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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特约记者 尹耀增）投资83亿
元的安全智能算力中心暨源网荷储一体
化项目落地海北藏族自治州，制定51条招
商引资鼓励措施，第一季度招商引资到位
资金达2.14亿元……今年以来，海北州紧
抓发展机遇，着眼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要
求，聚焦绿色发展产业，厚植发展“新动
能”，持续聚焦风、光、电、水四大清洁能源
产业及数字经济集聚发展，积极将新能源
产业纳入到全州产业布局中，产业转型升
级呈现出“转”的步伐在加快、“绿”的占比
在提升、“新”结构在优化、“实”的成效在
凸显的特点。

本着一切发展为生态保护让路、一切
产业升级向绿色转型的目标，该州着重从
招商引资项目“绿”的成分占比高、传统产
业改造升级“洁”的优势要突出等方面入
手，加快工业提质增效的步伐。2023年以
来，全州招商引资到位资金21亿元，其中
清洁能源项目到位资金12亿元；工业转型
升级中，关停4家“两高”企业，转型升级3
家企业。

该州充分利用“水丰、光富、风好、地
广”的自然禀赋，积极探索绿色发展动能，
推进清洁能源产业集群发展。引进落地
的刚察县 49.5 兆瓦集中式风电、海晏 100
兆瓦集中式风电、40兆瓦分散式风电等项

目建成并网；成功招引中广核100兆瓦集
中式风电项目、大唐能源49.5兆瓦风电项
目成功落地建设。通过招商引资，成功招
引的刚察 120 万千瓦“源网荷储”、祁连
155MW光伏、“源网荷储一体化”+“牧光
互补”100万千瓦增量改革示范项目等4个
新能源项目稳步推进。谋划储备的祁连
县野马嘴400兆瓦光伏产业园等新能源项
目11个，投资金额达210亿元。

同时，努力提升第三产业占比，抓住

“两弹一星”精神提出25周年重大契机，以
红色教培引领，打造旅游产品，做大旅游
产业，加快发展商贸、餐饮、住宿、养老、康
养等服务业，延长服务业产业链条，打造
新的经济增长点。

本报讯（实习记者 李静）稳步增长的居民收
入背后是不断增进的民生福祉。据国家统计局
海北调查队数据显示，一季度，海北州全体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6598 元，同比增长 5.5%，增速较
上年同期扩大 1.4 个百分点，高于全省平均增速
0.1个百分点。分城乡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9565 元，同比增长 4.4%，增速较上年同期扩大
1.4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979元，
同比增长 6.0%，增速较上年同期扩大 1.5 个百分
点。

今年以来，海北州全面贯彻落实省政府“抢
前抓早促发展，协同发力抓生产，顺势而为扩需
求，服务主体稳预期，保供稳价惠民生”的总体要
求，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普惠性、基础性、
兜底性民生建设，桩桩件件聚焦百姓关切，凸显
民生关怀。民生持续改善向好，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实现平稳增长，是海北州交出的幸福答卷。

工资性收入拉动明显工资性收入拉动明显

居民收入，一头连着民生需求，另一头连着发
展基石。

一季度，海北州全体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为
3186 元，占总收入的 48.28%，同比增长 19.5%，拉
动收入增长 8.31 个百分点。该州始终把稳就业
作为民生之本，全州就业创业工作开年迎来“头
彩”。以壮大知识型、技能型劳动者队伍为目
标，开展民族刺绣、美容美发、餐饮等工种的政
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一季度累计培训 496 人
次；以开展“春暖农民工”行动为契机，扎实推动
组织化规模化转移就业工作，通过一站式“点对
点”等服务实现组织化输出 3146 人次。年初启
动实施“春风行动”专项招聘活动，组织开展“多
频次、特色化”线上线下专场招聘 8 场次，组织
200 余家企业提供快递员、餐饮、保洁等行业就
业岗位近 7000 个，现场达成就业意向 430 人。海
北州人社局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州农牧区劳动
力转移就业总收入达 9199 万元，人均 7484 元。
全州实现农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 1.23 万人次，城
镇新增就业 500 人。

转移净收入稳定增长转移净收入稳定增长

一季度，海北州全体居民转移净收入为 1265
元，占总收入的19.18%，同比增长64.5%，拉动收入
增长 7.93 个百分点。一季度，海北州向全州 1448
名困难群众发放救助金322.80万元，新增符合条件
城乡低保户150户；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发
展，用工需求增大，本年度外出就业人口增多，寄
带回收入明显增加。养老金调整政策持续惠民、
政府保障力度不断加大，劳动力外出就业增收成
效显现……得益于政策红利，该州居民的转移净
收入持续稳定增长，也成为拉动居民收入增长的
一大“亮点”。

多措并举激发居民增收活力多措并举激发居民增收活力

鼓起“钱袋子”，才能“升级”好日子。为了促
进居民进一步增收，海北州将继续加强“稳就业”
工作，制定落实稳岗政策，增设就业岗位，持续扩
大就业规模，充分满足劳动力本地务工就业需
求。紧盯重点群体，深入一线，主动开展技能培
训，提升劳动者就业创业能力。搭建对接平台，多
渠道收集用工岗位信息，针对不同群体特点，分类
筛选形成重点群体岗位信息，向不同就业群体精
准定向推送。

以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为中心工
作，加大农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祁连山下好牧
场”宣传推广力度，扩大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以
优质优价农畜产品推动全州农牧业高质量发展。
立足本地区资源禀赋和现有条件，推进农牧业产
业化和现代化升级，形成农畜产品培育、生产、加
工、储备、销售的全产业链条，持续提高农畜生产
抗风险能力。

同时，持续落实好民生保障相关政策，构建长
效机制，提高社会保障的覆盖力度和广度。全面
落实社会保障和救助政策，做好兜底保障工作。
扩大对农业发展补贴奖励范围，足额发放农机购
置补贴、草原生态奖补等补贴，延长牛羊出栏奖补
政策执行时间至全年，提振农牧民牛羊出栏信心。

本报讯（通讯员 祁宣）近年来，祁连县
将健康事业摆在优先发展位置，认真贯彻
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持续巩固全国健康
促进县创建成果，全面推进打造健康环
境、传播健康理念、凝聚健康共识，积极探
索健康促进长效机制，持续优化健康服务
体系，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健康服务需求，
不断提升群众健康幸福指数。

该县制定出台了《祁连县开展健康促
进县发展规划》和《祁连县开展健康促进
县试点项目工作方案》，建立了政府主导、
部门联动、多方合作、全民参与的工作机
制。树立“健康优先，健康教育先行”的理
念，建立了以卫生健康局为龙头，各单位

为网点，覆盖了辖区内机关单位、乡镇、村
（社区）学校、企业的良好的健康教育网
络，促进健康教育工作常态化、规范化水
平不断提高。

同时，全面打造健康场所。创建健康
促进医院9个、健康村（社区）12个、健康促
进机关14个、健康促进企业2家、健康促进
公共场所6所。将医疗卫生机构作为居民
健康教育的主阵地，开展健康教育主题活
动，受教育群众达12万余人次，印发各类宣
传材料60余种、60余万册。开展“播撒健康
惠万人”健康巡讲活动60场次。全县开通
27个“家庭医生服务团队”微信平台，围绕
健康祁连建设，向群众普及健康知识，推动

全民共建共享，倡导健康的生活理念。
该县累计投入资金7800余万元，用于

全县各级医疗机构基础设施建设、设备更
新、人才培养，通过加强医疗机构设施设备
改造，全县医疗卫生机构服务环境得到全
面改善，服务能力显著提升。深入实施城
乡环卫一体化，启动垃圾分类收集，城镇生
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98%，城镇污水处理
率91%，绿色建筑占城镇新建建筑的比重为
91.6%。同时，对食品生产经营、餐饮服务、
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和化妆品产业链
实行“分类清单式”管理，开展食品药品安
全知识进校园、进机关等巡回宣传活动，强
化广大群众的食品药品健康安全意识。

洁净青海·绿色算力

海北绿色赋能产业转型升级
一季度海北州居民一季度海北州居民

收入稳步增长收入稳步增长

本报讯（通讯员 州宣）近日，海晏县
三角城镇三联村的无纺布袋销量直线上
升，200多万个无纺布袋正准备销往刚察
县、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泽库县等8个省
内外销售市场。在工厂内，工人有序地
开展工作，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生产流
水线高速运转……一派抢抓生产、赶订
单的劳动场景呈现眼前。

为深入践行“两山”理念，推动生态
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大力营造人
人参与“白色污染”整治工作的良好氛
围，2023 年三联村积极响应，结合全域
无垃圾三年整治行动和“无废城镇”创

建工作，投资147万元的乡村振兴资金，
购置相关生产设施设备5台、货车2辆、
叉车 1 台等，大力推进无纺布袋加工生
产项目。

海晏县三角城镇三联村无纺布生产
项目于 2023 年 3 月开始正式投入生产，
采取“村集体+企业”的经营模式。村委
会负责提供厂房和资金支持，青海鼎泓
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负责具体生产运
营，在过去的一年，累计生产销售无纺布
环保袋1300万个，销售总额15.5万元，净
利润10万元，村集体经济增收8万元，帮
助村内 5 名脱贫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

业，使脱贫群众顾家赚钱两不误。
“我们每天能生产12万到13万个可

降解无纺布购物袋，相关产品库存达到
470余万个，生产能力能够满足全县市场
需求”，据该公司负责人介绍，目前可降
解环保购物袋备货充足、规格多样，且都
已通过环保检测。同时，这些产品符合
在短时间内完全降解的要求。

在广袤的海晏大地上，乡村振兴日
益呈现新图景，三角城镇三联村正以更
加昂扬的姿态在实现乡村振兴的道路上
阔步前行，为全面推动全县“一城五业，
全域生态”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第二次分红，我分得15000元，家里
又有入账，感谢党和政府！”说起今年最重
要的一笔进账，切吉村村民拉合加眼里满
是笑意，拉合加激动地说，“我将家里的
66.67公顷草场和80只羊入股到合作社，
去年年底已经分了一次红，没想到还有第
二次分红！”

刚察县泉吉乡切吉村作为传统牧业
村，除了规模养殖场，村里没有其他产业，
牧民增收也没有更多的路子，增收难成了
村“两委”最发愁的事。

2023 年，针对养殖场传统牛羊出栏
方式周期长、收益低，村级产业发展路子
不宽等问题，泉吉乡按照县委农牧业改革
工作要求，以农牧业改革“五化”和“五种
经营模式”，鼓励引导各村开展形式多样
的经营模式。切吉村“两委”组织召开村
民大会进行研究讨论，决定将切吉村规模

养殖场以每年25 万元的价格，租给折赫
托恰落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经营，年租
金用于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2023年4月
合作社吸纳入股村民13户、母羊805只，
整合草原706.67公顷，村民们也拿到了第
一次分红。不过，有部分村民觉得入股不
仅赚不到钱，还会把本赔进去，一直在观
望。

不久前，在切吉村的分红现场，村民
们互相分享着收获的喜悦，泉吉乡切吉村
折赫托恰落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内欢
声笑语，十分热闹。社员依次排队签字、
摁手印，接过合作社负责人递过来的分红
款，社员脸上乐开了花。

“去年10月份，我决定在西宁香格里
拉片区注册经营牛羊肉直营店，通过‘产
销一体’模式增加合作社收入，到现在为
止营业额达到 144 万元。”折赫托恰落生

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彭毛多杰高
兴地说，收入提高后，他给村民带来了更
多分红，底气也更足了。

“现在村里有合作社，不仅村党支部
有钱办事的能力有了提升，群众增收的
问题也有了很大的改观。第二次分红结
束后，不少群众找到村‘两委’，想将自家
草原或者牛羊入股合作社，有了更多群
众的加入，合作社规模扩大，村子一定会
发展得更好！”泉吉乡政府乡长才仁太
说。

乡村振兴是实现农业强、乡村美、群
众富的重要抓手，泉吉乡不断助推产业
发展，积极争取切吉村乡村振兴示范点
项目建设，为乡村振兴加码赋能，不断提
高农牧民群众收入，提升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

（特约记者 丁玉梅 通讯员 吉桑杰）

闯出集体经济增收新路子

深入推进健康祁连建设深入推进健康祁连建设

又到分红时，村民乐开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