高外资利用水平

高原七月，柴达木盆地远山葱郁、河湖
泛波，一派生机勃勃。近几年依托海西枸
杞资源和自身不断创新生物科技技术，坐
落于德令哈市的青海华牛生物科技在枸杞
精深加工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企业研发生产出来的高原枸杞酵素
产品，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和发展空间。
一期项目的建成，加速了海西州特色生物
产业发展步伐，为海西州打造千亿元特色
生物产业集群提供助力。”据介绍。

海西州依托枸杞、藜麦、中国藏蒙药等
特色生物产业资源，着力培育有机食品、生
物医药等特色生物产业，建设国家有机农
业生产示范基地，打造千亿元生物产业集
群。发展产业的同时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
持续发力，为更多企业“请进来”和“走出
去”提供便捷服务。

加强外向型企业的引导服务，继续深
入开展国际经贸交流合作，努力开拓国际
市场……海西将认真落实国家及省级外贸
发展政策措施，引导企业进一步开拓“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市场，多元化开展海
外投资，不断扩大经贸合作朋友圈。

（特约记者 浩尔娃）

“一带一路”下的海西作为

本报讯（特约记者 范宗文 青普力）近
年来，乌兰县立足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不
断加快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通
过借助浙江产业培育经验，持续壮大柴达木
双峰驼养殖产业，骆驼产业已成为推动县域
经济转型和农牧民增收的重要渠道之一。

位于乌兰县乡村振兴产业园的青海
尚品驼乳有限公司内一派繁忙景象。生
产车间内，一台台生产设备高速运转，新
鲜驼乳正被源源不断地送入全密闭机器
之中。包装车间里，一罐罐骆驼乳粉从生
产线上依次“走”过，不久将进入乌兰县
及周边市场。

乌兰县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等条件为
骆驼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2021 年，
在浙江援青指挥部的帮助下，青海尚品驼
乳有限公司在乌兰县正式落地，公司特有
的液态奶保鲜技术及奶粉冷冻干燥技术，

能够最大程度保留驼奶活性成分，凭借优
异的产品品质及市场口碑，企业在驼乳市
场中赢得了消费者的信赖。

为转变牧民思想观念，调动牧民的积极
性，乌兰县积极出台骆驼产业发展补助奖励
政策，对养驼大户、专业合作社实施驼产业
基础设施建设、驼奶收购等实行补助奖励、
融资担保、骆驼保险补贴等一系列优惠政
策。不仅如此，在援青工作组的帮助下，定
期开办双峰驼养殖技术培训班，提升农牧民
在骆驼饲养管理、疫病防疫等方面的知识水
平，为骆驼养殖专业合作社、专业大户等经
营主体提供优质种畜和技术支持。

乌兰县卜浪沟村的牧民海星，从小跟

随父亲放牧，有着非常丰富的养驼经验。
“2019 年州政府组织我们去新疆参加培
训，学习骆驼养殖技术，我才知道骆驼奶
营养价值高，而且需求量也很大，回来以
后，想卖驼奶又不知道往哪卖，现在有了
企业带动，我们又多了一条挣钱的路。”海
星说。

“随着消费者认知水平不断提高，驼乳
不仅追求驼奶源的‘鲜’和‘纯’，更看重乳
类的综合营养价值。”据悉，乌兰县将加强
科技投入，加大产品研发力度，用现代化科
研手段提升驼奶附加值，实现驼奶产业的
快速发展，更大范围带动当地农牧业提质
增效和农牧民快速增收。

本报讯（通讯员 海西宣）今年上半年，海西
州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主
要就业指标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确保就业
形势持续稳定。截至6月底，全州城镇新增就业
8809人，农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6.78万人次。

根据相关要求，海西州从 2023 年 2 月 1 日
起，将失业保险金标准统一调整到每人每月
1692元。协调财政部门，落实社保费代缴政策，
确保重度残疾人、特困人员等群体参加城乡居
民养老保险个人缴费应代尽代。

通过健全完善协调联络机制等举措，帮助市
场主体减负纾困、稳定就业岗位。同时，发挥人
社服务专员作用，建立健全企业用工台账，对用
工需求较大的企业实行“一企一策”，有针对性地
为企业解决用工问题。截至目前，全州建立重点
用工企业清单共92户，解决用工1246人。

依托浙江对口支援海西和东西部劳务协作
等帮扶机制，主动加强与浙江省援青机构沟通
交流，通过就业服务互助等举措，深层次、多维
度开展劳务协作，促进全州农牧区劳动力161人
实现赴对口支援浙江省转移就业。以未就业高
校毕业生、农民工等群体为重点，采用“培训机
构+劳务中介+就业企业”的培训就业一体化模
式，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距都兰县城74公里的幸福村，是一个有143
户、567人的农业村，2016年幸福村在村党支部的
带领下实现脱贫。为使党建工作走深走实，幸福
村党支部坚持理论武装同常态化长效化开展党
的二十大精神学习教育相结合，通过“三会一
课”、党员大会、理论学习等形式，把学习党的二
十大精神纳入必学科目，引导全体党员认真学习
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刻内涵，提高政治理论知识。

党的二十大强调要“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
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村党支部在增强特色产
业发展动能上，积极破解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模
式单一难题，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
组织优势，争取和筹措帮扶资金，建成了枸杞烘
干厂、面粉厂、合作社、母猪繁殖、土地托管等项
目，幸福村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41.5万元，让党
支部“有钱办事”，村干部“安心干事”。

“2020年，粮油加工厂建成后，承包给本村村
民，2022年，村集体产生收益4.5万元。养殖场
2022年产生收益分红6.6万元。2019年，成立香
日德镇幸福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人均收入增加
2500元至3500元。产生村集体收入12万元，群
众间接受益30余万元。村党支部在各项工作中
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生
机与活力。”幸福村党支部书记颜尚德说。

为了整体提升幸福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
施水平，去年以来，村党支部先后组织党员干部
群众200人次开展环境卫生大整治，党员干部、民
兵带头拆除自家围墙、彩钢瓦，示范带动群众共
同开展环境“绿化、美化、亮化、净化、文化”五化
工程，建立家庭环境卫生“大比武”机制，营造浓
厚的比学赶超氛围，人居环境实现大幅改善。

“目前累计美化庭院3.38万平方米、拆除围
墙1900米、亮化村级道路2.4公里。同时，建立巾
帼服务队、青年志愿队等，关心孤寡老人，关爱留
守儿童，参与环境卫生整治、乡村建设，社会治理
效能有效提升，画出了一道团结安宁、富裕和谐
的亮丽风景线。”幸福村党支部成员赵生武说。

幸福村党支部还建立了一支“石榴籽”群众
服务队，通过“石榴籽”服务队深入农户家中收
集社情民意，积极构建支部联系党员、党员和民
兵联系群众的“两联系”为民服务体系，对特殊
家庭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及时了解他们的困难
诉求，在精神与物质上给予他们帮扶和慰藉，让
他们时刻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以积极乐观
的态度面对生活。

（特约记者 浩尔娃 通讯员 才登 王紫蕊）

驼奶里的“大产业”

上半年就业指标实现“双过半”

党建引领促发展
幸福村里话幸福村里话幸福幸福

七月的乌兰
大 地 ，美 不 胜
收。远山峰峦叠
翠，盐湖清澈如
碧，一汪汪动人
的绿色将整个县
城掩映其间，高
耸的风力发电设
施和阵容庞大的
光伏发电设备广
布其间……聚力
打造生态文明高
地，乌兰县一马
当先、奋发而行，
在曾经风沙肆虐
的苍凉之地，缔
造了令人惊叹的

“瀚海小江南”。
（图片由乌兰

县委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