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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为青海擘画的“生
态文明高地”与产业“四地”蓝图，如
今正在青藏高原腹地持续转化为生
动实践。

当海拔 2200 米的冷凉气候成为
数据中心的“天然冷却剂”，当80%以
上绿电保障的电网为算力注入“绿色
基因”，西宁市正以“1+3+N”发展体
系构建国家级绿色算力枢纽——1个
智算超算核心集群崛起于湟水之畔，
3大功能区（南川东川绿色智算核心
集聚区、城北数字经济创新创业活力
区、城西生活办公商务区）勾勒数字
经济新版图，N个行业应用加速赋能
生态保护与产业升级。

去年以来，省委省政府积极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
神，认真贯彻党中央战略部署，全面
推进绿色算电协同区建设工作，市委
市政府乘势而上、顺势而为，以前瞻
性思维积极擘画扶持政策，靶向引导
产业集群式发展，以挑大梁、勇争先
的省会担当为全省培育和发展新质
生产力贡献力量。

从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地方标准
的发布，到算力规模突破 1 万 P 的产
业跃迁，这座高原城市正将“冷资源”
转化为“热动能”，在“东数西算”战略
中书写着“绿电算协同”的青海方案。

海拔海拔22002200米的绿色密码米的绿色密码：：生态生态
优势转化为算力竞争力优势转化为算力竞争力

年平均气温 7.6℃的气候馈赠，
让 西 宁 成 为 数 据 中 心 的“ 天 然 冷
库”。测算显示，在此布局算力中心
投资成本较东部降低20%，运营成本
节省30%，PUE值（能源使用效率）稳
定在 1.2 以下的低碳优势，使其在全
国算力枢纽中独树一帜。目前，青藏
高原生态大数据中心等12个数据中
心拔地而起，12472 架标准机架投入
运营，在建机架超2.3万架，“通算+智
算+超算”的多元体系初步构建，相当
于为数字经济装上“高原引擎”。

这种优势正通过能源结构革新
放大效应。依托源网荷储一体化示
范城市建设，西宁建成全省首家虚拟
电厂，启动“零碳园区”建设，6兆瓦光
储充微电网让绿算企业80%以上用电
来自光伏、风电等清洁能源。一数据
中心负责人敲着机柜外壳感慨：“外
面的冷风就是最好的冷却系统，每度
电都带着青海的阳光。”这种“自然冷
源+绿电直供”模式，使西宁在全国算
力枢纽中形成差异化竞争力。

政 策 创 新 同 步 构 筑“ 制 度 高
地”。当全国尚处探索阶段，西宁推
动青海发布了《绿色算力基础设施等
级评定规范》《清洁能源利用评价方
法》等5项地方标准，从基础设施到清
洁能源利用都竖起“青海标尺”。叠
加电价全国低位、绿电绿证交易试
点、对新建/扩建数据中心按投资金
额10%给予奖补等政策组合拳，华为、
阿里云等头部企业纷至沓来，2024年
签约中国联通三江源绿电智算融合
示范园等 25 个项目，投资金额达
88.62亿元。彰显“政策磁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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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数字跃迁级的数字跃迁

在西宁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
点机房，屏幕上跳动的数字见证着城
市能级的质变——作为东经102度线
以西唯一节点，这里每天甘青宁新藏
五省区海量数据交互，与2020年落地
的西北地区首个根镜像服务器形成

“王炸组合”，将网络解析时延降至
1ms，5G 基站万人密度 31.9 个，超越
多数省会城市。

产业生态的集聚效应同步显
现。全省 45%的市场主体、62%的民
营企业扎堆西宁，三级贯通的政务云
平台催生每年超2000万小时的算力

需求。更关键的是人才“洼地”变“高
地”的逆袭：依托全省90%的科研机构
集聚优势，西宁挂牌成立“绿色算力
人才培养基地”和数字经济人才学
院，49人专家智囊团队与青海大学共
建实验室，在“昆仑英才”“夏都菁英”
等政策下，天津大学引进的算力专家
直言：“这里搞研究成本比东部低
40%。”这种“低电价+高绿电+强政
策”的组合，正吸引全国算力要素向
高原集聚。

算电协同的青海解法算电协同的青海解法：：当光伏板当光伏板
遇上服务器阵列遇上服务器阵列

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南川工业园
区的“光伏一条街”与数据中心群，构
成了最富青海特色的产业图景——白
天，太阳能板将光能转化为算力能源；
夜晚，服务器余热为园区供暖。这种

“光储充算”一体化模式，正是西宁破
解“算力耗电”论点的密钥。2024年以
来，全市谋划72个算电协同项目，220
亿元资本涌向“光伏+算力”“储能+数
据中心”等新场景，虚拟电厂、共享储
能等创新机制让每度绿电都精准流向
算力需求端。

更深层的变革在于产业协同。
西宁建立“每月一地”工作机制，将算
力产业与盐湖化工、生态旅游等“四
地”建设深度绑定。“我们不是建算力
孤岛，而是让每个P算力都服务于青
海产业升级。”市数据局展示的《西宁
市十万卡绿色算力集群实施方案》

《西宁市绿色算力及人工智能重大设
施布局工作方案（2025—2030年）》勾
勒出未来图景：五年内形成光、电、
储、算一体化的千亿级产业集群，让

“青海绿电”驱动“中国算力”。
招商引资的“西宁速度”成为产

业跃迁注脚。市委主要领导带队赴
京沪，9个招商专班奔波40余次拜访
超100家企业，长城科技、百度等企业
项目落地背后，是“政策+要素+场景”
的组合拳——落实产业用地76.4亩，
预留土地 1469 亩，为 25 家单位和企
业成功申报青海省数字经济发展专
项资金 6086.04 万元，占全省补助资
金的50%以上。

生态价值的数字转化生态价值的数字转化：：绿色算力绿色算力
里的中国智慧里的中国智慧

“用光伏板铺满荒山，让服务器
吸收冷风”。西宁通过算电协同，实
现“算力增长—绿电消纳—生态改
善”的良性循环。这种将海拔高度转
化为产业高度的实践，正在重塑全国
数字产业地理版图、为“双碳”目标提
供“高原方案”。

民生赋能更显温度。95.2%的政务
服务事项“网上办”背后，是算力下沉让
牧区医保报销时间从 20 天缩短至 3
天。“我们的算力中心就是用冷空气算
出热效益。”一企业运维总监的比喻，道
破了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的共生逻
辑。从制定全国首个绿色算力标准，到
建成青藏高原首个万P级集群，西宁的
探索已超越产业本身，成为中国式现代
化在生态脆弱地区的生动实践。

此刻，南川东川的智算集群灯火
与光伏板反光交相辉映，城北数字经
济创新创业活力区里“数字绣娘”们用
鼠标标注着高原图景，城西绿算企业
的屏幕实时跳动着清洁能源与算力的
转化曲线——这三个功能区构成的

“黄金三角”，正在海拔2200米的高原
腹地，绘制着数字中国的绿色坐标。

而支撑这一切的，不仅是冷凉气
候与充足阳光的自然馈赠，更是青海
牢记“国之大者”，将生态优势转化为
发展动能的时代答卷。当东部企业
还在为降温电费发愁，这里的服务器
已“喝”着光伏电、“吹”着自然风，用
绿色算力重新定义数字经济的价值
刻度。 （记者 刘瑜）

本报讯（记者 一丁 通讯员 袁昌玲 马建林）随
着旅游旺季的到来，青藏高原独特的自然与人文景
观吸引力不断提升，入青进藏旅游数量显著增长，
为满足持续增长的青藏高原旅游需求，中国铁路青
藏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藏集团公司）将于近
期陆续加开多趟临时旅客列车。

据悉，青藏集团公司通过精准分析客流动态，
灵活调整运输方案，将加开多趟临时旅客列车，助
力旅客便捷踏上旅程，深度体验青藏铁路沿线的壮
美风光与独特文化魅力。6月20日在西宁至拉萨

间加开Y973次旅客列车；6月22日在拉萨至西宁
间加开Y974次旅客列车；6月20日至6月30日，在
西宁至格尔木间加开K6811/2次旅客列车；6月21
日至6月30日，在西宁至茶卡间加开Y969/70次旅
客列车。

青藏集团公司通过晚报提醒广大计划乘火车
前往高原的旅客，及时通过铁路12306官方网站、手
机APP或关注车站公告，查询最新加开列车时刻、
停靠站点及余票信息，以便合理安排行程，顺利开
启高原之旅。

本报讯（记者 徐顺凯）6月19日下午，省政府新
闻办召开发布会，介绍医疗援青工作十五周年相关
情况，记者从会上了解到，目前，青海6州全部建成
三级医院，这一里程碑式突破，标志着青海省医疗
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实现质的飞跃，这不仅是对口支
援政策在雪域高原结出的累累硕果，更是践行党中
央“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生动实践。

据介绍，15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财政部，
通过安排约193.68亿元转移支付资金，为青海省卫
生健康事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各支援省市累计
投入约25亿元资金，精准投向青海基层医疗卫生项
目，有效填补了当地医疗卫生服务短板，夯实基层
医疗服务根基。

15年的全方位支援帮扶，青海省医疗卫生事业实
现历史性伟大跨越，人才队伍建设成效卓著，青海省
医疗卫生技术人员总量从2.8万人增长至7.3万人；执

业医师数量由0.98万人攀升至2.17万人。高层次人
才（副高以上职称）占比达28.6%。通过“师徒传承工
作室”“名医工作室”等平台，成功培育137名本土学科
带头人，为医疗事业发展筑牢人才根基。医疗服务能
力大幅跃升，医疗机构床位数由2.0万张增至4.6万
张；每千人口执业医师数从1.07人提升至3.64人。乡
镇卫生院达标率从23%跃升至91%，基层首诊率达
68%，县域内就诊率突破82%，群众在家门口即可享受
优质医疗服务。居民健康水平显著改善，人均预期寿
命从69.96岁（2010年）延长至74.8岁（2023年）。包虫
病筛查覆盖率达98.3%，手术救治成功率达92%，患者
五年生存率提升至78%。急救急诊能力显著增强，20
家医疗人才“组团式”援青医院“五个中心”已全部建成
并通过验收，逐步形成快速、高效、全覆盖的急危重症
医疗救治体系，极大提升了突发急危重症的救治能
力，为基层患者生命健康提供了坚实保障。

医疗援青十五年 里程碑式突破

绿电赋能算力，西宁破题数字经济发展新路径

本报讯（记者 晴空 摄影报道）6月19日上午，当
悠扬的藏歌穿越雪域在新宁广场回荡，“西海2261·
河湟文化大集”果洛州专场暨果洛州生态旅游启动
年活动正式拉开序幕。为期7天的果洛州专场活动
以歌舞为桥，跨越山河，为观众呈现原汁原味的果洛
藏族歌舞、唐卡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一场场
精彩绝伦的演出，展示果洛州特色文旅资源，打造沉
浸式文旅消费体验场景，助力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

伴随着细雨的精彩演出开场啦！几乎是人人能
歌善舞的果洛，一开场便吸引了无数市民游客的关
注，人们被美妙歌声中的辽阔草原、雄伟高山所吸
引。精心编排、极具果洛文化特色的舞蹈《阿达勒姆》

《邻国雄风》雄浑的气势、奔放的舞姿将独有的民族文
化展现得淋漓尽致，还有歌曲《吉祥果洛》《故乡果洛》
等悠长的旋律唱出了果洛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爱。

果洛州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雷云丹说：“近年来，
在果洛州委、州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始终坚持
以文化铸魂、以文化赋能，在保护传承中创新，在融
合发展中突破，让古老文化焕发新生机。今天的文
化大集，不仅是一场文化盛宴，更是一个新的起
点。我们将以此活动为契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要讲
话指示批示精神，把果洛州生态旅游作为战略性支
柱产业，持续深化文旅融合，挖掘文化内涵，打造特
色品牌，让果洛文化走出高原、走向世界，为推动地
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果洛州专场以“文化传承”“非遗展示”“生态旅
游”“创意手作”“互动体验”“游客打卡”分区，让河湟文

化大集每一处都充满果洛元素，来自果洛各县及企业
带来的定时文艺演出、非遗民俗体验、特色美食品尝、
文创产品展销等极大丰富了专场活动，让果洛文旅走
向更广阔的舞台。市民游客可以在河湟文化大集上
现场感受果洛藏族服饰制作、藏式雕刻等精湛的非遗
技艺，品尝牦牛肉干、酥油茶等特色美食，选购果洛州
独具匠心的文创产品。在河湟文化大集南侧，100幅
展现果洛自然风光、人文风情、野生动植物的摄影作
品吸引人们驻足观赏。还有实景VR体验，让戴上VR
眼镜的你一秒钟感受果洛州的壮美山河。

15时，格萨尔文化（果洛）生态保护区专场文艺
演出再次点燃午后的新宁广场，演员们深情演唱、
尽情舞蹈博得阵阵掌声，阳光下汇聚起保护生态的
最强音。

19时，热情欢快的锅庄舞演出开场，《欢迎远方
的朋友》《吉祥祝福》《格桑梅朵》7支锅庄舞队轮番
上阵，热闹非凡的锅庄舞之夜让新宁广场的每个角
落都“动”起来了。身着传统民族服饰，和着激烈的
节拍每一个演员都尽情展现优美的舞姿。来自果
洛阿尼玛卿（驻宁）退休干部舞蹈团的《果洛锅庄》
表演以藏族传统舞蹈为根基，展现了果洛锅庄舞舒
展大方，铿锵有力的特点。该舞蹈团以舞为媒，用
翩跹舞步续写高原精神，不仅弘扬了藏族豪迈热情
的舞蹈文化，还带动千余名老年人参与文体活动，
助力民族团结与社区文化建设。

文化大集领略果洛专场的豪迈热情

青藏铁路公司加开多趟临时旅客列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