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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州宣）从1958年的1
家企业到目前实现规模以上企业 38 家。
70年来，海北州不断转变发展方式，着力
推进产业调整，加快结构优化升级，工业
经济向高质量发展稳步迈进，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实现了从“无到亿级”的飞跃。

记者从海北州获悉，解放初期，海北州
工业基础十分薄弱，企业数量少、规模小，
没有能达到入统标准的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海北州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从1958年
开始核算，且只有1家企业。改革开放后，
工业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成长壮大，1978年
独立核算工业单位数达41家，但大多数企
业仍为小型企业。至2010年底，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有63家。随着企业数量的日益
增多，规上工业经济规模显著扩大，从
2011年开始，规模以上工业标准提高到年
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以上。截至2022
年底，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38家。海北州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了从无到亿级的飞
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从1958年的39万
元，至2022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9.37亿
元，比1958年翻了11.2番。

工业产品品种不断增加，海北州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积极适应市场需求，依托优
势资源，加大调整产品结构力度，注重产
品质量、性能和品种，提高产品市场竞争
力。近年来，全州工业经济持续发展，工
业经济实力逐步增强，尤其是改革开放以
来，全面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小微企
业积极采取重组、联合、兼并等形式，形成
了一批有潜力、有竞争力、能抗风险的规
模以上企业。随着“生态优先”的发展理

念深入人心，海北州转变发展方向，扎实
推行节能减排、清洁能源生产，发展精深
加工产品，延伸产业链条，逐步淘汰了技
术落后的工艺设备和企业，提高产业集聚
度和资源利用效率，构建产业互为上下
游、原料互为支撑、良性循环可持续发展
的区域产业新格局。

打造“一特两新”生态工业体系，根据
自然禀赋、生态环境、产业发展基础，发展
以特色农畜产品精深加工为支撑、以新能
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为牵引的

“一特两新”生态工业体系，推动工业经济
生态化、高质量发展。其中，做大以特色
农畜产品精深加工为支撑的绿色有机食
品加工业，把绿色有机作为提升现代农业

发展水平的基本方向，着力打造海北绿色
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引领区，培育绿色有
机品牌，提升产业层次和市场竞争能力。
围绕海北“打造全省第三个千万千瓦级清
洁能源基地”建设目标，依托海北州光照
充足和风力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新型能源
产业，逐步构建符合海北实际的绿色低
碳、安全高效、可持续的能源供给体系。
做优以新材料为主体的矿产品加工业，打
造以生产企业为核心，以生态廊道为纽
带，形成有机完整的组团状生长整体结
构，结合园区现状并考虑未来的发展空
间，努力实现功能再造、产业接续提升、环
境重塑、民生改善、产镇一体化融合发展
的总体目标。

本报讯（通讯员 州宣）日前，由海北
州委州政府主办，州农牧和科技局承办的
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祁连山
下好牧场”发布会在美丽的金银滩草原举
行。发布会对“祁连山下好牧场”绿色有
机农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进行推介和宣
传，强势推出“祁连山下好牧场”绿色有机
农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全新形象。

祁连山下海北大地物华天宝，祁连山
下绿色农牧方兴未艾，祁连山下梦幻海北
盛情相邀。近年来，海北州以打造海北绿
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引领区走在全省前
列为目标，先后创建门源国家级现代农业
产业园、祁连藏羊国家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海晏县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刚察县国
家级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累计培育高新
技术企业2家、科技型企业13家、科研科普
基地1家，发展龙头企业40家、农牧民专业
合作社322家，建成34个千只藏羊牦牛标
准化养殖基地，认证“三品一标”102 个。

“祁连山下好牧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区域
公用品牌的发布，为海北农牧业高质量发
展搭建了新平台、注入了新活力。

记者从海北州获悉，海北州农牧业发
展基础雄厚、资源富集、经验典型。先后
启动实施了国家草地生态畜牧业试验示
范区、生态畜牧业股份制改造等试点，率
先在全省建立第三方农畜产品质量安全

检验检测机构。海北藏羊“两年三胎”“多
胎性选育”，牦牛“一年一胎”“三增三适”
等高效养殖技术在全省独领风骚。该州
将以此次区域公用品牌发布会为契机，力
争海北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实
现量的突破、质的飞跃，为全省打造绿色
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引领区建设树好样
板、立好标杆、谱好出彩新篇。

发布会现场，同步发布了“祁连山下好
牧场”LOGO、广告词、吉祥物。省农业农
村厅和州人民政府签署了厅州共建绿色有
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引领区协议。为首批入
选海北州“祁连山下好牧场”绿色有机农畜
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优品库的10家企业进
行了授牌。州内4家农牧企业分别与中国
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临沂城发
国际酒店集团等4家省内外企业签署了绿
色有机农畜产品购销合作框架协议。

本报讯（记者 张弘靓）7月24日，海北藏族自治州
成立70周年主题歌曲、系列丛书、文创产品新闻发布
会在西宁举行，主要对庆祝海北藏族自治州成立70周
年的4大类共14套（18册）书籍以及1首主题歌曲进行
公开发布，并就部分创作的手工艺品进行展示宣传。

据介绍，海北藏族自治州成立70年以来，在党的民族
政策光辉照耀下，从贫穷落后走向富裕繁荣，从偏远封闭
走向开放前沿，从温饱不足走向全面小康，呈现出政治安
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稳定、生态良好的全新局
面。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海北州牢牢把握先进文化
前进方向，围绕打造海北精神高地，传承弘扬“两弹一星”
精神，加大优秀民俗民间文化、民族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
的发掘保护，深度推进文旅融合，文化事业实现长足发
展。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与党同心同德、与人民同向同
行，讴歌海北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取得丰硕成果。

此次公开发布的《70年之变》《海北经济社会发展
成就》《海北政协志》《环保这十年》《先进人物事迹汇
编》5套书籍记录辉煌历程，展现壮美画卷；《红色印记
221》《不能忘记的国家记忆》《核事业的忠诚守护者》3
套丛书讲述红色故事，赓续红色血脉；藏文版《毛泽东
传》《毛泽东诗词》《大湖北岸的格萨尔文化》传播经典
巨著，凝聚奋斗力量；《海北藏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系
列丛书》《祁连山书系》《同宝山专刊》书写发展巨变，展
现幸福生活。以音乐的形式打造新时期海北对外宣传
形象的主题曲《镶着金边的海北》，生动讴歌自治州成
立70年进程中取得的伟大成就，鲜活呈现各族群众的
幸福生活，唱响昂扬主旋律。

另外，在此次发布会上展示的部分文创作品，富有
浓郁地方民族特色、彰显传统优秀文化，饱含广大干部
群众创作激情，以其丰富的想象、精美的制作、实用的
价值，表达了全州各族干部群众庆祝自治州成立70周
年的喜悦之情。

本报讯（特约记者 郭云莲）正值盛夏，海北藏族自
治州刚察县哈尔盖大草原天高云淡，水草丰美，一群群
美丽的精灵轻盈地跳跃嬉戏，它们就是栖息在这片草原
上的“高原精灵”普氏原羚。近年来，刚察县坚守普氏原
羚保护底线，拓宽宣传方式，将每个牧民发展为普氏原
羚保护工作中的“守护员”，将保护工作纳入护林管护范
围，积极配合县相关部门投放饲草料，目前，刚察县哈尔
盖地区普氏原羚数量相比2002年增加了10多倍。

普氏原羚，又称中华对角羚，民间俗称黄羊，是我
国特有珍稀有蹄类动物，分布于环青海湖草原和荒漠
生态系统中，是环青海湖地区的旗舰物种。1989年我
国将普氏原羚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1996年，国际
自然保护联盟将普氏原羚列为“世界极度濒危物种”，
同时成为“全球羚羊保护行动计划”中名列首位的濒危
羚羊类物种。“对角桃心臀”是普氏原羚最可爱的特
征。由于气候、人为因素影响，普氏原羚数量在21世
纪一度下降至300只以下，数量甚至少于野生大熊猫，
被形象地称之为“草原上奔跑的大熊猫”。

自2007年底，海北州刚察县哈尔盖地区建立了我
国首个普氏原羚专属保护区——青海湖普氏原羚特护
区以来，刚察县保护野生动物工作持续开展。为进一
步促进大众旅游向自然教育和生态体验转变，今年年
初，刚察县哈尔盖镇普氏原羚科普研学基地建成并试
运营，目前研学基地已建成科普展示馆、瞭望塔、普氏
原羚临时救助中心星空房。普氏原羚科普研学基地突
出生态教育、生态研学、地方野生动物保护基地三大特
色功能，致力于打造一个人与动物相依相存，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生态大家园。

本报讯（通讯员 祁宣）近年来，祁连
县紧紧围绕绿色有机畜牧业资源禀赋、区
位优势和产业基础，奋力书写农牧业高质
高效、农牧区宜居宜业、农牧民富裕富足
的“祁连篇章”。

为发展县域支撑体系蹄疾步稳，祁
连县高水平谋划和推进产业发展，逐步
构建以“5+10”产业发展体系为引擎、祁
连藏羊产业国家级特色产业优势区集群
为骨干产业发展体系，为全县推进绿色
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谋定了策划书、项
目表、施工图。加快提档升级，推动品种
优化，加快祁连白藏羊、祁连牦牛品种培
优，形成“中心+基地”“繁育+保护+销
售”良种产业体系，培育祁连多胎藏羊、

祁连无角藏羊遗传资源，扩大优质种畜
“基因库”。推动品质提升，全面推广应
用“良种、良料、良法”养殖模式，藏羊牦
牛高效养殖等主推技术被广泛应用，农
牧业绿色发展的根基更加牢固。推动品
牌提质，扎实推进县乡两级养殖追溯体
系建设，完成藏羊耳标佩戴20.1万只，牦
牛 5.8 万头，认证“二品一标”产品 76 个，

“祁连牦牛酸奶、天境祁连羊肉”入选全
国乡村特色产品目录、“天境祁连牦牛、
祁连黄菇、祁连黄菇饼干、祁连牦牛肉、
祁连羊排”入选青海省绿色有机农畜产
品“百佳优品”。

同时，围绕补短板、优环境、强机
制，加快推动输出地战略规划落地见

效，以打造“二园二区三点四带五基地”
产业发展格局为核心，以实施好“七个
一”生态畜牧业配套工程为抓手，建成
千头牦牛基地 2 个、千只藏羊基地 4 个，
八宝镇冰沟工业园区年产 6 万吨饲草料
加工厂正在组织前期选址等工作。落
实资金 5499.8 万元，建设 10 个“万千级”
藏羊牦牛标准化生产、养殖基地，以 10
个“万千级”藏羊牦牛标准化生产、养殖
基地推动全县农牧业呈现新的看点、亮
点和增长点。提高产业基础发展能力，
推进农牧业由增产向提质转变，推动农
牧业产业发展能力建设，以乡村产业驱
动力提高农牧产业创新力、竞争力和全
要素生产率。

海北工业实现从无到亿级飞跃

祁连祁连：：延链强链加快产业提档升级延链强链加快产业提档升级

海北打造绿色有机品牌产品海北打造绿色有机品牌产品

州庆主题歌曲系列丛书州庆主题歌曲系列丛书
文创产品公开发布文创产品公开发布

从从 300300 只到只到 30003000 只只！！
普氏原羚实现倍增普氏原羚实现倍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