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手记：
“高原的夜晚像一面镜子，照见

自己的渺小，也照见使命的重量。”
采访结束时，刘博说，在孤寂的夜晚
他会想起很多张笑脸：实施“心连
心”高原小儿先心病援助项目，118
个患儿康复的笑脸，那个最小的患
儿只有28天；54所南京中小学与西
宁市中小学结对共建，师生们开心
的笑脸；西宁市 400 余名各族优秀
学生代表赴南京参加交流研学活
动，学生代表的笑脸；打造“牵手相
伴·共同绽放”民族团结公益品牌，
受益者的笑脸……

此刻，我突然读懂了他诗里的
“金甲百破”——那不是悲壮，而是
扎根高原的倔强。

那些红圈圈里的项目，像撒在
高原上的火种，正在长成遮风挡雨
的森林。而刘博的故事，早已超越
了个体的悲欢——那是千万个“刘
博”用脚步丈量出来的中国温度，是
东西部协作这部宏大叙事里，最动
人心弦的注脚。 （记者 王琼）

编者按：
看见光，成为光，汇聚光！
当祁连雪水融入渤海潮声，当

黄浦江浪映照三江源月，一组跨越
山海的对口支援和东西部协作故
事正在展开。从玄武湖到湟水河，
从紫金山到日月山，他们带着先进
的理念、丰富的经验和满腔的热
忱，融入西宁的山川湖泊与城镇村
落。在田间地头，他们指导农户科

学种植，助力农产品走出大山；在
产业园区，他们积极牵线搭桥，引
入优质项目；在教育课堂，他们倾
囊相授，点燃学子的梦想；在医疗
一线，他们凭借精湛医术，为百姓
驱散病痛阴霾。

即日起，西宁晚报聚焦对口支
援青海和南京市东西部协作工作人
物群像，以系列报道的形式推出人
物专访，用细腻的笔触定格他们在

西宁的故事，带读者走进这些追光
者的世界，聆听他们的故事，感受他
们的热血与担当，见证“援青”和南
京市东西部协作在追光之旅中，创
造的一个又一个奇迹。每一张照
片、每一段语言的描述，都是他们用
行动迈出“援青”和东西部协作的坚
实步伐。他们平凡的坚守，都在书
写着“山海共情、家国同心”的时代
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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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拔2200米处读西宁
——记南京市对口帮扶西宁市工作组组长刘博

本报讯（记者 文月婷）今年以来，西宁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甘河工业园区在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挑大梁、勇争先，
在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与智能制造领
域双向发力，培育新产业、新动能、新增长
极，一季度园区新增 8 个项目开工建设，计
划总投资 9.24 亿元，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
劲动能。

聚焦节能减排，甘河园区推进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实施黄河鑫业电解槽应用磷
生浇铸及石墨化技术等 4 个节能减排项目
总投资 8.89 亿元，项目建成后，预计年节能
量达 1.45 万吨标准煤，园区电解铝能效标
杆水平以上产能占比提升至 82%，高于国
家标杆率要求 52 个百分点；电解锌能效标
杆水平以上产能占比达 100%，高于国家标
杆率要求 50 个百分点。同时，青海百通余
热回收系统升级项目预计年增发电量 2.16
亿千瓦时，大幅提升能源利用效率、降低使
用成本。中复神鹰改造干喷湿纺纺丝机
后，纺丝线生产效率提升 30%，原丝和碳丝
每公斤成本分别降低 3 元和 6 元，预计年节
约成本 1.5 亿元。

深化技术创新，在智能制造领域，甘河园
区推进西宁发电分公司入场煤智慧燃料和甘
河园区化工区重大风险防控两个项目，计划
总投资 6700 万元。入场煤智慧燃料项目将
进一步提升火电厂燃料煤检测智能化、自动
化水平，实现煤质检测“数据不落地”；化工区
重大风险防控项目运用“工业互联网+危化安
全生产”架构，将推动监管数据归集共享，实
现企业风险隐患动态管控，助力化工行业转
型升级。

此外，甘河园区聚焦盐湖科创领域，通过
智能化生产降本增效，推进千吨级镁基功能
材料智能制造数字工厂建设等智能化项目，
为智能工厂发展提供理论与技术支撑；为实
现盐湖镁资源科研成果产业化示范，提升产
品层次，稳步推进高端镁基功能材料绿色智
造关键技术与产业示范等攻关项目。目前，
园区正开展云天化、海源绿能等 7 家企业数
字化转型诊断，并逐步实施改造，为西宁市创
建数字化转型试点、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
供实践支撑。

本报讯（记者 徐顺凯 通讯员 闫建军）市
委作风巡查第三组以为基层减负为出发点，
聚焦“西宁评议”平台在作风建设中的监督效
能，联合城北区政府对该区现有“西宁评议”
窗口进行重新整合、撤销等，不断提升政务服
务工作质效。

4 月以来，市委作风巡查第三组与城
北区政府积极联动，在基层减负专项调研
中发现，部分镇街道机构改革后存在“西
宁评议”窗口整合不到位，部分内部管理
科室不直接服务群众却长期纳入评议范
围，加重基层负担等问题。市委作风巡查
第三组积极发挥协调机制，向城北区政务
服务监督管理局及时反馈问题，提出优化
建议，指导区政务服务监督管理局按照

“应评尽评”的要求，以“机构改革+服务优
化”为目标，全面梳理参评窗口设置，对机
构改革后评议窗口按改革实际进行整合，
对职能不符、群众关联度低的参评科室
（窗口）申请取消评议资格，切实减轻了基
层负担。

下一步，市委作风巡查第三组将持续发
挥巡查作用，推动城北区以钉钉子精神常抓
不懈、持续推动作风转变，让基层干部把更多
时间和精力放到服务群众上，不断提升群众
的获得感。

从 2021 年到 2025 年，选择来青海的原
因是什么？

他说，开始是工作需要、组织需要，后来
工作沉下去了，感情融进去了，慢慢转化成
对青海这片雪域高原深深的爱。青海的干
部群众真的太好了，想着再多干一点，上不
辱使命，下对得起乡亲。

问及这 4 年来最大感受是什么？他
说，或许他在中秋节有感而发的一首小诗
能表达南京援青干部的感受。“身在六朝
繁花处，心系河湟疾苦声；关山万里高寒
地，独思妻儿各一方；东西协作国之事，金
甲百破不负唐；待到青山变桃源，秋风走
马归故乡。”

他叫刘博，南京市对口帮扶西宁市工作
组组长、西宁市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室党组
成员。

跨越跨越20002000多公里的奔赴多公里的奔赴

时间拨回2021年仲夏，南京，中考考场
外，刘博拉着儿子的手说：“儿子，爸爸要到
祖国大西北了，去支援青海。你在考场好
好表现，我在青海好好表现，我们父子俩一
起加油。”转身后，他没有回头。3 年后，当
儿子被名校录取，机场送别时，儿子说“老
爸，那年中考临别，我想起了朱自清先生的

《背影》”。
2021年6月，南京梧桐树影与青海雪山

轮廓叠化，这场事关东西部协作的又一轮
“考试”开考了。

6月的西宁还是有点冷飕飕的，这种冷
的感觉在下雨时更甚。来青海的第二天，
刘博一行就来到海拔 3000 多米的大通县
逊让乡调研乡村振兴项目。天公不作美，
下起了淅淅沥沥的雨，刚从江南水乡来到
高原的他们还穿着短袖，在高原 6 月的寒
风细雨中瑟瑟发抖。刘博裹了裹老乡们临
时拿来的外套，开玩笑地说道：“这是 6 月
的高原给我们的下马威吧！看我们接住接
不住。”

他摸了摸老乡拿来的衣服，应该是家里
最厚最新最暖和的那件吧，有点像小时候披
在自己身上那件父亲的外套。

高原4年，凛冽的风揉碎了1400多个想
家的夜，他隔着屏幕听妻子讲家长里短，手
机相册里存满了家人发来的视频。如今，大
儿子已考入了心仪的大学就读于机械专业，
叛逆期的棱角在父子间无数通长途电话里
渐渐磨平，偶尔还会主动分享生活趣事；小
儿子早能清晰表达想法，奶声奶气地“汇报”
自己的所见所闻。

从中考冲刺到青春蜕变，从牙牙学语到
稚语连珠，他缺席了孩子们4年多的晨昏。
孩子手术住院，他在驻地作为新闻发言人镇
定自若，心里却焦虑不已；老母亲白肺进了
ICU，他忠孝不能两全，在东西部协作国家考
核一线“抒发”着无尽的思念。在每通电话、
每条信息里，他见证着两个孩子用成长丈量
出的时光刻度，也用自己的行动让孩子们明
白了于国于家的责任与担当。

从零到一再到百的从零到一再到百的““家家””

刘博说，刚来西宁的时候，南京干部
人才散住在宾馆和民房，工作和生活都不
是很方便，管理存在漏洞。于是，他着手
把工作组驻地先建起来，既能加强管理、
方便大家工作，也能让大家在工作之余有
个“家”。经过几个月的忙碌后，驻地有了

“家”的感觉，刘博这个“大家长”就将每个
人的生活和工作都操心了起来，建立 10

多项规章制度，成立了工作组党总支。除
了日常管理和工作协调之外，队员们生病
了、生活有困难了、有情绪了、项目遇到难
题了……这都在他的操心范围。他说，只
有把管理规范了，把日子过暖了，协作才更
有底气。

“队员们就是我的铠甲，他们来自南京
市各县区机关单位，都是精英，在这里，我们
就是一个大集体，是战友。从南京到青海要
跨过秦淮河、长江、黄河，每一条河都教会
我，带队伍就像渡河，一个人都不能落下。”
刘博感慨道。

东西部携手，让西宁变个样！自 2017
年东西部协作启动以来，在两地市委市政府
的坚强领导下，南京市累计投入近9亿元帮
扶资金，谋划实施了 212 个东西部协作项
目，选派37名党政干部、近600名专业技术
人才投身西宁高质量发展中。

气候干燥，身体不适，高原缺氧……东
西部协作干部们的勇气在；遇上恶劣天气，
泥石流把道路堵了，把路基冲掉了……大伙
的信心没有倒；项目上有了难题，遇上了发
展的瓶颈……大伙的信念没动摇。在这当
中，让我们看到了好多个“异乡客”变成了

“本地通”。

一本带不走的一本带不走的““高原闯关秘籍高原闯关秘籍””

“不是把东部经验‘空投’到高原，而是
帮西宁找到自己的翅膀。”刘博说。

当谈论起东西部协作项目，他瞬间如
鱼儿游进了波光粼粼的深海，每一次的叙
述都有着深耕多年的笃定和从容。说起项
目的发展，他有着庖丁解牛般的游刃有余，
他的思维是跳跃的，因为他很想将自己的
成功经验告诉更多的人。

他说，靠山吃山也蕴含着极大的智慧，
穷山也能“生金”。皑皑雪山下，青藏高原
上的第一家树蛙部落特色民宿落地大通县
斜沟乡；日可徒步观鸟、夜可仰望星空，湟
中区群加藏族乡下圈村有了太空舱露营旅
游项目；西堡镇的生态奶牛养殖实现了“牧
草—奶牛—有机肥—牧草”的有机循环；玉
拉草莓育种基地开辟“东苗西育、西苗东
输”新路径，2024 年预计培育生产苗 520 万
株，销售收入 600 余万元，带动种植面积
8000 亩，营收达 2.4 亿元，成为西北最大草

莓育种基地……这些项目立足点就是本地
的资源优势。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东西部协作坚
持“市场运作+政府推进”，发挥协作资金撬
动作用，全力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推进协作理念与模式创
新。

于是，我们看到了大通东西部协作数字
产业园、湟源乡村振兴产业孵化园、湟中西
堡生态循环现代农业产业园等一批农业产
业园精彩亮相；大通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
牦牛全产业链开发，湟源丹噶尔古城文旅、
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湟中西堡奶牛、云上
群加露营基地等项目火热推进；“宁宁协作”
中亚班列实现首发，1000平方米青海消费帮
扶南京体验馆成为推广展示青海优质农产
品的重要平台。

在海拔2200米处读西宁，东西部协作，
绝非简单的行政指令与政治任务，它是一场
跨越万水千山的深情奔赴。

甘河园区“双轮驱动”助推

经济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

整合“西宁评议”窗口

为基层减负赋能为基层减负赋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