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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话“数据援青”合作新篇，共谋大
数据产业绿色发展大计。

7月21日上午，以“数据产业新发展
绿色算力新未来”为主题的第24届青洽
会青海数据援青暨大数据产业绿色发展
峰会举行。青海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刘超
出席峰会并致辞，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
技术发展司二级巡视员王少朋、浙江省
经济和信息化厅副厅长厉敏致辞。

刘超在致辞中指出，青海优势得天独
厚，是大数据产业绿色发展的天然宝地、
引领高地、投资福地。站在绿色能源革命
和数字化浪潮的交汇点，青海有责任抢抓
历史机遇、踏浪而行、挺立潮头，充分发挥
独特优势，把握好国家实施“双碳”目标、

“东数西算”工程等重大机遇，发挥好对口
支援、东西部协作、定点帮扶机制作用，切
实加强与各省市、企业的沟通对接，共创
大数据产业绿色发展新未来。

王少朋在致辞中说，青海作为西部地
区发展的重要枢纽，持续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系统布局数据和算力设施，“大数据绿
色发展”逐渐成为青海发展数字经济的新
动能。工信部将与各方一道，拓展“数实
融合”的赋能赋智范围，发挥技术创新的
迭代倍增效应，夯实数字动能的生态发展
底座，携手开创大数据产业新未来。

厉敏在致辞中说，对口援青是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交给浙江的
重大政治任务，是浙江持续推动“八八战
略”走深走实，以“两个先行”打造“重要
窗口”的重要内容。浙江经信部门将立
足青海所需、浙江所能，围绕“数据”和

“算力”两大核心，发掘和运用好两地的
产业优势，共同把数据援青工作打造成
产业发展的工程、人才培育的工程、凝聚

人心的工程，与青海一起努力推动对口
援青和东西部协作，共促数字经济发展，
共结更加丰硕的果实。

峰会广邀国家部委领导、院士专家
和知名企业家，为青海探索大数据产业
绿色发展之路凝聚智慧、积蓄力量。

在主旨演讲环节，国务院参事、发展
中国家科学院院士石勇以数字经济的发
展与未来为题介绍了数字经济发展的现
状，并提出青海打造国家战略数据存储
和灾备承接地的建议；国际欧亚科学院
院士邓中亮从万物互联与时空感知、通
信与导航深度融合等领域入手，展示了
5G+北斗融合发展的美好前景……

专题演讲中，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李
新友分享了对数据基础制度建设的思考，
瑞华系数据安全事业线总经理张建钢、中
国电信青海分公司总经理苏小明、中国移

动青海公司总经理胡波、中国联通青海分
公司总经理童庆军分别从构建数字安全
屏障、大数据中心绿色低碳发展等角度分
享了实践案例与各自的独到见解。

5、4、3、2、1……随着青海绿色联盟7
家理事单位代表同时按下启动键，宣告
青海绿色算力产业联盟正式成立，并由
该联盟第一届理事单位代表宣读《青海
绿色算力产业发展倡议书》。

本次峰会共对接大数据产业上下游
企业60余家，拟签约合作项目14项，总
投资额超213亿元。共组织绿色零碳大
数据中心产业基地项目、青海中科超算
项目、信息化应用及大数据研发中心项
目、智能网联汽车及数据安全检测场项
目、一体化绿电数据中心及余热回收项
目等 10 个具有代表性的项目现场集中
签约。 （记者 张弘靓）

专家把脉青海大数据绿色发展
青海数据援青暨大数据产业绿色发展峰会举行

一个是东海之滨的“鱼米之乡”、一
个是青藏高原的“世界屋脊”，两个省份
相距两千多公里，是对口支援西部的战
略部署和青洽会这座桥梁“架”起了浙
江、青海两个省份的友谊通道，让两个省
份成为了协同发展、休戚与共的一家人。

青海“四地”建设路线图已规划，浙
江认真践行“地瓜经济”，两个省份如何
共商发展大计、共同展望青海美好未
来？7月21日上午，由浙江省政府、青海
省政府共同主办的浙商“地瓜经济”与浙
青产业协作论坛在西宁举行，来自浙江、
青海两省的专家、学者、政府官员、企业
家们齐聚一堂，为两省深化产业协作出
谋划策，致力打开更广领域、更深层次交
流合作的崭新局面。青海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刘同德、浙江省副省长张雁云出
席论坛并致辞。

“青海和浙江将共同孕育‘地瓜经济’
的果实，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
争力的‘地瓜经济’，结出更加丰硕的果

实。”整场论坛上，无论是与会嘉宾还是企
业家们提到最多的就是“地瓜经济”一词，
那么“地瓜经济”是什么意思呢？

记者了解到，“地瓜经济”是浙江省
提出的提能升级“一号开放工程”，是一
种形象的比喻，地瓜的藤蔓伸向四面八
方，但根茎还是在土壤里，藤蔓的延伸扩
张最终为的是块茎能长得更加粗壮硕
大，这就像浙商一样，足迹遍及全国、全
世界，对浙江发展不仅没有拖后，反而是
一种促进。

论坛上，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副
院长兰建平作了《地瓜经济的浙江路径
与青海启示》的主题演讲，他表示，浙江
只有不断地“强”藤蔓才会不断地结出

“好”的瓜，从浙江省和青海省海西州建
立对口支援关系以来，浙青的链结之藤
就源源不断把经济“养分”输送给海西
州，助力了海西州高质量发展。未来，浙
江的市场、技术、资金优势将会更多地注
入青海，帮助青海结出更多的时代好“地

瓜”。随后，盘石集团主席田宁、中国天
楹新能源公司总经理王纬、德胧集团总
经理周发龙分别从青海发展数字化经济
大有可为、重力储能与青海生态保护、青
海如何以生态资源为引爆点推开生态之
窗、乡村振兴之窗、共富之窗几方面作了
交流发言，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随后，在兰建平的主持下，来自青海
的政府官员、企业家代表和浙江的政府
官员、企业家代表围绕“扬长板强‘地瓜’
促进浙青合作高质量发展”主题开展了
圆桌对话，嘉宾们各抒己见，畅谈青海优
势和浙江优势，有力推动浙江的“地瓜经
济”与青海产业“四地”建设的进一步深
度融合，不断探索新型合作模式和交流
路径，加快推动两地资源互补、市场共
建、信息共享、互惠共赢，全力以赴开创
浙青两地产业协作新篇章。

此外，在浙商“地瓜经济”与浙青产
业协作论坛上，浙江省和青海省还成立
了“浙青产业协作联盟”。（记者 一丁）

锚定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目
标，共话中国盐湖产业发展的美好愿景，共同
探索加快盐湖资源开发以及锂产业发展的更
好路径，来自省内外盐湖产业界顶尖专家、学
者和企业家齐聚一堂，进行了一场重量级的
智慧与思路的碰撞，7月21日，本届青洽会重
要活动之一盐湖资源综合利用暨锂产业发展
论坛在西宁举行。青海省政协党组副书记、
副主席张晓容，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
综合利用司司长黄利斌出席论坛并致辞。

张晓容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沿着习近平
总书记和党中央指引的方向、擘画的蓝图，全
省上下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主动融入和服
务新发展格局，在制定行动方案建立省部共
建机制，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进重大补
链强链和循环利用项目，深度优化盐湖产业
空间布局，提升资源能源安全保障能力、倾心
构建世界领先的现代盐湖产业体系，打造绿
色低碳循环的盐湖产业生态等方面进行了积
极探索和创新实践，推进资源优势转化为产
业优势、经济优势、发展优势取得实质进展，
盐湖产业高质量发展步伐显著加快。我们将
充分吸收此次论坛的新理念、新观念，共同努
力把青海盐湖产业建设成规模化、集约化、绿
色化、智慧化的全球盐湖产业高质量发展典
范。

黄利斌首先对论坛顺利召开表示祝贺。
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盐湖产业发展作
出的系列重要指示批示，是我们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盐湖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行动指南。他指出，综合开发利用盐
湖资源，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关乎国家
粮食生产安全，关乎我国多个重要产业在全
球的核心竞争力，对加快青海高质量发展、实
现“双碳”目标意义重大。要携手并进、共同
努力，按照《青海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行
动方案（2021—2035）》要求，对标产业结构高
端化、能源消费低碳化、资源利用循环化、生
产过程清洁化、制造流程数字化、产品供给绿
色化的具体要求，加快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
产业，优化区域生产力布局，大力提升重点行
业能效水平，努力提高盐湖资源综合利用效
率和循环利用水平，推进省部共建世界级盐
湖产业基地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

论坛以“创新驱动、绿色发展”为主题，
聚焦盐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汇聚智库力
量，突破“卡脖子”“断链子”关键技术，引领
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
建设。

论坛中，中国工程院院士郑绵平通过视
频深刻阐述了青海盐湖资源综合开发利用
及可持续发展战略，并提出相关措施建议。
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江颖围绕《原子
尺度上的水科学》主题，为盐湖卤水、离子分
离、水解制氢等应用问题提供了全新思路和
解决方案。根据《盐湖资源绿色利用技术支
撑双碳对策探究》主题，中国科学院青海盐
湖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王敏
提出了“梯度耦合膜分离”纯物理提锂新思
路。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首席科学家李
小松博士作了《柴达木盆地资源综合利用》
主旨演讲，提出盐湖、石棉尾矿和清洁能源
协同开发的全新路径。浙江工业大学教授
沈江南以《均相离子膜、双级膜的研发、产业
化及在盐湖提锂中的应用》为题，分享了自
主研发的高效镁锂分离、氯化锂浓缩双极膜
的最新研发与产业化应用成果。青海盐湖
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马黎春研究员，从
服务国家战略角度作《盐湖股份建设世界级
盐湖产业基地的探索与实践》主旨演讲。
SAP（思爱普）中国区资深专家易洪在《数字
赋能助力青海勇攀世界盐湖高峰》主旨演讲
中，提出与参会企业搭建数据赋能产业发展
协作平台，为下一步打造生态盐湖、智慧盐
湖等提供更多思路。

（记者 樊亚楠）

借“地瓜经济”东风

青海浙江两省深化产业协作

本报讯（记者 金华山）7 月 21 日，
第十届环青海湖（国际）电动汽车挑战
赛正式进入环青海湖区域测评，当天
测评比对从西宁出发，一路到达青海
湖二郎剑景区。

今年是环青海湖（国际）电动汽车挑
战赛的第十年，过去十年，我国电动汽车
行业快速发展，赛事和行业相互见证、互
相陪伴。青海作为高原地区，又是锂产
业、清洁能源的高地，是电动汽车驱动的
最重要力量之一，既能为电动汽车行业
发展提供全力帮助，又能为全球电动汽

车车商、消费者检验电动汽车综合性能。
21 日，车队从西宁出发前往青海

湖二郎剑景区，整个赛事主要进行操
控性能、加速性能、科技配置、续航能
力、节能能力等多个方面的测试。赛
事管理者介绍，现阶段的纯电动汽车，
相比于传统燃油车没有了发动机和变
速箱等“牵绊”，在底盘方面拥有着更
大的布置空间。因此，操控在电动车
这里变成了一件“生而成熟”的事情。
但作为汽车最基本的功能和共性技术
之一，操控好是一辆优秀汽车的必要

条件，这与其采用何种能源形式，并没
有直接关系。其他测评项目也非常重
要，他介绍说：“通过测试测评，提供给
消费者科学的数据，对于消费者来说
这是很有必要的。”

在当天的测试中，各参评车商让
自己综合性能优异的车辆发挥出了最
佳状态。当日最佳操控性能奖、最佳
加速性能奖、最佳科技配置奖在二郎
剑景区颁发。

22日，电动汽车继续从青海湖出发，
前往茶卡镇，进行剩余多个项目的测评。

电动汽车测试在青海湖区域进行

把青海盐湖把青海盐湖产业建设成产业建设成

全球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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