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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两会传来一个个好消息
超期待超期待！！西宁机场三期建成西宁机场三期建成

充分充分准备准备，，
推动设立祁连山国家公园

十大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奏响十大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奏响““最强音最强音””

两会连线两会连线

【报告摘登】我省将高质高效推进国家公园示范省建
设，编制实施国家公园示范省建设总体规划，建设管理好
三江源国家公园，推动设立祁连山国家公园，高标准编制
实施青海湖国家公园“1+10”规划，做好昆仑山国家公园
和西宁国家植物园创建工作，深化体制机制创新，持续开
展自然保护地“绿盾”行动。创新特许经营模式，积极培
育国家公园文化，努力把国家公园建设得更有特色、更有
魅力、更有品质，成为展示美丽中国的亮丽名片。

青海，国家公园建设继续走在全国前列！
放眼青海大地，我们无比欣喜于眼前的生态美景！
去年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高质量推进，祁连山国家

公园已全面完成试点任务，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进入冲
刺阶段，昆仑山国家公园创建前期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在西宁举办的第二届国家公园论坛发布了中国国家公园
标识和首批国家公园总体规划……我们驰而不息以青海
经验不断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路径。

今年在国家公园示范省建设上我省将采取哪些举
措？开展哪些工作？记者连线了省林业和草原局相关负
责人。

国家公园示范省建设蹄疾步稳
过去的一年，我省在推进国家公园示范省建设上蹄

疾步稳，三江源国家公园总体规划发布，祁连山国家公园
设园在即，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任务全面完成，第二届国
家公园论坛成功举办……我省以全力推进国家公园示范
省建设实现新突破、取得新成效为导向，编制完成《国家
公园示范省建设巩固提升行动方案》《青海以国家公园为
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现代化建设总体方案》《国家公园
示范省建设总体规划》。

三江源国家公园大力推进实施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
产所有权委托代理机制试点，探索地方政府联席会议以
及项目联审机制，加快建设“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平
台。深入探索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修订完善特许经营管
理办法，推进野生动物争食草场损失补偿试点，常态化落
实生态管护公益岗位制度。

祁连山国家公园开展多部门联合执法和州县联动巡
查，完成荒漠化调查和生态保护成效评估，举办生态科研
高地建设研讨会、青藏高原雪豹保护研讨会。2023年11
月，我省向国家林草局报送申请开展青海湖国家公园创
建评估请示，编制生态旅游空间布局、特许经营等专项规
划，制定生态旅游正负面清单，合理布局环湖12个观景
点，全力推动示范区创建。

今年高质高效推进国家公园示范省建设
2024 年，我省将高质高效推进国家公园示范省建

设。将完善自然保护地规划体系，进一步优化国土空间
开发保护格局，编制《青海省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建设
及野生动植物保护重大工程建设规划》等，实施《青海以
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示范省建设总体规
划》和《国家公园示范省建设巩固提升行动方案》《青海以
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现代化建设总体方
案》，进一步完善以国家公园示范省总体规划为统领的

“1+N”规划体系。
打造现代化自然保护地。进一步强化智慧保护地建

设工作，夯实国家公园科学化、精准化、智慧化建设与管
理基础，积极引入通讯物联等先进技术体系，建立完善

“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体系，全面提升自然保护地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推动自然教育工作迈上
新台阶。推进国家公园及各类自然保护地自然教育体系
化、规范化建设，着力提升自然教育基础条件，推动建设
一批有特色、有亮点，公众参与度高的自然教育基地，构
建完善配套的自然教育平台。 （记者 师晓琼）

【报告摘登】千方百计拓展有效投
资空间。建成西宁机场三期，推进共
和机场建设，加快西成铁路、格库铁路
扩能改造、青藏铁路格拉段电气化改
造等项目，建成加定至西海、官亭至大
河家 2 条省际高速公路通道，力争建
设格尔木至那曲公路，公路通车里程
突破9万公里。

2024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周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
务的关键一年，聚焦扩大有效需求，全
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意义重
大。如何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带动放
大效应，拓展有效投资空间？省两会
政府工作报告中，机场扩建、公路建
设、铁路扩能改造等一个个围绕国家
重点投向的投资项目，令大家倍感振
奋与期待。

交通基础设施具有投资规模大、
落地见效快的特点，是扩内需的重要
领域之一。

西宁机场三期紧锣密鼓建设
报告提出，2024年要建成西宁机

场三期。这对全省人民来说，是一个
好消息。

一条跑道，带来的是一个地区开
放发展的希望；一个机场，拉近的是一
个区域与世界的距离。

西宁曹家堡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
程是民航局和青海省“十四五”期间重
点建设项目之一，也是青海民航发展
史上建设规模、投资金额最大的建设
工程。

西宁机场三期项目包括机场工
程、空管工程和供油工程三部分，其中
机场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和规模包括建
设与跑道等长的第二平行滑行道；建
设15.8万平方米的T3航站楼，扩建站
坪并调整布局，机位总数达到 75 个；
建设16.9万平方米的综合交通中心、
1.8 万平方米的货运库等生产生活辅
助设施；配套建设助航灯光、消防救
援、通信、供水、供电等设施。工程建
设得到了省委省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
部门的高度关注与支持。目前，西宁
机场三期航站楼主体已完工。

工程投运后，西宁机场将形成一
条跑道、两条平行滑行道、三座航站楼
的布局，机场基础设施、保障能力等将
全面提升，可满足西宁机场旅客吞吐
量21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12万吨的
运行需求。

“我们致力于把西宁曹家堡国际
机场打造成为全省第一综合交通枢
纽、第一旅客集散中心、对外开放第一
门户，为青海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
设提供重要支撑。”青海机场公司相关
负责人表示。

公路通车里程突破9万公里
“坚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

的硬道理，我们全力推进综合运输大
通道、大枢纽建设，着力构建安全、便
捷、高效、绿色、经济、包容、韧性的可
持续交通体系，力争建设格尔木至那
曲公路，实现公路通车里程突破 9 万
公里。”省交通运输厅负责人表示。

我省将把抓项目促投资作为稳经
济促发展的重要抓手，把推进重点项
目落地、强化管理协调服务作为工作
主线，千方百计拓展有效投资空间，积
极推动青藏铁路格拉段电气化改造工
程，增强青藏铁路主动脉运输能力和
运输效率。

格库铁路扩能改造工程完工后，
将进一步提高能源安全和运输保障能
力，对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更好服务

“一带一路”建设等具有重要意义。
为更好扩大有效益的投资，激发

有潜能的消费，我省紧盯国家促进民
间投资发展、增发国债、政府和社会资
本合作新机制等政策机遇，压茬推进
一批重大项目落地实施，切实发挥好
重点项目支撑带动作用，推动经济持
续稳定增长，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
化青海新篇章提供有力支撑。

（记者 樊娅楠）

【报告摘登】聚焦构建现代化产业
体系，加力推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坚持以产业“四地”为牵引，推动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强筋壮骨、支柱
产业聚链成群，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更大力度推动创新强链。实施产业创新
引领工程，全面提升十大国家级科技创
新平台建设质效，强化生态环境、盐湖
资源、清洁能源、特色农牧、生物资源等
领域关键技术攻关，促进第二次青藏科
考成果转化。

科技决胜未来，创新引领发展。
省两会传来好声音！聆听 2024 年

青海省政府工作报告，青海大地正在释
放高新科技创新加速发展的信号。

冷湖天文观测基地新引进8台天文
望远镜，“墨子”开启巡天观测，新认定国
家级高新技术企业99家，省级科技型企
业 188 家……聚焦构建现代化产业体
系，我省加力推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你知道我省十大国家级科技创新
平台都是啥吗？你了解我省如何“奋力
一跳”吗？

就百姓关心的十大国家级科技创
新平台建设问题，记者连线青海省科技
厅相关负责人。据介绍，青海省十大国
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分别为：海南州国家
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冷湖世界
级天文观测基地、盐湖资源绿色高值利
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多能互补绿色储能
全国重点实验室、现代藏药创制全国重
点实验室、盐湖资源综合利用国家技术
创新中心、国家牦牛技术创新中心、国
家高原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青藏高原
国家种质资源库、全球大气本底与青藏

高原大数据应用中心科技创新平台。
“高大上”的十大国家级科技创新

平台，让青海有了“奋力一跳”的底气！
据悉，截至目前，所有平台正在按

任务进度开展培育建设。其中，大数据
中心方案编制等已进入招标阶段，天文
观测基地场地平整二期已完成38万立
方开挖，总工程量已完成 40%，光学天
文观测条件监测系统正在与紫金山天
文台等科研单位对接方案；盐湖显微科
学与技术创新平台已形成功能性需求
的论证意见；完成牦牛在线信息平台建
设；青藏高原生态大数据中心项目正式
开工建设，建设青海省碳核算数据库，
建立了多要素温室气体监测系统所需
要的高精度标准气配制流程和技术规
范，完成区域碳排放和碳吸收评估可视
化平台实施方案，编制建立了“地面臭
氧长序列数据集”“臭氧柱总量长序列
数据集”“黑碳质量浓度长序列数据集”

以及冰川、积雪基础数据集等。全省坚
持以产业“四地”为牵引，推动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强筋壮骨、支柱产
业聚链成群，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科技创新对于一个地区而言，关系
到区域竞争力和综合实力。今后，我省
将大力实施产业创新引领工程，全面提
升十大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质效，
深入实施“昆仑英才”行动计划，创新

“项目+人才+平台”科技人才培养引进
机制，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开展促进大
中小企业融通创新“携手行动”，完善知
识产权保护体系，大幅提高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成效。实施新能源、新材料等重
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质量支
撑和标准引领，进一步提高制造业特别
是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占比，积
极谋划未来产业，培育产业新赛道。

青海奏响科技创新“最强音”！
（记者 晴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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