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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让您镜头下的丁香花海“霸屏”全城吗？机会来啦！即日起至5月
23日，西宁晚报联合@人民日报“一朵花读懂一座城”栏目，启动主题征
图活动，全城寻找最动人的丁香影像，邀您共赴这场浪漫之约！

春风掠过夏都西宁，丁香花便急不可待地竞相绽放，一簇簇、一团
团，把城市染成了浪漫的花海。自1984年丁香被选定为西宁的市花，它
便深深融入城市血脉。漫步西宁街头，淡雅的紫、纯净的白交织成绚丽
画卷，馥郁芬芳飘散在每一个角落，编织出独属于这座城市的“香名
片”。无论是古老街巷旁的丁香树影，还是公园河畔的花海如潮，盛放的
丁香不仅为城市增添诗意，更成为西宁人热爱生活、积极向上精神的生
动写照。

此次征图活动面向全体市民，无论您是摄影大师，还是摄影小白，只
要您热爱生活、善于发现美，都能参与其中。不管您拍摄的是含苞待放、
娇羞欲滴的娇俏花蕾，还是如云似霞、灿烂夺目的繁盛花簇；不管是丁香
花映衬下雄伟壮观的西宁地标建筑，还是与丁香花亲密合影的温馨瞬
间，凡是今年新鲜定格的画面，都有可能成为展现西宁独特魅力的佳
作。您只需带上话题#丁香花开醉美西宁#发布照片，并在西宁晚报官
方微博留言，您的作品就有机会登上人
民日报，让全国观众一同领略夏都西宁
的浪漫与美好，感受这座城市独有的韵
味！

拿起您手中的镜头吧，让它成为记
录美好、传递温暖的桥梁，记录下丁香
与西宁的浪漫故事，用影像定格这座城
市的独特风姿！让我们以花为纽带，向
世界尽情展示西宁的繁花盛景与人文
风情，期待您的精彩投稿，一起在影像
中邂逅最美的西宁！ （记者 刘瑜）

在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的
会议室里，王中毅的手机震动不停。算力产
业项目对接会刚开完，他快步走到办公室接
受采访——这是多次协调后的采访机会。这
位“80后”援青干部的工作日程，永远被招商
对接、项目调度填得满满当当。

“援青为了什么？在青干点什么？离青
留下什么？”三年前，王中毅从武汉钢铁集团
跨越2000公里，挂任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
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

三年后，援青任期即将届满，回望这片倾
注了他无数心血与汗水的土地，王中毅的心
中满载着沉甸甸的收获。他感慨地说：“如
今，我心中的答案已经越来越清晰。”

从“武钢人”到“高原新兵”

“像开盲盒一样！”回忆起2022年报名援
青的场景，王中毅笑着说：“当时报名时自己
也不知道会被派到青海哪里。”彼时在武汉钢
铁集团工作的他，通过层层选拔成为第五批
援青干部时，对青海的认知还停留在电脑屏
幕上的卫星地图和产业报告。踏上飞往西宁
的航班，舷窗外祁连山的褶皱在云层中若隐
若现，下了飞机，干燥的风裹挟着高原气息扑
面而来。兴奋与忐忑在他心中交织——这片
平均海拔高达2261米的土地，即将成为他未
来三年的“战场”。

初到高原的挑战远超预料。内地湿润环
境中养成的生物钟，在低气压、缺氧的西宁被
彻底打乱。“刚来的一个月每晚都很困但就是
睡不着，脑子像被按下快进键，项目方案、企

业诉求在脑海里转圈圈。后来才知道，这是
缺氧导致的失眠。”他调侃自己“体验了一把

‘缺氧式亢奋’”。尽管如此，他依然坚持白天
奔波调研，深夜则整理园区资料。笔记本上
密密麻麻地记录了三大本内容，既有企业的
痛点，也有政策的批注。他说：“只有充分了
解情况，才能更好地开展工作。”为了尽快适
应新的工作环境，王中毅花了一个多月的时
间，认真学习园区的各项规章制度、岗位职责
和工作流程。走访调研了辖下的四个园区，
共计20余家单位，深入了解园区和企业的实
际情况。

角色转换对他来说则是更大的挑战。
从企业管理者到政府招商负责人，意味着
他必须跳出单一行业视角。“以前在武钢，
关注更多是效益和利润，现在要统筹整个
开发区的光伏、锂电、算力等产业发展和就
业，得学会‘十个手指弹钢琴’。”在采访
中，王中毅滔滔不绝地谈论着自己的工作，
唯有谈及家庭，这位在招商会上侃侃而谈
的汉子声音轻了几分。去年家人来西宁探
亲，孩子躲在妈妈身后的眼神，让他偷偷红
了眼眶。

把高原的“资源图”变成“施工图”

走进王中毅的办公室，窗台边堆着几盒
生发剂，王中毅拨开额角的头发，露出硬币大
小的斑秃。“有次理发，师傅说抵抗力降低有
斑秃了，我才发现镜子里的头发变少了，再仔
细一看，竟然有五块斑秃。”他笑着回忆道，但
笑容背后，隐藏着那段日子的艰辛与不易。
2024 年底，他长时间奔波在外，为了招商引
资，横跨多个城市，连轴转了十来天，几乎未
曾停歇。他却语气淡然：“只要能招引来企
业，一切都是值得的，你看，现在头发慢慢也
长起来了。”

西宁的潜力这么大，如何让资源优势转
化为发展动能？需要创新，需要行动。从提
出“周调度、旬协调、月通报”机制，让每个项
目从签约到落地都有闭环管理；到牵头研究
制定了招商引资推进措施方案，健全招商机
制，构建科学招商体系；再到建立产业“链长
制”招商工作机制，绘制光伏制造、锂动力及
储能电池、合金新材料、特色化工等产业链招
商图谱。王中毅始终走在招商的最前线。针
对青海“小人口、大市场”的特点，带队赴长三
角、珠三角精准招商，三年里80余次奔赴北
京、上海、广州，对接晶澳太阳能、天合光能等
160余家行业龙头企业。

辛勤的汗水终于浇灌出了丰硕的果实：
2024年，青海签约重大项目31个，涉及投资
额高达542亿元，实际到位省外资金136.5亿

元，超额完成了年度任务。西宁新型显示产
业园、海得智慧储能产业园等项目也顺利落
地生根。“每次推介会上，我都能感受到企业
对青海的青睐与期待。我仿佛成了青海的

‘代言人’，心中充满了无比的自豪与责任
感。”王中毅笑着说。

随着西宁市“1+3+X”绿色算力产业体
系发展定位的明确，王中毅又投身于新的战
场。他牵头绿色算力产业工作专班，先后赴
北京、深圳等地，与头部企业对接洽谈，开发
区先后落地中国联通绿电智算产业园、中国
移动西宁绿色智算中心、综合数据中心等8
个项目。在第二届青海绿色算力产业发展推
介会和西宁算力产业标注推介会上，组织西
宁开发区签约省上项目2个，市上项目3个，
涉及投资60亿元左右。三年来，他带着开发
区的招商手册跑遍长三角、珠三角，把“青海
只有牛羊肉”的刻板印象，改写成“绿电算力
之都”的新名片。

架起两地发展的桥梁

“青海认定科技企业数量破新高”“春暖
花开，西宁进入美好季节”……在王中毅的微
信朋友圈，为数不多的内容里，一半都和青海
息息相关。三年的时间，一条条动态记录了
他从异乡人逐渐融入青海的点滴变化。从最
初对青海的陌生到现在“不允许别人说青海
不好”，青海已经成为了他心中的第二故乡。
他笑称现在回武汉反而“醉氧”，“走路轻飘飘
的，心里也空落落的”。他说这话时，眼里满
是眷恋。这种眷恋，始于青海人的“实诚”。
刚到西宁时打车，司机师傅坚持绕近路，听到
他的外地口音，还提醒他“高原干燥要多喝
水”；在餐馆点菜，老板总会拦住“够了够了，
吃完不够再加”。王中毅说：“这种真诚，渗透
在青海生活的每一处细节中，无时无刻不在
感动着我。”而他也把这份感动化作反哺。
2023年，王中毅利用自己在武钢工会的工作
经验，成功促成青海农副产品在武汉的展
销。原本计划两天的展会，半天就销售一
空。此后两年，他通过武钢工会平台累计完
成消费帮扶200余万元。“青海的人好，物更
好。我得帮它们‘走出去’。”自此，青海的牦
牛奶、枸杞、沙棘原浆成为武钢职工餐桌上常
驻的“网红零食”。为了让更多人走进这片他
深爱的土地，他对接开辟了“武钢职工青海疗
休养路线”，今年6月第一批武钢职工将走进
青海。“青海的好，值得被更多人看见。”王中
毅深情地说。

三年的时光转瞬即逝，他总想着留下
些“带不走的东西”。于是，他牵头推进人
才培养计划，争取宝武集团 60 万元资金，

举办项目谋划、招商能力提升培训班，让
140 余名业务骨干参训，将“工业互联网+”
的理念带回高原，实实在在促进了青海产
业升级。为了让人才走出去，去年王中毅
牵头邀请武钢集团到青海，成功招聘了 4
位青海大学的学生，今年再次组织招聘，吸
引了 9 位优秀学子加入，这在武钢的历史
上是前所未有的。

谈及援青经历，王中毅眼中闪烁着坚
定的光芒。他说：“援青是一项系统工程，
我们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颗螺丝钉。只有
做好自己，才能让援青发挥出最大价值。
青海给予了我们巨大的支持与关怀，为我
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我们必须全力
以赴，为青海为西宁的繁荣发展贡献自己
的力量。”

“援青不是终点，是一辈子的牵挂。如果
再给我一次选择的机会，我依然会毫不犹豫
地踏上援青之路。这是情怀，也是责任。”三
年援青，他晒黑了皮肤，熬出了斑秃，却让高
原的产业图谱焕然一新。从武钢的钢铁硬汉
到青海的招商尖兵，变的是工作岗位，不变的
是“缺氧不缺精神”的坚守。

当长江水映照昆仑月，当钢铁魂融入高
原风，这位“80 后”干部用行动证明：最好的
援青，是把心留在这片土地，让自己成为青海
发展的一块“铺路石”。而高原回馈他的，不
仅是招商引资的数字，更是从“异乡人”到“自
家人”的身份认同——这，或许就是援青最动
人的双向奔赴。

丁香花开满城香！邀您定格最美“丁香画卷”

高原三载 淬炼成“钢”
——记武钢集团第五批援青干部、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王中毅

访王中毅时，他总把“收获”挂在
嘴边，却鲜少提及援青路上的艰辛。
三年高原时光，他把光伏、算力等新兴
产业的种子播撒在海拔2261米的土地
上，也让自己的人生在“海拔高追求更
高”的信念里拔节生长。采访结束后，
他匆匆行走的背影，让我看到了无数
援青干部的缩影。他们带着东部的经
验而来，却在西部的实干中收获了更
广阔的视野，当个人价值与高原发展
同频共振，每一份付出都在时光里，长
成了连接两地的精神纽带，跨越山海，
历久弥坚。正如他所说，援青不是单
向付出，而是一场让生命更有厚度的
双向奔赴。正是像他这样的“铺路石”
一块一块垒起的实干，让“援青”在高
原大地绽放出了绚烂之花。

（记者 措毛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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