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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10日电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
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自然资源工作论述摘编》一书，近日
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党的十八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坚持和加强党对自然资源工作的全
面领导，加强自然资源管理，坚持把资源环境承载力作为
前提和基础，组织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优化国土空间开
发保护格局，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
治理，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推动形
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为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
习近平同志围绕自然资源工作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
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促进经济
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健全自然资源资产
产权制度和管理制度体系，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
展，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论述摘编》分8个专题，共计286段论述，摘自习近平
同志2012年12月至2024年10月期间的报告、讲话、说明、
贺信、指示等15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
公开发表。

《习近平关于自然资源工作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本报讯（记者 李静）日月青蒜苗、
拦隆口大葱、大通甘蓝……金秋时节，
我市冷凉蔬菜产业喜获丰收、远销省
外，越来越多人吃上了健康、绿色、有机
的西宁菜。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
预计至今年年末，全市蔬菜播种面积将
扩大至 24.57 万亩，总产量预计可达
64.49 万吨，其中优质蔬菜种苗产能高
达5000万株。

我市积极响应国家乡村振兴战
略，全力打造西宁冷凉蔬菜品牌，成
功入榜《节气名优特产品名录》，西宁

冷凉蔬菜的“金色名片”更加闪亮，吸
引了众多外地企业前来投资合作，有
效推动了蔬菜产业的现代化、产业化
发展。通过供港澳蔬菜种植基地的
建设，“招商引资”“引才引智”“飞地
合作”等措施，吸引了众多国内外企
业在西宁投资兴业，有效提升了全市
冷凉蔬菜的现代化、产业化发展水
平。同时，加快高原冷凉蔬菜基地建
设，累计打造了多个规模化标准化蔬
菜生产基地，其中百亩以上基地 210
个，千亩基地 31 个，万亩示范基地 6

个。大通县、湟源县、湟中区等地依
托自身资源优势，分别建设了各具特
色的冷凉蔬菜种植片区，有效提升了
冷凉蔬菜的规模化生产能力，使其在
全国高端市场的知名度、影响力和占
有率日益增强。

同时，紧紧围绕打造绿色有机农
畜产品输出地中心城市全链条集散交
易中心的发展思路，我市充分发挥区
位优势，立足全省农畜产品“集”和

“散”产地商品化处理能力和产地农畜
产品流通能力，政企商同频发力，主动
对接销售前沿，持续拓展冷凉蔬菜销
售渠道。今年以来，借助香港“高原臻
品绿色有机”青海·西宁城市生活馆优
势，汇集130余种青海高原特色农产品

“落户”香港，带动绿色有机农畜产品
的出口。在常态化供应香港后，冷凉
蔬菜通过“空运+汽运”的方式，成功进
入澳门市场。并依托东西部协作机
制，设立西宁农畜产品南京“前置仓”，
建设珠海横琴口岸特色农产品展厅，
带动西宁冷凉蔬菜走向全国。同时，
紧盯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经济圈、

“北、上、广、深”都市圈、成渝经济圈等
地高端蔬菜市场需求和商超入场标
准，大力支持农产品流通企业建设销
地生鲜仓储中心、产地集配中心、农产
品销售终端等流通基础设施，通过“订
单生产”“定向销售”“代销代供”等多
元化输出路径，探索出了一条“集”和

“散”有效衔接、生产和销售紧密对接
的高原高品质销售模式，预计年内输
出量可突破 30 万吨，绿色蔬菜输出额
将突破10亿元。

本报讯（记者 啸宇）今年以来，西
宁经济技术开发区聚焦生态文明高地、
产业“四地”建设中的“一个创新基地、
三个中心城市”定位，围绕打造极具西
宁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年内
一批重点项目陆续开工建设，涉及新能
源、新材料、生物经济、新型显示等产
业，并加快推进绿色转型升级，为我市
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撑，注
入更强劲的动力，积蓄更强大的势能。
今年截至9月，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18.3
亿元，推进新能源、新材料、生物经济等
项目67个，新开工入库项目44个。

其中，东旭集团西宁新型显示产
业园项目一期MLED显示模组项目总
投资 30 亿元，项目建设标志着我省在
完善电子信息产业链条、加快发展新

质生产力等方面迈出了坚定一步，目
前正在进行场地平整工作。青海绿坤
新能源科技年产 15000 吨光伏组件铝
边框、10000吨光伏组件铝合金支架项
目总投资1.5亿元，标志着园区在光伏
制造产业补链强链上取得重大突破，
建成达产后将进一步补齐省市及开发
区光伏铝边框等短板，助推产业高质
量发展，目前正在进行项目主体施
工。浙江海得智慧储能产业园一期年
产 6GWh 储能机柜组装项目总投资 5
亿元，将有效完善园区光伏、储能产业
链条，填补青海省新能源产业链上储
能设备制造项目的空白，正在进行厂
房主体施工。天合光能（青海）新材料
一期年产 10 万吨工业硅项目总投资
12亿元，项目实施后，将为开发区光伏

产业链的补充完善起到关键性作用。
目前正在进行收尾阶段。另外还有黄
河鑫业电解槽磷生铁浇铸及石墨化阴
极节能技术改造项目、青海华超退役
光伏组件回收利用及晶硅专用包材生
产基地项目、青海百河铝业电解槽全
石墨化阴极内衬优化节能升级改造项
目、医药产业园（生命健康谷）项目等
都在加快实施。

开发区将以建设生态文明高地上
的现代化高质量工业园区为目标，坚持
把项目建设作为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
展和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第一抓手，
全力抓项目稳投资、抓招商蓄动能、抓
营商优环境，不断提升服务保障质效，
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全力促进经济
发展。

本报讯（记者 衣凯玥）日前，青海省退役军人就业创
业促进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一次会员大会在西宁举行。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委社会工作部、省民政厅的有关领
导，各市州退役军人工作部门负责同志，省退役军人就业
创业促进会会员企业代表等有关人员参加活动。

大会宣读了《青海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关于成立青海
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会的审查意见》和《青海省民政
厅关于准予青海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会成立登记的
行政许可决定书》，并现场为青海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
进会授牌。随后，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与中国银行青海省
分行签订了退役军人就业创业金融合作协议，与中国石
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
公司青海分公司签订了退役军人就业合作协议，将为退
役军人提供更多元化的就业和创业支持。会议审议通过
了《青海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会章程（草案）》《青海
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会会费标准及管理制度（草
案）》《青海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会第一届一次会员
大会选举办法（草案）》《青海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会
第一届理事会、监事会选举办法（草案）》，投票选举产生
了第一届理事会、监事会及会长、副会长、秘书长、理事、
监事长、监事。

据了解，青海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会的成立是
构建行政机关服务体系，社会力量同向发力工作格局的
重要举措，也是全省退役军人事务系统坚持融合发展、统
筹各方资源服务退役军人的生动表现。青海省退役军人
就业创业促进会的成立旨在进一步壮大服务力量，拓宽
服务半径，积极搭建政府与社会、退役军人与用人单位之
间的合作桥梁，为退役军人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增添新
动能。

本报讯（记者 张弘靓）记者从市工
信局获悉，今年以来，国家加快推进大
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工
作，西宁市作为省会城市和全省高质
量发展的排头兵，抓统筹、强落实，加
快推进“两新”工作开展，取得了显著
成效。

为确保“两新”工作的顺利开展，西
宁市全面加大了资金争取力度，在国家
级补助方面，积极争取国家超长期特别
国债工业领域设备更新资金支持，会同
市发改委分三批次申报了31个工业领
域的超长期特别国债项目，总投资额高
达 162.64 亿元，所需国债资金 27.71 亿
元。截至目前，已有包括中国铝业青海
分公司600KA电解槽产能置换升级、青
海电子材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年产
25000吨高档电解铜箔设备升级改造、

青海高景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单晶硅
数字化节能降碳技术改造及示范等在
内的 13 个项目，成功通过了国家发改
委的审核论证，并落实了3.74亿元的国
债资金。

在省级补助方面，西宁市围绕2024
年省工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重点支持
的技术改造、技术创新、节能降耗、信息
化服务等六大领域，已推荐申报了170
个项目，总投资额达到 729.5 亿元。截
至目前，已有152户企业和项目成功争
取到了7.26亿元的专项资金支持，这些
资金为企业提振了经营信心，降低了经
营成本。此外，为全市 32 个技术改造
和设备更新项目积极争取2024年省级
工业领域设备更新专项资金补助，并制
定了《青海省 2024 年工业领域设备更
新专项资金西宁地区补助方案》，为企

业的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注入了新的
活力。

除了资金方面的支持，西宁市还
全方位开展了工业领域设备更新政策
的宣传与贯彻工作。依托《西宁市工
业领域“四端发力”以增补欠工作方
案》，组织全市工信系统的 180 余名干
部，深入一线，对 239 家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进行了全面调度，累计开展入企
服务 481 次。一方面，通过宣讲《西宁
市工业领域设备更新实施方案》《西宁
市加力支持工业领域设备更新行动计
划》等政策文件，鼓励企业积极开展设
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升级工作；另一方
面，指导企业高质量编写申报材料，提
高资金申报的成功率，从而加速推进
全市工业的高端化、数字化和绿色化
发展。

本报讯（记者 衣凯玥）记者 11 月 9 日从青海大学获
悉，近日，中国生产力促进中心协会发布了《关于授予2023
年度“中国好技术”称号的决定》，青海大学畜牧兽医科学
院高原动物疫病诊断与防控暨肉毒灭鼠剂研究创新团队
申报的“D型肉毒毒素仿生矿化颗粒灭鼠剂加工工艺及农
田、仓储鼠害防治技术”成果获“中国好技术”A类项目，成
为全国农业类7项A类入围项目之一。

该团队依托学院科研平台并结合三江源地区特殊的
生态地位、生态要求和鼠害防治中亟待解决的化学农药
污染环境、伤害鼠类天敌、对人畜不安全的现状，大胆创
新，利用在国内首次从动物体内分离的一株 D 型肉毒梭
菌（D8901 株）所产毒素，研制成目前灭鼠剂领域最为理
想的绿色、环保、安全、高效的生物类灭鼠制剂，规避了化
学灭鼠药物严重危害生态环境的弊端。经过 20 余年的
不懈努力，团队最终实现了D型肉毒灭鼠剂的产、学、研、
用一体化发展，目前已建成年产1000万毫升D型肉毒毒
素水剂规模化生产线1条、年产200万毫升D型肉毒毒素
冻干剂（浓饵剂）规模化生产线1条以及年产20吨D型肉
毒毒素颗粒剂中试生产线 1 条；累计防治面积达 3.45 亿
亩，灭效均达 90%以上，累计实现科技成果转化收益近
3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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