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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城市，若以创新为笔，蘸取科技、
智慧与人才的墨汁，便能在发展的宏图上
绘就独有的传奇。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我们迎来
了充满希望与机遇的新一年。在这个
全新的起点上，建设“五个之城”再
次嵌入了西宁“挑大梁、勇争先，展
现省会担当”的发展肌理。这不仅是
城市未来发展的高瞻远瞩，更是为实
现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描绘的
宏伟蓝图。

“创新之城”，它绝非一座由科技堆砌
而成的冰冷都市，而是一个充满活力、机遇
与希望的创新生态系统。

2024年，西宁市被省政府评为2023年
度全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营造良好
创新生态等方面成效明显地区，创新能力
指数位列全国第97位，首次跻身中国城市
创新能力百强行列；

全市现有国家级和省级创新平台187
家，占全省72.76%；

实施创新主体量质双升行动，现有高
企218家、省科企491家；

开展研发经费辅导监测，2023年R&D
经费投入强度达1.40%；

与 28 个大中城市构建国内大循环科
技创新服务体系，国内2所高校在西宁设
立成果转化分中心；

在省科技厅指导下，与海东、海西共
同举办 4 场科技成果对接活动，签订合
作项目 34 项。完成技术合同登记 1693
项 ，总 成 交 额 18.3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2%……

这些实实在在的数据，有力地证明了
如今的西宁正在以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作
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引擎和核心
动力，一座充满活力的“创新之城”，正在向
我们而来……让创新与发展来一场“双向
奔赴”吧！

青藏高原青藏高原““科创中心科创中心””将集聚创新资源将集聚创新资源

打造创新之城，优质创新资源的汇
聚是关键，而“科创中心”在其中扮演着
不可或缺的角色。那么，该如何建设“科
创中心”呢？高校和科研机构作为知识
创新的源头活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我市要将大型高校、科研院所和三甲医
院的资源有机整合，全力打造青藏高原

“科创中心”。
作为此项工作的牵头部门，市科技局

将聚焦重点放在了“规划”上，并将从平台
搭建、资源配置、推进合作、促进转化等方
面齐发力。

青藏高原“科创中心”建设被纳入
西宁市“十五五”科技创新规划的目标
主线，统筹规划布局，同时将聘请中国
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为我市编
制“十五五”科技创新规划；深入推进创
新型城市建设，量化各县区（园区）、部
门目标责任，推进技术创新中心、新型
研发机构、成果转化中试基地等各类平
台载体建设；出台西宁市进一步深化科
技体制改革行动方案，优化配置科技创
新资源，壮大科技人才队伍，加速科技
成果转化；推进市政府与中科院西高
所、盐湖所的战略合作，共同推进西宁
植物园创建、世界级盐湖创新服务基地
等建设；引导青海大学、天津大学、北京
小汤山医院、首都医科大学、江苏植物
研究所等高校科研院所与我市企业开
展合作。鼓励东部高校、科研院所在西
宁设立中试熟化平台或成果转化基地；
组织农业企业、科研院所等组建专业性
农业产业科技创新联盟，促进联盟实体
化发展；组织西宁市三甲医院重点特色
专科，积极对接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设立西宁分中心，建设省级临床医学研
究中心，加快临床疾病诊疗技术研究和
医学成果转化应用。

用人才用人才““密码密码””解锁创新之城解锁创新之城““密钥密钥””

科技资源的汇聚，只是打造“创新之
城”的基石，真正的“核心驱动者”，是人
才。人才，是创新的灵魂，是推动城市持续
进步的根本动力。

要留住人才，那么就需要一个平台。
为此，我市将进一步强化省市与盐湖所、
西高所等国家和省级科研院所的联动合
作。借助国家和省级科研平台，开展科技
创新、科学孵化与科技培育工作，打造具
有强大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创新平台，让人
才能够在这里施展才华、实现价值，从而
扎根西宁。

今年，我市将和中科院盐湖所建立
月对接工作机制，6 月底前，争取 350 万
元科技专项资金支持青海民族大学和天
津大学合作实施的高纯碳酸锂绿色结晶
精制关键技术研究项目，依托天津大学
国家工业结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立足
于西宁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产业基础，
实现盐湖高端锂盐系列产品绿色结晶精
制关键技术研究；将加强政校企联动，根
据企业需求，协调青海大学现代盐湖产
业学院、青海理工学院等高校调整课程
设置，年内培养盐湖化工领域人才 500
人以上；将开展联合申报活动，每季度开
展一次，力争 2025 年至少有 10 个项目成
功获得立项，为高校和企业带来实质性
的科研成果和经济效益；将深化与中科
院西高所合作签订协议，依托林草、科技
等重点野生植物保护和研究等项目，联
合开展植物迁地保护、资源开发利用等
方面的科学研究，加快人才队伍建设，提
升植物园专业能力。

““创新之城创新之城””需要绿色算力为翼需要绿色算力为翼

构建“创新之城”的核心竞争力是什
么？

让我们看这样一组数据，西宁5G基
站万人数量达 31.9 个，西宁—海东—省
域—泛甘宁枢纽群—全国网络传输接入
时延达 1ms—20ms，网络运力保障基础不
断夯实；建成中国联通三江源国家大数据
基地、青海昆仑人工智算中心、国家超级
计算无锡中心青海大学分中心等 8 个大
数据中心；截至2024年10月底，西宁市绿
色算力标准机架（2.5KW）累计达 10778
架 ，上 架 率 90% ，算 力 规 模 达
5303.2PFlops，在建机架 19708 个、算力规
模29000PFlops……

绿色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生产
力，拥有先进的绿色算力设施和技术，可使
创新之城在数字经济竞争中占据优势，吸
引更多数字产业项目和投资。

绿色算力人才队伍的建设也成为创
新之城中的关键一环。为此，我市人社部
门将聚焦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需求，全力

构建高质量技能人才培养体系，为绿色产
业发展筑牢坚实根基。通过持续优化技
能人才队伍建设，全面完善人工智能训练
师等绿色算力人才在培养、任用、评价及
激励等各环节的机制，推动绿色算力人才
队伍规模稳步扩张、实力显著增强。计划
在 2025 年，完成不少于 1000 名人工智能
训练师等绿色算力人才的培训与培育工
作，为全市绿色产业的蓬勃发展注入强劲
动力。

靶向施策串起绿色算力人才成长链靶向施策串起绿色算力人才成长链

如何为西宁市绿色算力产业的长远
发展，储备充足的技能人才？西宁早已
谋定而后动，制定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策
略。

为了培育绿色算力师资，开展西宁地
区绿色算力师资力量摸排，借助本地师资
开展人工智能训练师资培训；积极与阿里、
京东、抖音等在绿色算力师资领域实力强
劲的头部企业展开深度对接，采用柔性引
进等方式，依托西宁市公共就业服务能力
提升项目中“构建高效培训体系”培训计
划，灵活运用“请进来”与“走出去”的多元
策略，开展精准化、专业化、实战化的绿算
师资培训；以高标准、严要求打造一支本土
化的绿色算力师资队伍，为后续人才培养
工作提供坚实保障。

为了加大培养培育力度，将协调整
合青海蓝算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等社会培
训师资，面向全社会广泛开展数据标注
员培训。同时，健全评价体系，充分发挥
高校和职业院校（含技工院校）在绿色算
力产业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方面的主力军
作用，积极协调组织青海职业技术大学、
西宁城市职业技术学院等具备评价资质
的机构，鼓励其增设人工智能训练师评
价工种，进一步丰富新业态职业技能认
定，为西宁市绿色算力人才提供全面、专
业的评价服务，助力人才精准定位与发
展。扎实做好就业服务，指导全市公共
就业服务机构将绿色算力企业的用工需
求全面纳入“春风行动”“就业援助月”

“民营企业服务月”等系列活动范畴，切
实做好就业岗位推荐工作。鼓励经营性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发挥自身专业优势，
为绿色算力企业提供精准、高效的市场
化人力资源服务，全方位助力绿色算力
产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打造创新之城是一项系统工程，需
要汇聚创新资源、完善政策体系、构建创
新生态、营造创新文化。只有这样，城市
才能在创新的道路上不断前行，实现经
济的高质量发展，提升城市的综合竞争
力，为市民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让我
们携手共进，以创新为笔，绘就城市发展
的壮丽画卷，向着创新之城的目标奋勇
迈进。

（记者 王琼）

午后暖阳照耀下，在城北区景悦湟水湾
小区里，火车西站社区“石榴籽大讲堂”的成
员正在给居民们宣讲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工
作人员用贴近生活的语言，将“大道理”转变
成易于理解的“家常话”，让各族群众“听得
懂”“说得出”“用得了”，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教育有声有色。

走进火车西站社区的“石榴籽家园”活动
室，“红色记忆”艺术团正在抓紧排练红军舞，
为即将到来的节庆活动做准备……

城北区火车西站街道火车西站社区党
委书记赵辛霞介绍说，近年来，社区紧紧围
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核心主
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三中
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始终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来青海考察时对社区民
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殷切嘱托，将社区
视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关键阵地，创新
推出石榴籽家园“三四五”工作法，从多维
度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着力
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与社区环境，让各族
居民在深度交融的氛围中，不断提升获得
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党建赋能，夯实社区民族团结“桥头
堡”。依托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凉亭等载体，宣讲民族
团结“好故事”、宣传民族团结“好政策”；同时
利用便民微信群、宣传栏、悬挂横幅等“线上+
线下”方式大力宣传民族团结知识，当好民族
团结进步的“宣传员”，切实推动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
里走，确保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社区
中扎根、在各族群众中入脑，形成常常讲、时
时抓、处处促的良好格局。

文化为墨，共绘社区民族团结“同心
圆”。以居民的多样性文化需求为导向，盘活
运用好社区阵地资源，结合“我们的节日”，在
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等节日期间开
展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活动，推动各民族交
流交往交融；积极开展身边好人评选活动，评
选“好婆婆”“好媳妇”等先进典型2人；以非
遗为纽带连接各族群众，开展非遗文化活动1
次，吸引各族群众走出家门、相聚社区，切实
把维系各族群众共有精神家园的纽带扣得更
紧，扎得更牢。

学宣并进，共筑社区民族团结“石榴
梦”。坚持将社区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重要阵地，以宣传教育为抓手，采取

“线上宣传+日常宣传+节日宣传+主题宣
传+专题宣传”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制作宣传
文化展板、发放宣传资料、入户宣传等形式，
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好融入社区
人文环境建设，真正让各族群众“听得懂”“说
得出”“用得了”，真正使“石榴籽家园”流动宣
讲团“声”入人心，引导各族党员干部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聚能惠民，共织社区民族团结“关爱
网”。在粮食储备库家属院四栋楼投入 40
余万元对下水管网进行了更换；对辖区铁
道南小区 40 盏路灯更换了太阳能电池、灯
泡及清洗太阳能板；增设美丽水街沿线公
交站点 2 个，切实解决了居民出行难的问
题；在湟水路过街天桥加装电梯，解决了辖
区 2500 余户群众出行不便的问题。延伸社
区服务功能，在景悦湟水湾火车西站街道
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设立“代办点”，缩短了
群众办事的时限，让服务更暖心。以问题
为导向，组建“石榴籽”调解队，采取“现场
解+上门解”方式，认真开展居民矛盾纠纷
排查化解工作。

（记者 徐顺凯）

打造创新之城，积聚西宁新机遇
——关注西宁打造“五个之城”系列报道之二

石榴花开美西宁石榴花开美西宁

齐心共育“石榴籽”绽放团结幸福花
——聚焦西宁和合文化系列报道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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