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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西稳步推进绿色算力产业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海西宣）今年以来，海

西州充分发挥独特资源优势和地域优势，
推动绿色电力向绿色算力转化，探索推进
绿色能源和绿色算力融合发展，因地制宜
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打造高效、低碳、智
能、集约的柴达木绿色算力长廊。

海西州能源资源富集、发展要素集
聚、产业条件良好，具有能源极足、电价
极低、绿电极优、气候极好、能耗极少、回
报极高的禀赋优势，正处于发展绿色算
力产业的关键期，面临着多重利好叠加、
各种优势聚集的良好机遇。目前，全州
已建成柴达木云数据中心暨青藏高原数
据灾备中心、三江源国家大数据中心、数
字青海绿色大数据中心等，实现行业核
心数据、重要数据灾备全覆盖，有效保障
了行业关键数据和敏感信息的安全性。
正在建设雨色大数据灾备中心、移动第
二枢纽数据中心，计划总容量达到 2 万余
架机柜，最大算力可至 100 万亿次计算/
秒。同时，积极搭建百度 150 万亿次计
算/秒的融合智算算力平台以及全球商
业遥感卫星接收站网建设，为海西进一
步推动绿色算力产业体系快速发展提供
强有力的基础优势。

海西州通过配套开展产业对接、项目
洽谈等活动，加强与阿里、网易、海康等浙
江省知名企业对接，搭建更多交流合作的
平台，积极引进一批科技水平高、辐射带动
强、社会效益大的大型互联网企业在海西
投资布局数据基地建设，为海西加快绿色
算力产业发展“添砖加瓦”。目前，集中签

约绿色算力中心、大数据中心、智算服务、
算力租赁服务、网络建设服务、天文观测研
究、城市数字化、AI病理诊断、医疗大数据
等17个绿色算力领域合作项目，签约金额
13.25亿元。

同时，强化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
应用支撑，充分利用数据共享工作机制，
发挥数字化转型的引领和支撑作用，加
快数字化赋能政务服务，逐步实现政务

数据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跨业务互
联互通。另外，探索推进绿色算力在公
共资源交易领域高效能、高技术、高水平
应用，全面推动公共资源交易与数字政
府建设融合发展，推动公共资源交易向

“服 务 标 准 化 、交 易 市 场 化 、监 管 智 慧
化”方向发展，为中小企业发展注入活
力，引导企业绿色转型发展，促进企业良
性竞争。

地处青海省西北部，柴达木盆地西缘的茫
崖市，是典型的高原大陆性气候，这里土地多
为重度盐碱地，且年均蒸发量大，日夜温差高，
这些因素的叠加导致茫崖树木存活率低。

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一代代茫崖人，为
了绿色梦想，毫无怨言立下向戈壁要绿色的决
心，他们的足迹遍布植树绿化的每个角落，凭
着对绿化事业的满腔热情，在平凡的岗位上兢
兢业业、任劳任怨，为茫崖的绿化工作作出了
不凡的贡献。

李啟峰是茫崖市市政设施和建设工程综
合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他负责的市政设施
管理养护工作面广、量大，繁杂、琐碎，但这些
都没有让他望而却步，他以更加高度的责任心
和严谨的作风使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开春后，我们就开始对全市的树木进行
春灌、施肥、修剪、除草、除碱、抹芽等，虽然每
一步都琐碎繁杂，但是看到我精心养护好的树
木健康成长时，心里就有种自豪感。”李啟峰说
道。

“让一棵棵小树苗变成耸立的大树。”这是
李啟峰最大的愿望。

“春天他和大家一起种树，夏天顶着高温
养护树木和绿植，他的脸都会因太阳暴晒而脱
皮。”李啟峰的妻子王香香说。

每次说起这些，李啟峰总会摆摆手，他觉
得这些都不算什么。一代又一代茫崖人怀揣
绿色梦想，发扬不畏艰难、艰苦奋斗、顽强拼搏
的精神，让绿色在茫崖蔓延。像李啟峰这样的
茫崖人凭着这一股精神，坚定地走在“绿色追
梦路”上。他也被评为茫崖市2024年第二季度
敬业奉献好人。

践行生态初心，深耕绿水青山。李啟峰
说，他会全心全意地履行好“茫崖好人”的示范
带头作用，用敬业的底色践行“两山”理念，让
茫崖的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生态更美好。

（特约记者 田格斯 通讯员 张海菊）
本报讯（特约记者 吴婷婷 通讯员 董高洋）

“四好农村路”建设成效显著，农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农村公路成为老百姓
家门口的致富路、幸福路、连心路、振兴路。都兰
县热水乡聚焦乡村振兴中心任务，紧紧围绕产业
发展、生态环保、文化繁荣等方面内容，描绘出一
幅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画”。

热水乡围绕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
在辖区内3个村均建立养殖基地，积极谋划建设
万只藏羊生态养殖基地项目，促进传统畜牧业焕
发“新活力”；结合热水古墓立项国家遗址公园契
机，积极发展旅游业，让辖区群众端上“旅游碗”、
吃上“旅游饭”，敦煌市传媒有限公司投资60万
元打造“博爱山庄”；智尕日一社引入少数民族发
展资金 28 万元建设牧家乐；卓兰草原运用“牧
户+合作社”的方式运营农家乐，切实让群众的
腰包“鼓起来”。

今年，热水乡积极组织林草管理员巡护草
场、河长巡查乡域内河道、路长巡查乡域内道
路。结合城乡环境清洁行动积极开展人居环境
整治，结合国土绿化三年行动积极植树造林。同
时，在街头巷尾、房前屋后、乡村道路两旁累计植
树14750棵，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得到提升。

本报讯（特约记者 吴婷婷 通讯员 张晓
兰）都兰县借助绿色算力思维，充分挖掘绿
色算力创新应用潜力，赋能数字化智慧农
业，加速孵化和生成本地化、特色化的全新
绿色算力应用场景，全面提升农牧业生产
的效率和可持续性。

充分发挥都兰县光能资源丰富的优
势，建立2个耕地质量监测站点、13个气象
监测站及2个水文监测站，为调整农业结构
和重要农事活动提供科学的指导和直接的
服务，实现作物生长的精准监控与土壤管
理；在枸杞、杭白菊等作物种植过程中，因
地制宜引进水肥一体化设备，通过定量调
控，加大肥料利用率，在生产上逐步实现产
量和品质优良的目的；拓宽智能化设备的

运用领域，在萝卜种植中引进最先进的
GPS 导航播种技术等行距精准的播种技
术，有效保证出苗均匀。

率先在全省建立乡村振兴和绿色有机
农畜产品输出地专家智库，成立科技员特
派工作站，聚力提升全县农牧业从业者数
字化素养；依托全国最大的有机枸杞种植
基地，构建枸杞产业大模型，运用大数据方
法科学、客观、系统地反映柴达木枸杞产业
链主要环节的供求关系。

充分利用大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预
测，将都兰地基遥感垂直观测系统与现
有的高空气象观测系统等多种观测设备
协同观测、优势互补，形成大气温、湿、
风、气溶胶和水凝物等气象要素三维立

体监测网；积极运用无人机飞防技术，开
展农作物有害生物专业化统防统治，加
强智能化设备在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场景
的应用，着力提升县域绿色农牧业发展
水平。

都兰县现已形成5个新能源发电规划
区，清洁能源产业资源丰富，在数字经济与
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中，推动农牧业生产
和绿色算力融合发展的潜力巨大；另外，利
用智能传感器和边缘化计算技术，建立智
能病虫害管理系统及智能化监测环境数据
系统，着力优化种植、养殖决策，健全农畜
产品溯源管理数据库，建立统一的农机具
调配使用“大平台”，实现农业生产作业期
间农机具科学统筹使用等。

本报讯（记者 李淑娟 通讯员 柴组轩）近
年来，大柴旦行委柴旦镇始终聚焦高原休闲旅
游精品小城镇定位，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与
经济社会同步发展为目标，着力通过推进新型
城镇化建设、发展特色民族产业，持续擦亮高
原特色旅游名片，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精品大柴旦建设步伐。

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打造宜居新家园，
在绿化工作方面，按照由主及次、由里及外的原
则，清理镇区各公园、广场树木的枯枝枯叶，美化
树冠造型。在市政工作方面，不断完善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目前西游园橡胶坝改
水泥坝项目、马海村村容村貌整治项目已完工
并投入使用。坚持做好镇区各项市政基础设施
建设保障工作，推行市政基础设施管理路长制、
网格化管理，常态化开展城镇、农村人居环境、交
通沿线城乡环境清洁行动，加大环境卫生综合
整治力度，实现城镇精细化管理全覆盖、无盲区，
确保镇村周边环境舒适、干净整洁。

同时，为发挥民族特色优势，大力推进村
集体经济，柴旦村充分发挥地理优势，借助大
柴旦旅游发展，入股众恒酒店、光影之城草原
风情园、红崖火星基地等合作发展建设项目，
筹划柴旦村民族团结广场绿化建设项目，通过
对镇区的闲置空地进行建设和升级改造，形成
一条集美化、生态防护、乡村振兴为一体的生
态型景观长廊。马海村把握全省唯一哈萨克
族村的优势，利用新时代精神文明实践站，打
造具有民族特色的文艺队，村民通过展示哈萨
克族传统刺绣、手工艺品，以乡风文明酿出美
好生活的“幸福味道”。并依托哈萨克牧民村
的独有优势，通过入股骆驼骑行、红崖火星基
地等项目，进一步扩大村集体经济积累。

打造特色小镇
激发振兴活力

洁净青海洁净青海··绿色算力绿色算力

描绘群众生活众生活““幸福画幸福画””

依托绿色算力，加快农牧业发展展““智智””胜路胜路

茫崖人的““绿色追梦路绿色追梦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