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展绿色算力产业发展绿色算力产业，，西宁成为西宁成为““天然良港天然良港””

以全国最快速度建成开通西宁国
家级骨干直联点，西宁国际互联网数
据专用通道、西北首个根镜像服务器
上线运行，互联网网络传输能力大幅
提升……

2023年12月16日，西宁国家级互联
网骨干直联点在西宁正式开通运行，标志
着青海正式跻身全国互联网顶层架构节
点行列。

“西宁气候干燥、冷凉、洁净，数据中
心可实现大部分时间自然冷却，制冷用电
比远低于全国水平，并且干燥洁净的空
气，可有效延长电子设备使用寿命。”中国
联通西宁市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米
世全说。

依托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地理位
置，在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开
发区”）南川工业园区，青海联通高标准、
高质量、低能耗建成三江源国家大数据基
地，目前已建成标准机柜6000架，互联网
骨干网络带宽资源 3600G，算力能力达
2600PFlops，是青海省内绿电消纳最大、
入驻头部客户最多的大数据中心，入选
2022 中国算力大会“低碳算力”先锋案
例。

“发展绿色算力产业，能源极足、电价
极低、绿电极优、气候极好、能耗极少、回
报极高，为算力提供可靠的绿电保障。”中
国电信青海公司绿色算力发展中心总经
理李增伟说。

对于绿色算力产业来说，西宁就是一
处“天然良港”。

在日前召开的青海绿色算力产业
发展推介会上，开发区管委会与中国联
通青海分公司签署项目合作协议，建设
青海绿电智算产业园，总投资约 17.7 亿
元。

签订的青海三江源国家绿色智算算
力调度平台项目，将落地中国联通三江源
国家大数据基地，总投资约10亿元。

“目前，青海联通已启动三江源国家
大数据基地二期、三期工程，完成后算力能
力将达到8000PFlops。”米世全说，“我们将
加强绿色算力产业引领，支撑产业‘四地’
中心城市建设，充分发挥产互公司属地服
务和平台融通带动作用，打造人工智能、工
业安全、互联网双跨平台、5G工厂等，实现

‘算用一体’数智应用价值释放。”

全力打造集群全力打造集群，，筑牢绿色算力底座筑牢绿色算力底座

2023年9月，国家超算中心青海大学
分中心揭牌；2023年11月，青海昆仑人工
智能算力中心揭牌……

一个个“超级大脑”加快崛起，正全力
构建西宁智能、高效、安全、绿色的算力网
络，筑牢数字基座。

“青海昆仑人工智能算力中心投入使
用后，将为西宁公共平台提供强大的底层数
据分析和处理能力，打通水、电、燃气、火等
各类城市基础设施数据，并在市域社会治
理、城市安全、民生服务等领域落地基于物
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场景，打
造西部智慧城市建设新标杆。”青海昆仑人
工智能算力中心项目相关负责人表示。

根据《青海省绿色算力基地建设方
案》，青海将构建“1+2+N”整体布局，加
快建设西宁—海东智算、超算核心集群，
支持数据中心由存储型向计算型转变，合
理提升智算、超算占比，围绕绿色算力产
业链增强服务支撑能力。

“西宁移动作为网信领域信息服务排
头兵，将进一步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统筹规划西宁绿色智算‘1+3’体系布局，
依托青海移动‘3+7+X’数据中心规划，在
西宁地区加快部署‘1+3’中国移动（西
宁）绿色算力集群［即：一个平台：算力管
理服务平台；三个中心：绿色智算中心（城
南）、信创中心（城东）、大数据中心（城
西）］，加速西宁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
助力西宁数字经济发展。”中国移动青海
公司西宁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白鹤
说。

全力打响西宁名片全力打响西宁名片，，让更多绿色算力让更多绿色算力
赋能千行百业赋能千行百业

走进南川工业园区天合光能青海大
基地组件生产车间，大屏幕上实时更新着
当日产量以及其他生产数据。“我们车间
已经实现全AI 自动识别，产品实时监测
合格率，只要出现问题，工艺工程师会第
一时间给出解决方案。”天合光能青海大
基地组件生产车间相关负责人鲁云介绍。

一个小小的“芯片”就可以开启智能
养殖模式；在数字文旅大数据平台，能够
了解到青海湖、茶卡盐湖、祁连山、塔尔寺
等旅游景区哪里游客最多。

绿色算力供给加快企业“上云用数赋
智”，全面赋能企业生产、运营及管理等环

节，降低传统企业整体能耗。
翻看送来的绿电溯源大数据分析报

告，清洁能源使用量、折算“碳减排”数据、
清洁能源来源等信息一目了然。

“以前，园区只能通过各发电厂提供
的电能数据倒推企业的绿电使用情况，数
据通常不太精准。但是现在可以借助绿
电溯源感知平台，动态分析绿电生产、传
输、消纳的全过程数据，从而得以更精准
地帮助企业降低碳排放，推进园区实现绿
色转型。”南川工业园区相关负责人祁财
兴告诉记者。

基于携手打造的“青海宜化智慧工
厂”“青海宁德时代 5G 专网”、西宁政务
云、大数据基础平台等案例，不断提升数
字赋能千行百业的供给能力，提升产业数
字化动能；同时，进一步助力“西宁化”社
区治理数字化质效，夯实西宁“数字政府”
社区底座……西宁移动重点围绕基础设
施构建、算网应用赋能和技术创新引领三
条主线，持续推动算力网络创新发展。

“我们紧扣人工智能发展新趋势，积
极推动行业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
通过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在智慧城市、
数字产业、民生服务等领域持续筑牢数字
底座，为行业大模型训练提供全栈解决方
案。我们坚信通过不断的科技创新，一定
能够更好地发挥中国电信在资源、技术、
超算、智算领域的先发优势，让青海西宁
快速进入‘算力时代’。”李增伟说。

打造绿色算力比较优势、打造绿色算
力创新体系、夯实绿色算力发展基础、壮
大绿色算力产业规模、强化绿色算力政策
措施、优化绿色算力发展环境……

对标“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和“三个更
加重要”战略地位，西宁牢记高质量发展
是新时代的硬道理，立足五个中心城市定
位，扛牢五个首位责任，聚力培育壮大绿
色算力产业，加快发展以绿色算力为引领
的新质生产力，让更多绿色算力走进千家
万户、赋能千行百业，让更多产品贴上绿
色标签。

全力打响绿色算力名片，“算”启新
程，西宁未来可期！ （记者 樊娅楠）

洁净青海·绿色算力

用手机点一单外卖、购买心仪的衣服、办理“一网通办”政务服务、回复微信消息……伴随人工智能飞

速发展，算力的需求被火速点燃，每一次计算的背后，都需要消耗不少能量。

利用大西北戈壁滩上的风电、水电、光伏电，来打造绿色的超算中心、智算中心！

春意正盛的四月，青海因为世界难题给出“天才方案”而火，西宁作为其省会城市也在努力抢抓机遇，

积极融入全国全省发展大局，正确处理好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加快推进新能源应用端产业布

局和技术成果转化，以数字赋能促进绿色算力产业发展，真正把能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走出一条青海

西宁特有的绿色算力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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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全力打响绿色算力名片

本报讯（记者 张国静）生态护林员是保护森林资
源的“第一道防线”。今年我市持续做好1224个林草
生态公益岗位落实工作，积极落实生态管护岗位
1600个。截至目前，我市两县一区已完成2824名林
草生态公益管护员审核续聘工作并已全部上岗。

为切实做好春季森林防火工作，目前护林员们全
员上岗、严阵以待，高密度、全方位开展森林防火巡查和
宣传，切实守护好全市537万亩林地安全，筑牢绿色“防
火墙”。

我市将严格按照资源管护方案及签订的管护合
同，加强考核监管和绩效考评，及时发放管护员的劳
动报酬，进一步提高生态公益管护员的工作积极性，
保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资源管护工作达到双赢。
通过一系列举措，明确重点、强化措施、完善制度，认
真抓好整改落实工作，建立长效机制，为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同时，为助力林草行业乡村振兴，按照市委市政府
部署要求，各级林草部门将强化领导、层层落实责任，不
定期召开工作推进会，随时掌握工作进度，及时做好安
排部署工作。积极推进西宁市2024年欠发达国有林场
巩固提升项目建设，通过项目的实施和辐射带动作用，
增加区域群众收入，充分发挥林草行业财政补助资金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振兴的政策效力。完成国土
绿化任务25.77万亩，创建1个省级森林城镇、3个省级
森林乡村，项目实施过程中通过采购苗木、劳务输出等
方式积极吸纳群众参与生态建设，切实增加群众就业收
入。

本报讯（记者 刘瑜）今年以来，全省人社系统深
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就业工作部署要求，全面落
实就业优先政策，以“起步就是冲刺、开局就是决
战”的奋进姿态，深入实施就业提质增效行动，着力
打造“青海e就业”工作品牌，强化上下协同、部门联
动，加力打好促就业“组合拳”，推动各项稳就业措
施落实落地。截至 3 月底，全省城镇新增就业 1.59
万人，完成一季度目标任务的 159%，农牧区劳动力
转移就业 31.7 万人次，2 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同比
降低，各项就业指标有序推进，就业工作实现首季

“开门红”。
省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调度就业工作，制

定 2024 年就业提质增效行动任务分工方案，将 7
项主要就业指标和 53 项具体举措分解至各市州及
33 家就业工作协调机制成员单位，逐项细化项目
内容，明确工作责任和完成时限，推进各项指标任
务有效落实。以打造“青海 e 就业”品牌为抓手，部
署“春暖农民工”服务行动，开展“12+N”公共就业
活动，会同民政、农业农村等 10 部门联合举办“春
风行动”专项招聘活动，分行业、高频次举办线上
线下招聘活动 186 场，发布岗位信息 5.7 万条，各类
就业信息持续跟踪推送，进一步畅通了就业信息
渠道。依托重点企业用工服务保障机制，发挥“人
社服务专员”作用，为企业提供用工指导、岗位招
聘、技能培训等常态化“一企一策”对接服务。指
导督促各市州不断完善州、县两级企业用工动态
监测工作，落实领导包联、会商研判、专班推进等
工作要求，动态服务保障企业用工。截至目前，已
为 24 家省级重点企业保障用工 2116 人，完成年度
目标任务的 24.3%。

同时，紧盯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深入开展“访
企拓岗”和“组团式”就业创业行动，落实困难高校毕
业生就业帮扶举措，为9408名困难高校毕业生落实一
次性求职创业补贴。截至目前，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
生登记就业率达到90%。持续巩固脱贫人口稳岗就业
成果，分解下达2024年脱贫人口务工就业目标任务，
实施防止返贫就业攻坚行动，部署落实社保补贴、交
通补助等帮扶政策。截至目前，全省脱贫劳动力务工
就业11.7万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65.4%。深入村
镇、园区和企业调研摸底培训需求，制定年度培训计
划，指导各类职业院校、培训机构开展“菜单式”“定向
式”和“校企合作”等精细化培训。各市州结合新兴行
业、特色产业和就业创业需求，开展媒体运营、网络营
销、家政、刺绣等专项技能培训，提升职业技能水平。
截至目前，全省开展补贴性技能培训1.31万人次，完
成年度目标任务的14.6%。

2824个林草生态

公益管护员上岗

开门红！

首季全省城镇新增就业1.59万人

本报讯（记者 张弘靓）4月6日，央视
《新闻联播》“一线调研·加快形成新质生
产力”栏目播出《青海做大做强绿色产业
链》，2分25秒的时长中，聚集多晶硅、光
伏制造、锂电储能……向全国观众展现青
海在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上的探索。

青海充分发挥资源优势，着力培育新
能源、新材料为主体的产业集群，不断做
大、做强绿色产业链，加快形成新质生产
力。

“在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这家太阳
能开发企业正在抓紧生产一批高效转换
太阳能、700W+超大功率光伏组件，它需
要的上游产品——纯度更高的多晶硅是
同在开发区的‘绿色产业一条街’上提供
的。这条街聚集了多晶硅、光伏制造、锂
电储能等10多家企业，既有厂房，也有研
发基地，企业过个马路就能和上下游的合
作伙伴实现对接。”随着主持人的介绍，画
面在位于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天合光

能青海大基地生产车间与园区内的绿色
产业一条街间转换……

天合光能全球产品副总裁青海基地
负责人仝斌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说：

“我们在做技术突破时，需要上游的产品
能够匹配在这条绿色的产业链上，大家协
同发展。”

政府做媒，绿色产业链协同发展。
借助丰富的盐湖锂、风光水资源优势，
青海重点发展以锂电、光伏为主的新能
源产业，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加快衔接，
促进上下游企业协同创新，将产业链拓
宽延展。与此同时，青海还通过创新资
金引导，建设公共研发平台、服务智慧
工厂的大数据中心，有效激活企业创新
动能。

“围绕绿色产业，我们有规划地引导
相关企业形成聚集效应，保障要素和上下
游的供需清单，帮助企业对接抱团发展。”
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赵建

文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表示。
依托完善的产业链，青海可以提供大

量的清洁能源，截至2023年年底，青海全
省电力总装机 5497 万千瓦。其中，清洁
能源装机占比约 93%，发电量占比约
84%。青海冷凉干燥，适合布局服务器。

画面中不断呈现着青海碧绿的盐
湖、海洋般的光伏板、草原上的风车，再
到绿色园区、智能工厂……让观众切身
感受到了青海在做大做强绿色产业链的
跃迁。

依靠清洁绿电的西宁经济技术开发
区三江源国家大数据基地，为青海文旅产
业、农牧业、智能工厂提供数据支撑。与
此同时，青海正打造绿电大型智慧储能系
统，通过储能智能充放电管理为算力提供
稳定动能。今年，以储能设备制造为主的
智慧储能产业园正式开工，用规模化的绿
电支撑算力，为全国的科技产业提供强力
的支撑。

央视《新闻联播》关注青海新质生产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