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富裕文明和谐美丽新青海建设也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对青海牵挂

于心，对青海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指明前

进方向，提供根本遵循。“十三五”开局之年，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青海代表团审议，到青海考察时提出“三个最

大”省情定位和“四个扎扎实实”重大要求。第

一届国家公园论坛开幕之际，习近平总书记

发来贺信，寄语“为携手创造世界生态文明的

美好未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

献”。“十四五”起步之时，习近平总书记参加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青海代表团审议，

提出“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坚定不移

增进民生福祉”重大要求。青海认真贯彻落

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紧扣党中央部署，团

结带领全省各族人民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

历史性成就。全省经济总量迈上 3000 亿元台

阶，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就，三江源国家公

园设立在即，民生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持续稳

定在 75%以上，率先实现所有市州建成全国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高原儿女将与全国人

民同步迈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

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扎扎实实推进

生态环境保护，让绿水青山永远成为青海的

优势和骄傲……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

的殷切嘱托。青海作为三江之源、“中华水

塔”，每年向下游输送 600 多亿立方米的源头

活水；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生态

资源服务价值 18.39 万亿元；作为国家重要

的战略资源接续储备地，已探明矿产资源潜

在价值约 105 万亿元。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把坚持

生态优先作为第一抉择，建设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现代化。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紧紧抓住生态文明的时代际遇，坚定生态

自信，提高生态自觉，实现生态自强，加快形

成与生态保护相匹配的制度体系、产业体系

和生产生活方式，保护好“中华水塔”，探索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推动长江经济带、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让绿水青山成

为青海各族人民永续享用的最大财富，确保

一江清水向东流。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把推动

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作为目标追求，

建设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现代

化。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持续做

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加快建设世

界级盐湖产业基地，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

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

品输出地，提升经济发展的整体效能，构建体

现青海特点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快共同富裕进程，持续

办好民生实事，着力提升各族人民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把保护

“地球第三极”作为最大担当，建设青藏高原

生态文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把青藏高原打造成为全国乃至国际

生态文明高地”重要指示要求，落实好青海

行动方案，全力打造生态安全屏障新高地、

绿色发展新高地、国家公园示范省新高地、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新高地、生态文明制度

创新新高地、山水林田湖草冰沙综合治理新

高地、生物多样性保护新高地，推动青海生

态文明体制机制更加完善。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把培育

“四种经济形态”作为现实路径，建设具有青

海特点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培育壮大生态经

济，推动生态与农业、工业、文旅、康养等产业

深度融合，打造生态经济核心增长极。持续

推进循环经济，构建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

高产出的循环产业集群，拓展良性循环的产

业链。着力发展数字经济，推广新一代信息

技术，启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协同共建

平台经济，依托产业园培育一批特色优势产

业，闯出合作共赢的新路子。通过持续培育

“四种经济形态”，形成需求牵

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

水平动态平衡。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

托，把打造“五个示范省”作为总体

战略，建设各族群众“看得见、摸得

着”的现代化。坚持发展为了人民、

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聚力国家所需、青海所能、群众所盼、未

来所向，创建国家公园示范省、清洁能

源示范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示范省、高

原美丽城镇示范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

省，让各族群众享用清洁能源带来的更多

福利，获得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的更多实惠，

在象征着现代文明的美丽城镇生产生活，让

青海大地处处盛开民族团结进步之花。

启航新征程，建设现代化，实现复兴梦，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贯彻总

要求、凝聚精气神，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

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

展，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

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扎扎实实打基础，与时

俱进攀高峰，让绿水青山更有颜值、金山银

山更有价值，为建设美丽中国和中华民族永

续发展作出青海贡献。

让绿水青山永远成为青海的优势和骄傲
青海省委书记 王建军

2021年 6月 4日 星期五

青海篇青海篇

仰望青海，不变的是长云雪山、三江川

流，巨变的是发展的面貌与步伐。

“坚持生态优先、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

高品质生活”，近年来，青海省委、省政府认真

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牢记总书记殷切嘱托，与时俱进、继往开

来，为高原大地擘画出一幅更加美丽、富裕、

和谐的发展新图景。

绿为先 发展底色愈发牢固

青海湖碧波浩荡，10 余年来水域面积增

大逾 300 平方公里；牛头碑下，从喜马拉雅山

飞回来的成群斑头雁，正在黄河源头忙着“生

儿育女”；可可西里，种群数量从不足 2 万只恢

复到 7 万余只的藏羚羊，开始了一年一度的大

规模迁徙……

好生态，永远是青海的头一张名片。保

护好生态，不仅是青海必须筑牢的发展底色，

更是在为国家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全省蓝绿空间占比超七成，湿地面积稳

居全国首位。而且，长江、黄河、澜沧江这 3 条

发源于青海的大江大河，干流出省断面水质

已经连续 13 年达优……

“中华水塔”水多了、水好了，背后是久

久为功的艰辛治理、生态优先的发展抉择：

投资翻了一番的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二

期工程，退牧封育、治沙种草等 24 项工程正

在青海所涉 4 州 21 个县市、39.5 万平方公里

的广袤区域上持续推进；“国土绿化提速三

年行动计划”完成，五级河湖长体系建立；可

可西里禁止非法穿越，黄河源头扎陵湖、鄂

陵 湖 对 外 限 制 开 放 ，年 保 玉 则 景 区 永 久 关

闭，生态留白的取舍之间，为的是给子孙后

代留下大美河山。

除了铁腕治理，更大变化在于改革创新。

全 国 首 个 试 点 三 江 源 国 家 公 园 设 立 在

即，祁连山国家公园试点任务完成，第一届

国家公园论坛在青海举办……没有现成模

式和经验，青海拿出勇气和智慧率先“吃螃

蟹”，先行先试蹚出了一条坚持中国特色的

国家公园发展之路。

更大的蓝图在绘就：2019 年，青海省在全

国率先启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

地体系示范省建设”，除了三江源、祁连山，

“国家公园示范省”的探索步伐正在向青海

湖、昆仑山等迈进。

人，也在生态优先的实践中与自然和谐

共生。格尔木市长江源村的闹布桑周，又回

到了阔别已久的唐古拉山、沱沱河畔，曾为生

态移民的他，如今的新身份是生态管护员。

像他一样，青海已有 4 万多牧民放下牧具、领

上工资，从草原利用者转型为生态保护者以

及红利共享者。

质为要 发展层次显著提升

去年，世界首条专门为清洁能源外送而

建设的特高压线路，从青海跨越 3000 里直输

河南的绿电通道，正式投运。

高原“风光独好”、青海绿电富集。也是

在去年，海南藏族自治州、海西蒙古族藏族自

治州的两个可再生能源基地双双跃上千万千

瓦级台阶，运用成熟的多能互补技术，“三江

源绿电百日”再创世界新纪录。截至目前，全

省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超九成。

绿电产业正成为青海的新名片，而点睛

之笔，却在一个“质”字。以前，弃风弃光、消

纳不足成为发展清洁能源的瓶颈。如今，依

靠技术革新、通道建设，资源禀赋才得以突破

瓶颈、厚积薄发——提升产业发展层次，打造

核心竞争力，正是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

过去 5 年，青海建成全国最大的绿色有机

畜牧业生产基地，创建全国唯一草地生态畜

牧业试验区，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试点面积扩

大到 300 万亩；光伏光热、盐湖化工、锂电、新

材料四大产业集群加快构建，盐湖资源综合

利用产业已成为全国有影响力的循环经济产

业集群，循环经济工业增加值占比超过 60%；

三次产业比实现了由“二三一”到“三二一”的

历史性转变，金融、信息、科技、商务四大服务

业增加值占比超过四成，随着茶卡盐湖、东台

吉乃尔湖等网红打卡地持续升温，青海年旅

游人次已经突破 5000 万大关，收入达到 560
亿元，旅游业加速成长为全省战略性支柱产

业和富民增收的美好事业。

瞄准特色优势鲜明、市场潜力巨大的绿

色产业，青海因地制宜、“变道超车”，正在“美

丽经济”的发展路上越走越好。

人为本 发展成果更多惠民

风雨兼程，春华秋实。“十三五”前 4 年，青

海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7.1%，高于全

国水平 0.6 个百分点，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

均增幅 9.4%，地区生产总值和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提前实现比 2010 年翻一番的目标。

作为西北欠发达省份，这些数据来之不

易；成绩单背后，彰显的不仅是“如何发展”的

质量，更体现了“为谁发展”的温度。

过去 5 年，全省民生投入占财政支出持续

稳定在 75%以上。青海省委、省政府用扎扎

实 实 的 行 动 回 答 着“ 我 是 谁 、为 了 谁 、依 靠

谁”，发展成果写在河湟谷地、大湖沿岸、三江

源头、万里高原的每一张笑脸上——

学有所教，劳有所得。果洛藏族自治州

久治县智青松多镇中心小学，四年级的尕娃

仁青家庭困难，刚识了些字，就被喊回去放

牧。老师们数次家访，还联系教育局、镇政府

对仁青一家给予帮扶，让尕娃顺利回归了课

堂。通过筹措资金，青海及时下发两万余名

劝返学生的公用经费、生活费补助和营养餐

资金，确保复学学生“回得来、留得住、学得

好”，全省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 96.85%，

控辍保学经验在全国推广。随着教育普及程

度大幅提高，青海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

年限已达 9.67 年，“十三五”期间全省年均城

镇新增就业 6.2 万人、转移农村劳动力 113.2
万人次。最直观的结果是：这几年，农村居民

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增速

快于经济增速。

病有所医，老有所养。贵德县河东乡保

宁村年近七旬的蒋春兰老人身体不适，打电

话求助村医赵艳芳。很快，赵艳芳赶到老人

家 中 ，还 带 着 健 康 一 体 机 ，做 完 心 电 图 、血

压、血糖检查，随即将结果上传乡中心卫生

院，用药治疗后老人顺利康复。通过推进医

疗联合体建设，地广人稀的青海已有 55%的

乡镇卫生院开展远程医疗服务，让农牧民

在家门口就能看好病。截至目前，全省居

民平均预期寿命已达 73.12 岁。多层次

社会保障体系也在加快构建，养老、医

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参保人数持

续增加。

住有所居，人有所乐。城镇常

住人口仅 330 余万人的青海，已累

计建成 22.7 万套保障性住房，城

镇居民和农牧民人均居住面积

分别达到 37.8 平方米和 39 平

方米。文化公共服务体系深

入 城 区 牧 乡 ，广 播 电 视 节

目 综 合 人 口 覆 盖 率 达 到

99%。高原各族群众唱

起花儿、跳起锅庄舞，

歌唱幸福生活。

青海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民生改善相统一

创新业 展新颜
本报记者 刘成友 姜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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