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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两会连线连线

随着我省聚焦构建现代化产业
体系，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进程
不断加快，“数字”“数据”“算力”“数
智”等词汇也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中频现，并以“迈进更加美好‘数字
未来’”为今后工作指明了方向路径。

数字正为未来赋予无限可能。在
省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期间，记者连
线省人大代表、中国移动青海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胡波，省政
协委员、中国移动青海公司副总经理
马正坤，以“数字青海”建设主力军
的角色，浅谈助力数字青海建设的

“移动方案”。
政府工作报告对青海数字经济发

展的部署意义重大。“数字经济作为
新引擎，立足青海‘三个最大’省情
定位和‘三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
为生态文明建设、产业‘四地’建设
以及全省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大
动能。”胡波认为，算力作为数字经
济时代的战略资源，青海有着独特优
势。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清洁能源与
算力深度融合，走出特色算电协同之
路，打造全国绿色算电样板，这不仅
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选择，也为
治理能力现代化及各项建设提供了强
大动力。过去一年，青海移动积极推
进“算网强基”等四大计划，在算力
布局上成效显著。如启动柴达木绿色
微电网算力中心示范项目、中国移动
高原大数据中心二期建设等。未来，
青海移动将融入青海绿色算电协同

“1+N”发展布局，推进“139”战略
规划，引进“九天”大模型，助力智
算产业生态孵化，打响“绿色智算”
品牌。

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关乎民生
福祉。过去一年，青海移动加快双千
兆网络建设，5G基站近万个，提升千
兆网络能力。新的一年，将持续落实

“信号升格”专项行动，延伸5G网络
覆盖，拓展5G-A新技术场景，向乡
镇延伸千兆网络，让全省人民享受更
优质通信服务。

数智化赋能千行百业是形成青藏
高原特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围绕生

态文明高地和产业“四地”数智化
转型需求，青海移动已在文旅、生
态等领域开展项目，如上线“智游
青海”平台、建设可可西里藏羚羊
迁徙监测项目。下一步，将探索多
要素与新兴领域融合，加速各行业
数智化转型。

在数字政府建设方面，中国移动
在全国多地有成功经验。青海移动将
积极参与青海数字政府建设规划编制
与技术平台打造，助力政府职能转变
和社会治理现代化。

在会上胡波提出两条建议：一是
加快算电协同发展，通过优化补贴模
式、统一规划配套设施和建设算力资
源交易平台，增强青海算力产业竞争
力，打响品牌；二是推动低空经济发
展，从基础设施建设、应用场景挖
掘、产学研协同等方面着手，使其成
为经济增长新动力。

“在算力资源布局方面，截至目
前，青海移动已取得显著成果，建成
超 1.3 万架 IDC 机架，率先打造绿色
智算中心，新建超1200架机架，建成
青藏高原规模最大数据中心并入选工
信部典型案例。未来，我们将加快

‘3+7+X’算力资源立体布局落地，
整合绿色算力生态伙伴，利用电算融
合优势，打造多样新型微电网算力中
心，拓展‘飞地经济’合作，筑牢算
力根基，铸就‘青海范本’。在提质
增效与数智化改造上，我们将深化精
益运营，统筹‘量质构效’价值增
长，将其贯穿各层级领域。以自动化
为基础，以 AI 技术、数据等为关键
要素，加大传统网络数智化改造力
度，加速从‘+AI’向‘AI+’转变。对
内，优化网络大模型，精简架构，利
用多模态能力构建智能体，提升网
络 运 维 能 力 ， 实 现 极 简 运 维 ； 对
外，整合资源，为社会各行业提供
强大推理引擎，推动系统性变革，提
高信息服务供给能力，为网络强国建
设与中国式现代化赋能，助力新青海

‘四地’建设迈向新高度。”马正坤介
绍道。

（记者 张艳艳）

西宁为何连续两年上榜全国百强
【报告摘登】促进绿色算电协同发展。全力推

进绿色算电协同一体化示范，围绕“1+2+N”绿色

算力基地发展布局，高质高效建设西宁绿电智

算融合示范园、柴达木绿色微电网算力中心示

范项目、海东零碳算力产业园，加快万卡算力集

群、天文绿色算力中心、高速传输通道等项目建

设，实现标准机架和算力

规模“双翻番”、网络升级

“联算成网”。

迈进更加美好的迈进更加美好的““数字未来数字未来””

【报告摘登】经济运行在多措并举中回升向好。积极克服大宗商品价

格大幅回落影响，全力扭转工业下行势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0.9%，钢材、电解铜、多晶硅产量分别增长93.1%、47.5%、8.3%，锂电产业集

群连续两年上榜全国“百强”，首个绿色铝合金轮毂智能制造项目投产。

两会两会连线连线

新年伊始，一年一度的省两会如约而至，被
视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重要内容之一的构建现
代化产业体系，依旧是高频热词。

锂电产业集群连续两年上榜全国“百强”，首
个绿色铝合金轮毂智能制造项目投产……翻开
政府工作报告，一个个充满西宁元素的数据亮点
格外吸睛。以更高质量推进新型工业化，推动科
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因地制宜培育
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具有西宁特色和优势的现
代化产业体系，一系列务实有效的举措，为全省
发展大局贡献省会力量。

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实干争先、挺膺担当！
在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坚强领导下，西宁牢牢把握
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更加坚定主动融入和
服务全国大局，找到“进”的点位、提升“活”的质
效、兜住“稳”的底线，经济运行在多措并举中回
升向好，特色产业在转型升级中集聚壮大。

产业集群加速崛起产业集群加速崛起

去年 3 月，《2024 中国民营经济百强产业集
群研究报告》发布，西宁锂电产业集群再次入选
中国“百强产业集群”榜单。

“锂电产业集群连续两年上榜全国‘百强’，
首个绿色铝合金轮毂智能制造项目投产……反
复研读政府工作报告，深刻感受到过去一年，西
宁市聚焦生态文明高地、产业‘四地’建设中的

‘一个创新基地、三个中心城市’定位，全力稳住
光伏、突破锂电、深化有色，积极培育和发展新质
生产力，加快构建具有西宁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
产业体系，一项项亮眼成绩鼓舞人心、催人奋
进。”省政协委员，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以下简称西宁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
任赵建文说。

把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和省委省政府关
心支持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力和实际成
效，立足独特资源禀赋和产业比较优势，聚焦强
链、延链、补链，西宁正在加快构建以光伏制造、
锂电储能、合金新材料三个千亿级产业集群为骨
干，以特色化工、生物医药和高原动植物资源精
深加工两个500亿产业集群为支撑，以10万卡绿
色算力产业集群为突破的具有西宁特色的3+2+
1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布局和建设新型显示、新
型储能等未来产业。

走进西宁开发区东川园区诺德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青海基地，数十台自动生箔机满负荷运
转，经过电化学反应，一个个辊面上生成一张张
铜箔，8微米、6微米、5微米、4.5微米、4微米、3.5
微米，致力成为全球锂电铜箔领导者的诺德股
份，用实力书写炼铜成纸的奇迹。

西宁开发区作为我省锂电产业发展的重要

承载地，目前已聚集了以宁德时代、比亚迪2家
全球锂电池制造的领军企业和以泰丰先行、北捷
新材料、诺德集团 7 家企业为主的关键材料和
辅材配套企业，形成“正负极材料—电解液—隔
膜—辅材—电池”较完整的锂电池制造产业链条。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十五
五’规划谋篇布局之年，西宁开发区将坚定信心、
实干争先，继续紧紧围绕发挥经济‘挑大梁’作
用，统筹制定勇争先任务清单，着力集聚资源要
素，进一步做大做强做优三个千亿级产业集群，
在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上走深走实，为全省培育和
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
献。”赵建文表示。

开启一场新开启一场新““铝铝””途途

“我特别关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延展
‘绿电—电解铝—铝精深加工’产业链，构建以汽
车铝合金轮毂、高端铝箔等为主的优势产业集
群。这契合我们企业‘数智化转型、绿色低碳转
型’的发展目标，为我们指明了方向。”聆听政府
工作报告后，黄河鑫业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
秉琳信心倍增。

“铝”与“绿”如何碰撞出精彩火花？
去年8月，全国首个绿电铝车轮制造基地在

西宁市大通县落地，随着年产300万只、年产200
万只铝合金车轮投资协议书的正式签署，预示着
国内外制造汽车所需的轮毂，将有不少从青海西
宁“跑”向世界。

“充分发挥绿色清洁能源优势，依托传统电
解铝基础，大通县着力打造国内领先的绿电铝制
造基地。以‘最高占比’塑造绿电铝品牌优势，持
续推动电解铝产业能源结构调整，始终保持电解
铝行业绿电占比全国最高水平。中国铝业青海
分公司、青海桥头铝电股份有限责任公司2家电
解铝主要生产企业已成功通过全国首批10家绿
电铝生产企业认证。”大通县相关部门负责人表
示。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做强大通铝产
业与打造北川创新创业活力区贯通结合起来，眼
下，西宁正在优化产业布局，推动铝产业链向深
加工精加工、向中小企业延伸，切实把现有产业
基础和资源禀赋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

“历经十余年的发展，甘河园区已形成年产
165万吨电解铝和135万吨铝加工能力，原铝就
地转化率达85%以上，下游铝产品在电子信息、
新能源汽车领域供应量进一步扩大，尤其是青海
鲁丰热轧卷单品产能位居全国前列，现已成为国
内新能源汽车锂电壳体生产领域原材料主要供
应商。”甘河园区经济和科技发展局局长陈鹏说，
该园区将重点围绕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材料、电
子材料及消费品、航空航天等铝合金高端应用领
域，谋划锂电池壳体、汽车轻量化零部件、光伏跟
踪支架、电子铝箔等38项重点项目。

集聚资源要素，塑造更多发展新动能、新优
势，高原古城大地，建设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
系，三个千亿级产业集群正冉冉升起……

（记者 樊娅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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