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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推发展“一路生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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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柴达木，朝气蓬勃，暖阳里，处处听
见拔节之音，激荡奋发有为新活力。一季度，
海西州紧扣理顺体制、精准谋划、聚焦链条、
强化服务等方面，千方百计抓项目、多措并举
引资金，深入推进招商引资工作迈上新台阶。

“今年以来，海西州深入实施招商引资六
大行动，紧盯目标任务，深挖潜力、强化调度，
全力推进项目建设。一季度共有23个重点招
商引资项目开（复）工，累计完成招商引资到位
资金19.71亿元，同比增长21.89%，顺利实现了
一季度招商引资‘开门红’‘开门稳’，为全年招
商引资目标任务顺利完成起好头、开好局。”州
招商引资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介绍说。

发展是硬道理，项目是硬支撑，招商是硬
抓手。放眼柴达木大地，从繁忙施工的建设
工地到机器轰鸣的生产车间，从承载希望的
规划蓝图到厂房林立的项目现场，一个个大
项目、好项目在海西落地生根，为工业经济快
速发展和提质增效添加了强劲动能，为现代
化新海西建设增光添彩。

德令哈工业园区，路网纵横，一栋栋现代
化厂房映入眼帘，厂房气势恢宏，显露出勃勃
生机。在中车海西州新能源装备制造零碳产
业园建设工地上，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快马
加鞭抓进度。

作为青海省内规模最大、产业链最齐全
的风光储装备产业集群基地，中车海西州新能源
装备制造零碳产业园布局有风电、光伏、储能等
核心产业，该零碳产业园利用清洁能源进行生产
制造。产业园共分三期建设，布局有整机、叶片、
塔筒、发电机、电气装备、光伏组件、储能设备等
产业，总投资约30亿元，总占地570亩，建成投产

后年产值将达60亿元。目前项目已办理完成土
地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等相关手续。项目部、园区围墙、厂区内临时
道路已完成；综合楼、危化库和危废库3个单体已
全部封顶；锅炉房主体待锅炉安装后封顶；光伏
组件厂房和综合站房基础已完成，储能厂房主体
立柱已完成，为7月能顺利投产奋力冲刺。

据悉，一季度，海西州新能源、新材料类招
商项目投资势头强劲，分别到位12.32亿元和
4.1亿元。其中，明阳新能源有限公司50万千瓦
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光伏区道路、升压站场地
平整、10千伏线路工程完成；华电新能源有限公

司100万千瓦光储及3兆瓦光伏制氢项目一期
50万千瓦光伏电站、配套新能源50万千瓦光伏
电站光伏场区等都已全部完工并全容量投产，
正在开展配套储能施工；中国南玻集团年产5万
吨高纯晶硅项目一期正在开展试生产准备工
作，计划4月份试生产。装备制造、矿产资源开
发、文化旅游等产业项目正在逐步发力，共完成
到位资金3.29亿元，占总到位资金的16.69%。
其中，中车海西州新能源装备制造零碳产业园、
新疆宝地矿业哈西亚图C11磁异常铁多金属矿
采选、台吉乃尔文化旅游公司胡杨林景区等项
目正在有序推进。 （特约记者 李淑娟 张岩）

晨光熹微，都兰大地依旧美丽“冻”
人，休整一夜的察汗乌苏镇再次焕发生
机，安静整洁的街道上商铺林立，勤劳的
杂货店老板正在搬运摆放货物，早餐店门
口雾气蒸腾，丝缕烟火气，暖融蕴藉了无
数人清晨早起的困倦，想到近年来生活品
质可感可及的变化，大家提振精神向着美
好的一天出发……

共建共治打造宜居宜业美好家园共建共治打造宜居宜业美好家园

近年来，察汗乌苏镇深入践行新时代
“枫桥经验”，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
领，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深入
落实“领导包片、干部联点、党员结对、群
众参与”的基层治理机制，持续完善精细
化“微网格”治理模式，党员干部群众各负
其责、通力合作，推动基层治理从单打独
斗向共治共享转变。

“新华街社区人多事杂，仅依靠社区
干部推进基层治理实在捉襟见肘。现在
辖区单位、全体党员群众共同发力，人人
都是监督员、参与者，基层治理减压赋能、
成效显著。”新华街社区党支部书记段荣
花表示。

“现在村里推行‘巷道长制’，我成了
门前这条巷道的巷道长，看见哪里有问题
就叫人解决了，而且在村规民约‘积分制’
的激励下，全村所有人都是‘监控器’‘报
警器’，哪片区域发现问题，该区域负责人
立马自动认领，村里矛盾纠纷少了，村容
村貌靓了，群众的主人翁意识也更强了。”
下滩村党员刘正辉自豪地说。

群策群力描绘民富村强的美好蓝图群策群力描绘民富村强的美好蓝图

近年来，察汗乌苏镇深入实施“强村”
工程产业“空壳村”清零行动，通过“公司
（农民合作社）+党支部+农户（家庭农
场）”等方式，大力发展种养殖产业，探索
发展“路衍经济”，全力推动村级实体产业
补链延链、多点开花，全镇产业“空壳村”
全面清零，村集体经济年收益10 万元以
上目标实现全覆盖。

“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发展壮大村
集体经济工作，将村集体经济发展情况纳
入软弱涣散党组织排查整顿和年度评优
评先指标，村‘两委’一有时间就召集党
员、群众代表商议发展村集体经济的事
情。”东庄村党支部书记石相林说。

“上滩东村国道区位优势显著，发展
‘路衍经济’是一条不错的出路，党委、政
府大力支持，乡亲们又全力配合，争取项
目建了‘嘉乐园’以及国道服务区，去年村
集体经济收入显著增长，极大地提振了村
干部的信心和干劲。”上滩东村党支部书
记樊成话语铿锵。

同心同德构建文明和谐美好生活同心同德构建文明和谐美好生活

“现在生活好了，大家吃得好穿得暖，
闲暇时候我们就喜欢拉拉二胡，唱几句小
调。今年我们自编自演，通过‘贤孝’演唱
宣讲一号文件，广受好评。我们打算做精
做优贤孝队，积极争取干部群众支持，助
推贤孝队走出上滩东村、走出察汗乌苏
镇。”贤孝队成员赵普说。

“以前村里人一闲下来，就聚在一起
喝酒打牌，闹出不少矛盾纠纷，而且喝酒
闹事、酒驾醉驾等事件也多。现在村里经
常组织射箭、拔河、篮球赛等活动，妇女同
胞跳跳广场舞，不仅身体素质强了，社会
风气也好了，大家伙的关系也更和谐融
洽，真是一举多得。”上西台村妇联主席拉
毛措说。

“察汗乌苏镇将一以贯之把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将为人民谋
幸福的初心化作前行动力，广泛凝聚群众
智慧力量，创造更加辉煌美好的明天。”察
汗乌苏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董国智说。

（特约记者吴婷婷 通讯员 江晓丹）

走进格尔木市乌图美仁乡光伏园区，一
块块蓝色光伏板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
星罗棋布地点缀在沙漠戈壁，在“蓝海”中感
受光伏的魅力。一处处热气腾腾的施工现
场，一个个开足马力的新能源项目，彰显出格
尔木市全力打造清洁能源强市的强劲脉动。

格尔木在新能源产业发展道路上一路向
前。立足格尔木太阳能综合开发条件优越、风
能资源开发建设条件好、土地资源富足等资源
优势，已建成格尔木市东出口、乌图美仁2个新
能源园区。进一步完善规划引领和顶层设计，
编制完成甘森区域“光、热、储”一体化园区规
划、那棱格勒风光水储一体化园区规划，为未来
格尔木清洁能源产业发展谋划路径。目前，格
尔木市域内已建成750千伏变电站2座、330千

伏变电站14座，新能源装机容量797.85万千瓦。
“双碳”背景下，能源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发

展势在必行。格尔木市积极谋划新能源发展，
向“新”而生、逐“光”前行。为充分发挥传统能
源在能源供应中的托底保障作用，加快煤电、气
电项目进度，着力解决格尔木清洁能源发展过
程中支撑电源不足的矛盾。华电2×66万千瓦
火电项目和中石油30万千瓦燃机电站重启项目
已经开工，项目计划于2024年投入运行。

同时，对接清洁能源装备制造企业，组织
百度青海绿电与绿算中心、三峡废旧矿洞压
缩空气储能等科技含量高、引领示范作用强、
要素保障条件落实好的项目申请纳入海西州
新能源储备项目库，依托一体化项目提升清
洁能源就地消纳水平，探索电力源网荷储、多

能互补实施新路径，推动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去年，世界3500米以上高海拔地区装机容

量最大、调节库容最大、输水隧洞线最长的抽水
蓄能电站项目——南山口240万千瓦抽水蓄能
电站开工建设。除此之外，鲁能液态压缩空气储
能和龙源高倍率熔盐储能项目开工建设、那棱格
勒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完成业主招标，推动建设多
元协同储能体系。还建成了鲁能330万千瓦多能
互补一期70万千瓦光伏、海西基地三峡100万千
瓦光伏等项目，新能源项目建设规模不断扩大。

新时代实现新跨越，新征程取得新成
就。今日之格尔木，正驰骋在清洁能源产业
建设的发展快车道上，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格尔木篇章。

（特约记者 李淑娟 通讯员 汤红红 宗布尔）

在海西大地，有一项传统的手工艺——
蒙古族刺绣，它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发展
变化。从家庭作坊到现代化的生产，从本土
市场的默默耕耘，到国内和国际市场的华丽
亮相，海西州的蒙古族刺绣正以其独特的魅
力，吸引着越来越多人的目光。

乌云白力格，2019年她被命名为州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海西蒙古族刺绣代表性传
承人，7年前有了自己的服饰传习室。在她看
来，刺绣已经融入了自己的生命，保护和传承
蒙古族刺绣是她一生要做的重要事情。一针
一线，飞舞的指尖流过数十载光阴，也在历史
的画布上绣下了岁月静好，她以精湛的传统
技艺创造出指尖上的幸福生活。

蒙古族刺绣有着悠久的艺术传统，以彩

色丝线、棉线、驼绒线、牛筋、马尾鬃等绣线为
主，通过绣、贴、堆、剁等多种技法，在绸、布、
羊毛毡、牛皮等上面绣出各种美丽图案，包括
牡丹、荷花、桃花、鱼、马、鹿、蝴蝶、鸟类等，过
程讲究构图均匀、整齐、连贯、协调。

近年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海西地区的蒙古
族刺绣产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越来越多的
游客被蒙古族刺绣作品所吸引。他们纷纷购
买刺绣产品，作为纪念品或礼物赠送给亲朋好
友。这不仅带动了刺绣产业的发展，也让更多
的人了解到了这一传统技艺的魅力。

蒙古族刺绣传承的是“指尖技艺”，弘扬
的是传统民族文化。乌云白力格的母亲达力
玛与蒙古族刺绣相伴几十年，每一件绣品都
深深刻在她的心中。2014年，达力玛被评为

海西州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名录
“海西蒙古族刺绣”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达力玛说：“以前我们的那个年代，没有
那么多布料也没有这么多线，需要红线就在
红布上扯下来搓成线缝制。现在什么颜色的
线都有，缝起来很方便。我们现在想做什么
样的刺绣，都能绣出来，现在我就把自己的蒙
古族刺绣技能教给我女儿，她再教给其他人，
一代代这样更好地传下去。”

银针穿梭，彩线纷飞，手腕翻转间。如今
的蒙古族刺绣，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家庭手工
艺，而是成为了一项具有广阔市场前景的产
业。它不仅为当地妇女提供了就业机会，也
为地方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特约记者 吴婷婷 青普力）

“列车上如有医务工作者，请立即到3号
车厢，有旅客突发疾病需要紧急救治。”

4月12日下午，C896次动车像往常一样，
从德令哈驶往西宁，当列车经过天棚至鸟岛
区间时，列车内响起了寻找医护人员的广播。

原来，动车到达乌兰站后，乘客马女士发
现有一名刚上车的乘客面色较差，于是就把
座位让给了他。当动车出了关角隧道不久
后，该乘客出现腹痛的症状，马女士赶紧找到
了列车长，于是发生了开头列车找医生的一
幕。

“听到广播后我就赶往3号车厢。”来自海

西州人民医院的医师尼玛才让说。
当尼玛才让和同事黄志鹏赶到3号车厢

后，来自同医院的主任医师王文生也赶过来
了，三人立即开始工作，检查病情、测量血
压。“患者现在生命体征平稳，列车条件有限，
建议暂时对症止痛，同时密切关注患者腹部
体征。”经过一番检查后医生给出建议。

在做了简单的止痛治疗后，过了一会儿，
患者病情有所缓解。患者家属还未来及询问
三位大夫的名字，三人已默默回到了各自的
车厢。“作为一名医护人员这是我们应该做
的。”面对同车厢乘客的夸赞王文生说。

虽然患者病情有所缓解，但列车长李红
霞工作还在继续，她说：“既然乘客上了我们
的列车，我们就要为旅客负责。”

深春时节，青海湖畔乍暖还寒，动车划过
轨道只需一瞬，但这场充满关心关怀的“出
诊”却温暖了同行乘客们的心，为主动给别人
让座的马女士，关键时候挺身而出的医生王
文生、尼玛才让、黄志鹏，以及对工作认真负
责的李红霞点赞！

21:50，列车内响起了到站的广播，“长大
了我也要当医生。”5号车厢传出了一个稚嫩
的声音。 （特约记者 索南江措）

增长20%以上，招商引资开门红

非遗不“遗”“绣”出精彩

高原动车上的温暖“出诊”

格尔木建成两个新能源园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