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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8日电 6月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缅甸
领导人敏昂莱互致贺电，庆祝中缅建交75周年。

习近平指出，建交75年来，中缅胞波情谊历经风雨、历
久弥坚。双方秉持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精
神，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
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树立了国家间友好交往
的典范。

习近平强调，今年5月，我同你在俄罗斯会晤，就推进
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达成重要共识。中方高度重视中缅关系
发展，愿同缅方携手努力，以两国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快
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落实好全球发展倡
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
设不断走深走实，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敏昂莱表示，主席阁下2020年对缅历史性访问，开启构
建缅中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不久前缅甸遭受强烈地震，
中国政府和人民及时提供人道援助，充分体现两国人民患
难与共、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我同主席阁下在莫斯科举
行了富有成果的会晤，就深化缅中战略合作达成重要共
识。感谢中方坚定支持缅甸实现和平稳定、民族和解、经
济发展，期待加快推进两国各领域合作，打造更加强劲、坚
韧、互利的伙伴关系。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敏昂莱互致贺电。李强表示，
建交75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各领域友好交流和务
实合作取得长足进展。我愿同你一道，深化两国全面战略合
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为各自国家发展注
入新的动力。敏昂莱表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导下，缅
中关系稳步向前发展。缅方愿同中方携手推进缅中命运共同
体建设，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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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瑜）我省聚焦高校
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创新实施

“创业十项行动”，构建起“政府搭台、
社会协同、创业者发力”的全链条创业
生态，按下创业带动就业“快进键”。

从优化环境到培育主体，从做强
品牌到强化保障，青海“创业十项行
动”以“组合拳”，推动创业与就业同
频共振，形成一幅“创业之花遍地开，
就业之路宽又广”的民生图景。

环境优化+群体培育：靶向破解创
业“首公里”难题

以“青海 e 就业”品牌为抓手，
推进商事制度改革，实现市场主体
登记“高效办、当场办、一次办”，流
程效率提升 40%。针对高校毕业生、
返乡农民工等群体，年均开展创业
训 练 营 、实 训 活 动 超 百 场 ，为 1.19
万人次提供“体验式”服务，引导发
展 夜 间 经 济 、冰 雪 经 济 等 特 色 项

目，让“创业点子”转化为“增收路
子”。

品牌赋能+服务护航：打造创业
“强磁场”

做强“拉面”“青绣”“互助家政”等
49个劳务品牌，实现“一县一品”全覆
盖，年带动40万人次创业就业；整合多
部门资源构建“全周期”服务链，企业
家、技术专家“走基层”开展精准指导，
2023年以来累计开展创业培训1.89万
人次，让创业者“有方向、有底气”。

政策加码+金融助力：破解创业
“资金关”

将创业补贴提至 1 万元、担保贷
款额度增至 30 万元，推行“创业担保
贷款 123 模式”，2023 年以来为 1175
名困难群体发放补贴 1175 万元，为
1497 名重点群体放贷 4.26 亿元；创新

“政府+银行+保险”融资模式，为 166
户小微企业放贷 3.86 亿元，让“真金

白银”直达创业一线。
载体筑巢+灵活破障：拓展创业

“新空间”
建成3个国家级、12个重点县区创

业孵化基地，8市州孵化基地全覆盖，
形成“国家级示范、市州级支撑、县区
级打底”的载体矩阵；破除户籍、社保
等限制，完善30个零工市场功能，落实
税费减免、社保补贴等政策，为灵活就
业者提供维权“绿色通道”，让“新就业
形态”成为创业“蓄水池”。

省就业服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持续深化创业扶持，让更多劳动者
在“双创”浪潮中实现人生价值，为
高质量充分就业注入持久动能。

本报讯 （记者 施翔 通讯员 梁佩玉） 为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推动文化繁
荣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展现新时代黄河视域下西宁地
区河湟文化的厚重底蕴，由西宁市委宣传部历时一年、
精心策划制作的三集纪录片 《河湟三章》，将于 6 月 10 日
至 12 日在央视黄金时段重磅播出。届时，央视频客户端
每天 12:00、CCTV-9 纪录片频道每晚 19:22 将进行独家首
播。

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鲜活缩影，河湟文化
是黄河文化的重要分支和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河
湟三章》 纪录片聚焦西宁地区河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多民族繁衍生息、交融共生等内
容，充分挖掘城市特色风貌及人文价值内涵，通过三集
专题叙事，以平凡人物小切口解码西宁这座“高原明
珠”的人文基因，讲好河湟文化大故事。第一集 《河》
采用三线叙事的方式，以湟水河畔社火活动为引，串联
起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对河湟高跷、高台的守护故事，以
点带面地讲述河湟大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悠久历史、丰
富内涵和河湟文化在当代的传承与发展。第二集 《和》
讲述了西宁在致力于高原动植物救助保护、科研繁育等
工作中，以实际行动诠释生态文明高地中心城市对自然
的敬畏与守护，彰显中华文化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深
层基因。第三集 《合》 以河湟舞剧青年演员成长与“花
儿卷卷”社区工坊创业为脉络，通过多元活动展现河湟
谷地多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繁荣图景。

此次 《河湟三章》 在央视黄金时间播出，是西宁市加
强河湟文化传播、强化“雪豹之都”“丁香之城”城市形
象塑造的重要举措。该片作为央视纪录片重点推荐项目，
通过央视这一国家级媒体平台传播，将会让更多观众领略
河湟文化的独特魅力，感受西宁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新时代
的发展成就，充分向外界展示西宁优秀传统民间文化的风
骨灵韵，进一步讲好西宁故事、宣介西宁美景、展示西宁
风情、提振西宁形象，助力西宁打造走向全国乃至世界的文
化名片。

6月10日起，晚报邀您锁定央视频与CCTV-9，让我们
跟随镜头一同走进西宁河湟地区，见证中华文化在河湟大地
的千年积淀与时代新生。

稳住晶硅、突破锂电、深化有色、
算电协同，西宁高质量新型工业化之
路上，离不开有支撑性和带动力的投
资。近期，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
发区（以下简称：西宁开发区）与宁德
时代再度达成重要合作。

在青海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现有项目基础上，宁德时代再次为西
宁 开 发 区 带 来 了 沉 甸 甸 的“ 礼
物”——追加投资5亿元，聚焦新能源
产业布局，重点推进后工序配套建
设，与西宁开发区携手推动锂电产业
高质量发展。

此次合作的达成，离不开市委、市
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积极推动，市委主
要领导主动带队赴宁德时代总部开展
推介招引，充分展现西宁发展新能源
产业的坚定决心和强大信心。

携手加码投资携手加码投资，，推动锂电产业高推动锂电产业高
质量发展质量发展

据了解，此次追加投资项目内
容，包含规划建设极片厂房，购置搅

拌、涂布、烘烤等设备，着力构建完整
生产工艺链。项目计划于2025年7月
开工建设，2026年5月建成投产，预计
可提供就业岗位 500 余个，将有效解
决工艺链不完善、极片依赖外部加工
运输的问题，进一步稳定产能输出、
降低生产成本。

近年来，西宁开发区以“稳住晶
硅、突破锂电、深化有色、算电协同”为
产业发展原则，锚定特色优势产业集
群，全力推行产业链“链长制”。通过
精准聚焦要素保障、深挖市场需求、落
实政策帮扶，针对不同产业链条量身
定制发展策略，疏通供应链堵点、提升
运转效率、增强抗风险韧性，产业集聚
效应持续迸发，全力吸引企业扩大在
宁投资版图，开拓产业新赛道。

项目投资为何频频青睐西宁开发区项目投资为何频频青睐西宁开发区

青海清洁能源富集、产业政策优
厚、区域规划科学，西宁作为青藏高原
枢纽城市，在锂电产业链上下游协同
中占据核心地位，将为宁德时代开拓

西部市场提供强大助力，共同推进新
能源产业布局优化升级。

为确保项目顺利推进，西宁开发
区开启“全链条护航”模式。多次召开
专项协调会，从项目立项、能评环评到
规划审批，全程紧盯前期手续办理；积
极协助企业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高
效完成备案与能评批复；成立时代项
目专班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对接企业
需求，全力破解项目推进难题；统筹
协调水电等要素保障，全程跟进环评、
安评手续办理，为项目建设筑牢坚实
后盾。

目前，项目建设各项准备工作有
序推进。“施工过程中，我们将严格实
行‘挂图作战’，倒排工期、优化流
程，确保项目高效推进。项目投产
后，将有力增强青海新能源产业发展
动能，进一步巩固西宁在全国锂电产
业格局中的重要地位，为区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西宁开发区
管委会有关负责人介绍道。

（记者 樊娅楠）

纪录片《河湟三章》
10日登陆央视黄金档

青海“创业十项行动”激活就业倍增引擎

5亿元！宁德时代加码投资西宁开发区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