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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天相印，盐泽万里。白色的海洋，波
光粼粼，每一粒盐都闪耀着太阳的光芒，诉
说着千年之间的故事……盐湖资源是青海
的第一大资源，也是全国的战略性资源。

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嘱托，音犹在
耳。八年已过，对于盐湖资源的开发利用
又到了一个新的关键时期，也有了新的课
题出现在众人的面前。

如何应对新的问题和新的考验，西宁
扛牢省会担当，谋定“改革”两字，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要讲话
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统
一部署，牢牢把握产业“四地”建设中的“一
个创新基地、三个中心城市”定位，立足创
新资源、要素保障等集聚优势，在创新平台
建设、核心技术突破、高端人才引进等方面
持续发力，搭建以研发平台体系、中试支撑
基地、重点技术成果应用示范为主体的世
界级盐湖产业科技创新体系，推动盐湖产
业协作联动，努力打造有效支撑世界级盐
湖产业基地的创新生态圈和产业协作共同
体。

抢抓机遇从“纸上”落在“地上”，从看
在“眼里”到记到“心上”，从启动到建设，从
谋变到裂变，逐梦盐泽，西宁是这样做的。

同题共答，构建跨区域多层级一
体化推进机制

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企业，一一落
子，相连成势。

这样的同频共振是如何做到的？我市
积极对标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目标任
务，市委主要领导深入中国科学院青海盐
湖研究所调研共同打造世界级盐湖产业创
新工作，科学研判作出建设世界级盐湖产
业创新基地工作部署，以市委“每月一地”
研究机制为驱动，坚持党政企共商共建、厅
市地协调联动，汇聚形成强大工作合力；为
了让力量更凝聚，让动能更充沛，我市落实
西宁市政府与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
共建世界级盐湖产业创新基地协议，与海
东市、海西州政府建立长期稳定科技合作
关系，共同推动盐湖领域技术创新和产业
承接；组建西宁与省垣高校院所科技创新
联盟，与海西州协同开展盐湖产业延链、补
链、强链行动。

科技创新，构建盐湖产业创新基
地科研体系

要想走出特色之路，就需要汇聚创新
的力量。

走进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仿
佛打开了一部盐湖发展史和一部盐湖科技
发展史。

科技创新和盐湖精神的“双剑合璧”，
让盐湖产业迎来了高质量发展的“黄金时
代”。

我市积极加快青海盐湖研究所盐湖资
源绿色高值利用全国重点实验室重组，实
验室管理架构和工作机制基本形成，建成
盐湖知识产权运营中心、盐湖生态环境观
测、人工智能测试等平台，完成盐湖专利大
数据平台一期建设工作，收录全球主要国
家盐湖专利数据12万条以上，实现专利数
据与盐湖产业深度结合；承担重要科技任
务与课题70余项，承担第二次青藏高原综
合科学考察研究子任务2项，盐湖科研创新
工作全面铺开；推进青海大学部省合建盐
湖化工大型系列研究设施、盐湖资源综合
利用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设，建设3.6万平
方米国家盐湖资源综合利用研发基地，组
建“锂资源高效利用”等5个研究团队，实施
国家自然基金项目8项、国家重点研发课题
1项、省部级科技项目29项，镁合金及其复
合材料机理研究等5项创新成果荣获2023
年度青海省科学技术奖励，盐湖资源分离
提取与高值利用技术体系建设取得积极进
展。

科学谋划，着力推动盐湖产业高
质量发展

梳理69家重点对接企业和8项产业对
接技术清单；谋划年产5万吨超细氢氧化镁
阻燃剂、年产1万吨六氟磷酸锂、年产10万
吨磷酸铁锂正极材料等20个重点拟招商项
目……我市立足现有产业发展基础，以“建
链、延链、补链、强链”为发展路径，高质量
编制《西宁市盐湖资源精深加工产业研
究》，绘制产业链图谱和招商地图，重点发

展盐湖锂资源精深加工产业链，积极发展
盐湖镁、钠、硼、钾资源精深加工四大成长
性产业链，重点发展科技服务、检验检测服
务、金融服务、商务服务业和人力资源服务
等盐湖产业生产性服务业，加快构建支撑
引领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的“ 1+4+N”的
创新链、产业链、服务链体系。

人才培养，培育世界级盐湖科技
人才队伍

事业因人才而兴，人才因事业而聚。
一批批技术难题被解决，一个个关键核心
技术被突破，一项项原创性科技成果接连
涌现……此时参与盐湖产业基地建设与发
展恰逢其时，这也成为很多人的共识。

为了吸纳更多的人才参与到盐湖产业
基地的建设中来，我市全面推进市所战略合
作协议，建立人才工作专班，高质量实施“夏
都菁英”行动，统筹实施生态环保、盐湖科创
等人才引育工程，引进盐湖领域高层次人才
59人，其中领军人才3人、拔尖人才12人、骨
干人才14人、博士11人、优秀硕士18人，中
国科学院“百人计划”1人。将盐湖领域人才
纳入党委联系服务专家范畴，建立高层次人
才意见建议办理机制，协调解决专家人才在
工作生活方面的问题困难。实施人才安居
工程，从住房、医疗、教育、配偶就业安置等
方面推出多项政策“大礼包”，为人才创新
创业提供全周期“服务套餐”，及时解决人
才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问题，推动更多
人才服务盐湖高质量发展，助力世界级盐
湖产业基地建设。 （记者 王琼）

逐梦盐泽！西宁这样做

本报讯（记者 李静）为种粮户撑起“保
护伞”！近日，省财政厅会同省农业农村
厅、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青海监管局联
合印发了《关于在全省全面实施农业保险
主要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的通知》，明确
自今年起在全省全面实施小麦、玉米主要
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保险实施区域由
产粮大县扩大至全省种粮地区，参保范围
包括适度规模经营农户、小农户等全体农
户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支持种粮农户和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愿保尽保”，将农业保
险更多覆盖到农业生产环节，进一步保障
农民收益和粮食安全。

据悉，完全成本保险是指在对化肥、种
子、地膜等生产过程中的直接投入（即物化
成本）进行保障的基础上，进一步涵盖土地
成本和人工成本投入，即对作物的总生产
成本进行保险保障。保险责任涵盖主要的
自然灾害、重大病虫鼠害、意外事故、野生
动物毁损等风险。保额分别为小麦每亩
700 元、玉米每亩 800 元，保险费率按“保本
微利”原则厘定为 8%，由中央、省级、县级
财政对保费给予补贴比例达 90%，农户个
人仅需承担 10%，农户每投保一亩小麦、玉
米仅需缴纳保费 5.6 元和 6.4 元。小麦、玉
米完全成本保险政策全面实施后，预计为
全省种粮农户主要粮食作物提供最大约
9.4 亿元的风险保障，风险保障水平是政策
实施前的 1.5 倍，风险保障更全、保障范围
更广，保险金额更高、保费补贴更多，能够
进一步稳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种粮信心，
助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农业适度规
模经营发展，为广大农户提供更加有效的
灾害减损兜底保障。

本报讯（记者 晴空）近日，青海省2024年
认定的科技小巨人企业名单正式公布，中复
神鹰碳纤维西宁有限公司等8家企业被认定
为省级科技小巨人企业。截至目前，全省科
技小巨人企业数量达到22家。

青海省科技小巨人企业主要是指持续进
行研发与技术成果转化，具有核心自主知识
产权，科技创新示范引领显著、产品市场竞争
力强，保持较好成长性的省内高新技术企
业。近年来，青海省科技厅通过不断完善认
定管理办法，落实奖励激励政策，突出优势产
业，强化培育认定，科技小巨人企业实现量质
双升，已成为引领我省优势产业转型升级的
重要生力军。

据2023年火炬统计数据显示，22家科技
小巨人企业期末拥有有效专利1881件，其中
发明专利248件；科技活动人员达到3912人，
其中硕博士人员达 364 人。2021 年以来，累
计登记技术交易合同 351 份，技术合同成交
额达25.49亿元。全省22家科技小巨人企业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571.28亿元、净利润57.56
亿元、研发费用投入22.71亿元，分别占全省
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的41.61%、27.22%、52.2%，
户均营业收入、净利润、研发费用投入达
25.97亿元、2.62亿元、1.03亿元，企业规模不
断发展壮大。科技小巨人企业在省内同行业
中创新示范带动作用显著。

下一步，青海省科技厅将持续完善“初创
企业—省级科技型企业—国家科技型中小企
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小巨人企业”梯次
培育体系，强化分类施策和靶向服务，促进高
新技术企业加速成长，重点打造一批拥有核
心技术和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科技领军企
业，引领带动全省产业创新，为打造生态文明
高地和建设产业“四地”、推进青海高质量发
展提供有力支撑。

本报讯（记者 李静）“用手机扫一下二
维码，要什么材料，走哪些流程，在哪个窗
口办理等信息，上面都写得清清楚楚的。
以后想要办事，在家动动手指就全知晓，不
用再跑来咨询了，真方便！”近日，前来市民
中心办事的李先生说。

据了解，为进一步提升企业群众办事体
验，切实方便企业群众办事，市行政审批服务
局依托“互联网+政务服务”，积极推出政务服
务“码上知”和“码上办”服务，联合各入驻部

门对进驻大厅的274个高频事项进行梳理，
将服务事项所需材料、办理流程、时间地点和
线上申报入口等内容集于一码。办事群众通
过扫码就可以直观获取办事流程、审批材料、
受理地址等信息，实现了手机“扫码”便可轻
松办事。“相对于传统的纸质办事指南，‘办事
指南二维码服务’除了绿色环保、方便查询分
享的优势外，还实现了审批信息动态调整、实
时更新。在‘一事一码’精准导航下，通过数
字化手段，有效解决了群众因对政务服务事

项不清、办事所需材料不明、缺少材料而多跑
腿的问题，有力促进了政务服务线上线下互
动，提升了市民中心政务服务数字化、便利化
水平。”市行政审批服务局相关负责人说。

下一步，市行政审批局将坚持以人民
群众满意为工作目标，盯准营商环境“双满
意”品牌打造要求，深入践行“让数据多跑
路、群众少跑腿”的服务理念，进一步完善
服务机制，创新服务方式，提高服务效率，
打通服务堵点痛点，确保市场主体和服务
对象对优化营商环境的成效“看得见、摸得
着、能感受、得实惠”，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
政务服务满意度和获得感。

本报讯（记者 金华山）7月16日7时许，
市公安交通管理局三大队执勤交警在昆仑
西路与新华巷交叉口开展交通违法例行检
查时，成功查获一起营运车辆驾驶人醉酒驾
驶案件。此次行动有效打击了酒驾交通违
法行为，进一步保障了市民的出行安全。

据悉，涉事驾驶人系某网约车平台营运
车辆驾驶人，在饮酒后驾驶青A牌照的小型
汽车上路行驶。当车辆行驶至检查点时，交
警发现该车轨迹异常、车速缓慢，随即对车

辆进行例行检查。经呼气式酒精检测仪检
测，该驾驶人酒精含量高达114mg/100ml，
属醉酒驾驶营运车辆。面对交警的询问，驾
驶人对自己醉酒驾驶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

本次执法过程全程录音录像，取证过
程严格遵循程序规定，确保了执法的公正
性和透明度。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办
理中，涉事驾驶人将依法受到严厉处罚。

市公安交通管理局三大队表示，将持
续加大营运车辆交通违法查处力度，特别

是对酒醉驾、无证驾驶、机动车不礼让行
人、违法鸣笛、违法停车等交通违法行为进
行严厉打击。通过加大执法力度，坚决做
到发现一起、处理一起，确保道路通行环境
安全畅通，为广大市民创造一个安全、有
序、和谐的交通环境。

青海省新认定

8家省级科技小巨人企业

安全文明驾驶安全文明驾驶

“扫码可办”让群众的事更好办

西宁交警严查营运车辆酒驾

为小麦、玉米“上保险”

我省全面实施主要
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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