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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一场作风革命、效能革命席
卷海西大地，在这里，通过大抓产业发展、
大抓营商环境、大抓创新发展，一批延链强
链的大项目、好项目快速推进。

绿色电能源源不断输送至千家万户绿色电能源源不断输送至千家万户

在规划面积1040.06平方千米的格尔木
乌图美仁乡光伏光热产业园区，一排排光
伏电池板整齐排列，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光
伏发电阵列，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
在这里，绿色电能将源源不断地输送至千
家万户。

乌图美仁乡地处格尔木西部，日照时
间充足，光照条件优越，因独特的气候条
件，吸引了全国各地一大批新能源公司来
这里投资。其中，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
公司青海分公司乌图美仁检修中心在运项
目装机 300MW 项目为园区内规模最大的
项目，共有84个光伏子阵，从空中俯瞰，蔚
为壮观。

“青皎和敏学光伏电站于2020年10月
开工建设，2020年12月并网发电；玄辉光伏

电站于2021年10月开工建设，于2022年6
月并网发电。这三座电站累计发电量达到
7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21.63万吨，
减少二氧化碳61.15万吨。三峡海西基地光
伏项目正在建设中，计划今年年底投产。
光伏装机规模100万千瓦，项目建成后将减
少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多种有害气体排
放，具有明显的环保减排作用。”检修中心
现场有关负责人介绍说。

据了解，目前格尔木市建成新能源装
机容量581.8万千瓦（光伏项目105个、装机
462.4 万千瓦；风电项目 13 个、装机 94.7 万
千瓦；光热项目1个、装机5万千瓦；储能项
目4个、装机19.7万千瓦）。

产业是根，特色是魂。近年来，依托丰
富的资源，海西州在清洁能源产业链上发
力，让海西站在了“绿色”发展的新起点上。

清洁能源产业链风帆正劲清洁能源产业链风帆正劲

今年，海西州清洁能源产业链完成
《海西州青浙零碳产业园区规划方案》，新
能源产业装机总规模达到 1327 万千瓦，

在建 700 万千瓦大基地、445 万千瓦市场
化项目，获批第三批国家大基地项目 3 个
253 万千瓦。丁字口 750 千伏输变电工
程、绿发投资集团格尔木液态空气储能项
目开工建设，三峡集团格尔木南山口 240
万千瓦抽水蓄能项目获得核准批复并拟
于 8 月底开工，深能北方光伏制氢一体化
合成绿氨、中科液态阳光绿色甲醇示范等
项目成功签约，海西清洁能源产业链风帆
正劲。

为高质量推进产业链长制推进年行
动，海西州强化招商引资、项目储备，着力
打造以盐湖资源梯级开发和综合利用为核
心，融合化工、冶金、新材料、新能源、装备
制造等多产业横向扩展、纵向延伸的柴达
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目前，“链
长”统筹机制日益完善、“链条”延伸拓展实
现突破、“链主”引领作用有效发挥、“链接”
集群效应得到释放、“链式”服务思维不断
强化，“链”出了效益、“链”出了活力、“链”
出了发展。

（特约记者 李淑娟 通讯员 黄宝玉）

本报讯（通讯员 海西宣）今年以来，海
西州积极落实各类惠企措施，持续优化工
业领域营商环境，助力全州工业经济高质
量发展。

加大项目审批。压缩在线审批时限，
上报事项日清日结，特殊事项不超过5日；
优化更新核准、备案相关权力事项办事指
南，公布工业项目核准、备案事项材料清
单，为企业办理各类核准备案手续。截至
目前，完成项目核准备案20个，其中省级核
准备案14个、州级核准备案6个。

加大资金扶持。积极做好工业转型升

级、中小企业发展等各类专项资金申报工
作，目前74个项目获得省级专项资金4693
万元。其中，61 个项目获得省级中小企业
发展专项资金2190万元、7个项目获得工业
转型升级专项资金1920万元、6个项目获得
节能领域转型升级专项资金583万元。同
时，组织符合条件的47户企业申报青海省
创新型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国家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现已认定青海省创
新型中小企业18户、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4户。

加快通信设施建设。持续落实“双千兆”

网络协同发展计划，加快5G网络和千兆光纤
网络建设。今年新建5G基站253座，累计建
成5G基站1040座，5G移动电话用户40.1万
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53.2%。万兆无源光网
络（10G-PON）及以上端口2万个，千兆用户
5.8万户，建成电信通信基站205座。

加强创新创业大赛举办。举办2023年
邮储银行杯“创客中国”暨“创青春”青海省
创新创业大赛海西州区域赛，并推选出5个
企业组项目、2个创客组项目参加省级大赛
决赛，2个项目获得企业组三等奖、2个项目
获得优胜奖。

本报讯（特约记者 李淑娟 吴燕华）近
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与实践基
地签约暨授牌仪式在德令哈举行。海西州将
以此次合作为契机，加强与青海民族大学交
流合作，更好为教学研究成果实践、教学计划
落实落地提供条件、做好服务，共同打造校地

“双向赋能”新模式。
据悉，在海西州上下深入开展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
育，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进
全州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中，青海
民族大学与海西州签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理论与实践基地合作协议》，设立 12
个“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与实践基
地”，这是青海民族大学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
在海西的生动实践，也是双方面向未来、谋求
民族领域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对于海
西州扎实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民
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海
西州将以此次合作为契机，紧紧围绕民族工
作理论研究、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民族文化挖
掘、民族产业发展等领域，加强与青海民族大
学交流合作，让校地共建的团结种子在海西
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同时，青海民族大学将本着优势互补、资
源共享、协同创新、共同发展的原则，充分发
挥学校民族问题与民族理论研究优势，成立
专门团队，全力服务好地方统战和民族工作
大局，推动校地合作与共建产出更多高质量
成果，共同在服务海西振兴发展和民族团结
进步事业中取得新的更大成效。

本报讯（特约记者 吴婷婷 通讯员 安培
祥）海西州把加快绿色有机认证作为打造

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先行示范州的基
础性工作来抓，突出“三个精准”，不断提升

农畜产品质量水平。目前，全州认证绿色
有机食品企业95家、绿色有机农畜产品351
个，认证规模居全省首位。

海西州出台《关于认证绿色食品有机
农产品的指导意见》，配套制定《2023 年海
西州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认证及名特优新
农产品确认工作计划》，落实财政资金，有
力支持各地区开展全域有机认证，计划全
州全域有机认证草场7603.6万亩。

依托科技支农“十大行动”加强宣传培
训，编印《海西州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基
地建设服务指南手册》等手册，帮助企业开
展认证，全州已完成初次申报11家绿色食
品企业认证，完成12家绿色食品企业续展
认证。

完成绿色食品（枸杞）原料标准化基地
续展、2家初次申报绿色食品生资（有机肥、
饲料饲草）认证企业及绿色食品标准化（青
稞、油菜）原料基地现场检查。深入开展认
证标志检查行动，落实企业年检和标志市
场检查制度。

本报讯（特约记者 吴婷婷）德令哈市坚
持新业态就业群体与社会治理相结合的工作
思路，探索创新建立暖“新”红色驿站党建品
牌，不断擦亮新兴领域党建鲜明底色，推动新
业态新就业群体共同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坚持党建引领，强化暖“新”保障。坚
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围绕抓好党建
促发展、保民生目标，引导新业态新就业群
体凝聚发展共识，成立德令哈国成快递联
合党支部与青海佑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德
令哈分公司（美团外卖）党支部，不断扩大
党组织和党的工作覆盖力度，聚焦基层党
建工作重点任务和新业态新就业群体需
求，将暖“新”红色驿站工程项目打造作为
年度重点工作，争取省、州资金支持 14 万
元，用于暖“新”红色驿站基础设施建设和
软件配备。

广泛交流经验，绘就驿站“蓝图”。通过
座谈走访、排查梳理等方式对新业态群体的
发展现状和从业人员的分布进行细致调研，
立足“冷可取暖、渴可喝水、累可歇脚、伤可用
药”的功能，购置配备了笔记本电脑、充电桩、
饮水机、微波炉、桌椅、取暖等基础设备。额
外增加党建报刊、便民利民政策宣传和“阳光
书吧”等栏目，供新业态新就业群体、环卫工
人、户外劳动者阅读学习“充电”，进一步拓宽
驿站服务内容，将其打造成集党建引领、暖心
服务、充电服务、政策宣传、法律援助等功能
于一体的多功能平台。

强化责任落实，整体推进实施。积极推
行“街道党工委＋社区党支部＋红色驿站负
责人＋社区工作者+网格负责人”的层级管
理服务模式，街道党工委书记为项目第一责
任人，社区工作者和网格负责人主要负责驿
站日常运行与维护工作。目前，驿站相关配
套设施一应俱全，管理运行机制初步形成，后
期根据实际情况将适时调整，保证驿站功能
最大限度发挥。

时 下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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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下坚实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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