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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3 月 7 日 ，习 近 平

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

四次会议青海代表团审议时强

调 ：“ 把 高 质 量 发 展 同 满 足 人

民 美 好 生 活 需 要 紧 密 结 合 起

来 ，推 动 坚 持 生 态 优 先 、推 动

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

有机结合、相得益彰。”2021 年

6 月 7 日至 9 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 青 海 考 察 时 强 调 ：“ 要 牢 记

党 的 初 心使命，为人民生活得

更加幸福再接再厉、不懈奋斗。”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

青海高质量发展赋予了新的历

史使命，为实现新的宏伟蓝图

指明了努力方向。

在青海省格尔木市“两路”

精神主题教育展览馆，一张张

黑白照片、一件件珍贵遗物，把

人们带回到那段难忘的时光。

上世纪 50 年代，数万名筑路工

人 含 辛 茹 苦 ，用 简 陋 设 备 ，在

“生命禁区”修通了格尔木至拉

萨的“天路”，在世界公路建设

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精神的力量穿越时空。党

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

下，青海省完整、准确、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

入新发展格局，用接续奋斗赓

续光荣传统，以勇毅前行奋进

新征程，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不懈奋斗，才能梦想成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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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加强三

江源、祁连山、青海湖等生态系统保护，建设国家公

园示范省；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青海广大干部群众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抢抓新

时代西部大开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长江经济带发展等重大机遇，踔厉奋发，久久为功。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

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荒漠化、沙化土地“双缩减”，

河流国考断面优良水质比例达 100%；一大批惠民举

措相继落地，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

增强；清洁能源示范省建设成效明显，清洁能源装机

占比持续保持全国领先……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巨

变，充分反映出苦干实干、艰苦奋斗的时代价值。

号角催人进，奋进正当时。青海坚持人民至上，

以只争朝夕、奋发有为的昂扬姿态，正奋力谱写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青海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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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9 日晚，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调度控

制中心大厅内灯火通明，工作人员紧盯屏幕。零点

钟声敲响，现场爆发出热烈掌声。

“从 6 月 25 日至 7 月 29 日，青海在全省范围内开

展‘绿电’行动，省内的每一盏灯、每一台电器，都由

‘绿电’驱动。”调度控制中心主任李永斌说，“这是青

海连续第六年开展全清洁能源供电实践活动，活动

持续 5 周，打破了去年创下的 31 天纪录。”

地处西北高原的青海，新能源开发可利用荒漠

化土地约有 10 万平方公里。“风光”虽好，但波动性、

间歇性较强，如何突破稳定性的瓶颈？

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可再生能源基

地，一个个白色的集装箱整齐排列。“集装箱里装有

蓄电池和控制器，工作原理像充电宝，白天清洁能源

供给充足时，把电能存起来，晚上供给不够时再输

出，使清洁能源出力均匀、稳定。”李永斌介绍。

近年来，青海省积极推进储能和可再生能源协

同发展，优先发挥储能调峰效能，已建成储能项目

37.6 万千瓦。

去年，青海省和国家能源局共同印发了《青海打

造 国 家 清 洁 能 源 产 业 高 地 行 动 方 案（2021—2030
年）》，为高质量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确定了

发展目标和措施。

截至去年底，青海电力装机达 4286 万千瓦，其

中，水电达 1263 万千瓦、光伏达 1656 万千瓦。清洁

能 源 装 机 占 比 为 90.83% ，新 能 源 装 机 占 比 为

61.36%，持续保持全国最高。

“打开‘青海绿电’手机应用程序，太阳能、风电、

水电等清洁能源占比一清二楚。”西宁市城西区居民

李炫影说，“大家绿色环保的理念不断增强。”

用好清洁能源 增强发展动能
本报记者 刘雨瑞

“没想到周五提交申请，周一就能正式办公开业

了。”青海省西宁市一家企业负责人贾青毅说，刚开

始在西宁注册公司时，还担心 400 多平方米的办公

场所租早了浪费租金。结果，从公司注册、名称审核

到银行开户，在西宁市城西区市民服务中心“一站式

服务站”不到 1 小时就全部完成。这大大增强了他

在青海发展的信心。

近年来，青海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开展“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紧盯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专项

整治民生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督促各级党组织把

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党的十九大以来，青海省开

展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查处相关

问题 279 起，处分 767 人。

“我们分析研判作风问题病灶，研究制定措施，

对作风建设压茬推进、年年深化。始终把作风建设

融入领导班子目标考核和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制考核

中，推动党委（党组）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青海

省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田奎介绍，青海督促各级

党委（党组）书记带头转作风、树新风，层层传导责任

压力，打通作风建设的“最后一公里”。

今 年 5 月 ，新 一 届 青 海 省 委 以 作 风 建 设 破 题

开局，转作风树新风，建设新青海，切实以好作风

奋进新征程。纪检监察机关立足职能职责，把一

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理念、思路和方

法，贯穿于作风建设全过程、各方面，健全完善责

任清单、约谈提醒、责任追究等长效机制，对作风

顽疾标本兼治、综合施治，为建设现代化新青海保

驾护航。

锻造优良作风 促进发展提质
本报记者 贾丰丰

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区加牙村加牙藏族织毯技艺

传习所里，杨永良面前的织架上，一张定制毯即将完

工。藏毯上红色的牡丹花栩栩如生，十几位学生在

他身后站成一圈，仔细询问编织手法。

在 青 藏 高 原 ，编 织 藏 毯 已 有 千 年 历 史 。 2006
年，加牙藏族织毯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杨永良被评为代表性传承人。

只有不断与时俱进、守正创新，传统技艺才能始

终保持旺盛生命力。大胆的配色、各式的规格、多样

的用途……这几年，杨永良没少在创新上下功夫。

在杨永良担任技术顾问的青海圣源地毯集团有

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块块精美的藏毯挂满展示

墙。“‘星空毯’可以随音乐闪烁，工艺挂毯光泽透亮

堪比油画。”公司负责人薛婷介绍，公司年产值达

4000 多万元，产品销往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青海，花儿、河湟皮影戏等 88 个国家级非遗

项目、238 个省级非遗项目实现了传承与发展。古

老非遗焕发出新气象。

守正创新，制度先行。近年来，当地出台《青海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等文件，为利用非遗资源开

发特色文化产品和服务、引导扶持生产性示范基地

建设等提供了制度保障。

传承发展，人是根本。青海持续实施“中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开展非遗保护工作

队伍培训，不断提升传承人的实践水平和传承能力。

找准定位，融入大局。目前，青海已设立 33 个

非遗就业工坊、5 个国家级和 7 个省级非遗生产性保

护示范基地、27 个省级非遗传承基地，以产业融合

助推非遗保护。

如今，丰富多样、富有高原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正被越来越多的人熟知，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

同时，助力经济社会不断发展。

传承创新并重 弘扬优秀文化
本报记者 刘雨瑞

一大早，卓扎滩村人头攒动，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颜章东正在主持年中分红大会。“加上这

次，我们村集体经济累计分红达 436 万元！”颜章东

和村民们都喜不自禁。

分红的钱从哪里来？来自发展乡村旅游。卓扎

滩村位于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威远镇，依

山傍水，旅游资源丰富。2018 年，村里整合 110 亩河

滩地等，成立卓扎滩生态文化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开展生态采摘、民俗体验等。威远镇党组织适时

引领，成立卓扎滩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村民参股投入

资金。

颜章东介绍，截至去年底，景区门票收入累计达

3573 万元，村民年人均收入提高到了 2.1 万元。

“我在景区摆摊出租土族服饰、拍照，一年纯收

入 2 万元。”曾经的建档立卡贫困户马世禄摘了贫困

帽，日子越过越好。乡村旅游让村里近 1/3 的劳动

力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我们打算以卓扎滩为核心，带动周边 4个村，用 3
年时间建成田园综合体，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增加

村民收入。”威远镇党委书记费海章信心满满。

互助县探索“景区+合作社+农户”模式，支持休

闲观光农业等项目。“乡村旅游已成为农村发展、农

业转型、农民致富的重要渠道，成为互助县新的经济

增长点。”互助县县长王国栋说。

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省

共创建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 8 个、示范

点 15 家，有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名村 10 个，培育

乡村旅游点 2325 个。去年，青海省乡村旅游收入达

到 31.2 亿元，带动 10 万人就业，成为高原大地乡村

振兴的重要引擎。

旅游红红火火 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王 梅

不久前，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开展捐资助绿

活动，以持续巩固绿化成果、优化黄河流域生态环

境。领导干部带头捐款，全县党员、各界人士共捐款

186 万多元。

黄河流经化隆的长度达 168 公里，水域面积较

广。化隆县委组织部部长韩明福说：“化隆将抓好黄

河流域生态治理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有力有效开展

沿黄治理各项工作，确保了黄河水质达标。”

近年来，青海统筹长江、黄河、青海湖等重点流

域水生态修复和治理，完成湟水流域排污口监测溯

源和黄河干流排污口人工排查，开展黄河流域“清

废”行动，取得明显成效。

在青海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生态之窗”远程

视频观测系统的大屏幕上，各个排污口的实时排放

数据一目了然。全省水生态环境保护深入推进，水

质明显变好，2021 年青海河流国家考核断面水质优

良比例达到 100%，长江、黄河、澜沧江三大江河出省

境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Ⅱ类及以上，湟水河出

省境断面水质达到Ⅲ类。

三江源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也是

亚洲孕育大江大河最多、最集中的地区。青海省水

利厅发布的水资源公报显示，2021 年青海省大中型

水库和湖泊蓄水总体稳定，水资源利用效率进一

步提升，每年向下游输送 900 多亿立方米源头

活水，水生态持续向好。

青海省大力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成效

显著。去年，全省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比例为 95.6%。植绿江源，全省森

林 覆 盖 率 提 高 至 7.5% ，草 地 综 合

植 被 覆 盖 度 增 加 到 57.8% 。 湿

地 面 积 达 814.36 万 公 顷 ，稳

居全国首位。

呵护三江源头 水质持续向好
本报记者 王 梅

图①：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风力

发电机蔚然壮观。

新华社记者 张 龙摄

图②：青海圣源地毯集团有限公司

生产车间内，工人在制作藏毯。

新华社记者 张 龙摄

图③：玉树藏族自治州文化活动中，

藏族群众载歌载舞。

本报记者 姜 峰摄

图④：夏日的三江源，水草丰茂，风

光壮美。 新华社记者 骆晓飞摄

③③

②②

①①

④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