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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上虞：35千伏
中压直挂式储能电站
并网投运进入倒计时

位于浙江省绍兴市上

虞区的35千伏中压直挂

式储能项目日前展开相关

试验检测，并网投运进入

倒计时。35千伏中压直

挂式储能电站建成后，将

有效提升新能源消纳能

力，有助于调峰填谷、平滑

负荷曲线，使电网灵活调

节能力显著提升。

图为3月24日拍摄的

35千伏中压直挂式储能

电站。

史家民摄

■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永超

从约古宗列盆地中的涓
滴汇聚到河曲草原上的蜿蜒
娇柔，再到深山高峡间的湍急
奔流，黄河千姿百态，但依旧
安澜。黄河在这里出发，又将
在这里离别，青海与黄河的故
事，终究不会完结。

海东市是滔滔黄河流出
大美青海的最后一站，因位于
青海湖之东而得名。这里四
面环山、河谷幽深，是黄河上
游重要的功能生态区。

为确保“一江清水向东
流”，海东市主动承担“干流担
当”，实施黄河流域生态治理
与保护系列工程，大力发展特
色生态产业，打造河湟文化新
高地，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
成效，带来一城山水满眼绿。

植树增绿

打造绿色生态屏障

草木蔓发，春山可望。3
月的黄河两岸，一派繁忙，挥
锹铲土、扶苗填坑、围堰浇水，
海东市全民义务植树“大会
战”热潮迭起。

这场连续五载、动员二百
余万人的“绿色征战”，是海东
人对这里曾经“山上不长草，
风吹石头跑”恶劣生态环境的
深刻反思和行动自觉。

高寒干旱、土壤贫瘠、植
被稀疏、自然灾害频发，曾是
沉在海东人心底的伤痛。痛
定思痛，在一座座拒绝任何植
物扎根的乱石荒山上能干什
么？答案是，只有植树造林才
能彻底改变生态环境。

于是，2017 年海东市便
开启了浩浩荡荡的造林绿化

“大会战”。“种下一棵树，就
是种下一个誓言。在来年，换
一个绿水青山的人间。”这成
为了海东人的绿色信念，延续
至今。

如今的海东市植绿种绿，
成果斐然。据了解，海东市近
年来累计投入25.8亿元实施

“三绿”建设、湟水流域规模化
林场、三北防护林建设等造林
工程；累计投入2.8亿元实施
湟水河十大绿化工程，投入7
亿元实施南北山绿化14.8万
亩，投入1.33亿元实施机场周
边绿化3.33万亩；完成国土绿
化376.04万亩，造林面积居青
海省之首，全市绿化总人次、
数量、面积均相当于过去30
年的总和。

海东市不仅注重植树增
绿，还大力实施沿黄治理，确
保一河清水向东流。

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波
浪滩水上乐园曾经是海东市
最大的违建项目，严重侵占黄
河河道，影响黄河行洪安全。
现在，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按照

“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抓好
大治理”要求，采取工程性治
理和突击性整治相结合的措
施，不断加大对黄河流域精准
治理力度，启动河道恢复治理
行动，将水上旅游设施全部拆
除，将沿线3.2公里范围内的
河道拓宽了90米。

同时，循化撒拉族自治县
强力整治沿黄污染和非法采
砂、乱占乱建等河道“四乱”突
出问题。取缔在黄河河道中
违规网箱养殖的企业2家、沿
黄农家院16家和沿黄污水直
排单位18家；先后关停了黄
河及其干流采砂场24家、黏
土砖瓦厂11家；拆除黄河南

看台海事码头，波浪滩、清水
湾等地的侵占河道建筑，扩宽
行洪通道4.63公里，集中清运
各类垃圾300万立方米。

在海东市，沿黄治理的突
出案例还有很多。海东市生
态保护和治理取得显著成效
的背后是对生态底线的严格
坚守，构建了具有海东特色的
现代环境治理体系。

“近年来，海东市相继出
台了《海东市市级国家机关部
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
《海东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
度实施方案》《海东市机动车
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污染
防治办法》等系列制度措施，
加大生态环境执法监管力度，
打击违法违规排污企业，扎实
开展‘绿盾’自然保护区专项
行动，深化黄河流域入河排污
口排查和守护母亲河专项行
动，坚决守好生态环境质量底
线。”海东市生态环境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

低碳发展

吹响绿色崛起新号角

乐都长辣椒、互助八眉
猪、民和马铃薯等国家地理标
志农产品，让海东市的特色农
业发展优势更加凸显。

农田残膜回收率达89%
以上、农作物秸秆利用率达
95% 以 上、畜 禽 废 弃 物 资
源 化 利 用 率 高 达 79% ，让
海东市生态农业发展更有绿
色底气。

近年来，海东市将生态绿
色农业发展放到优先地位，厚
植青藏高原天然纯净、无污染
的水、土、空气等环境资源优
势，扎实开展转方式、调结

构、强产业、育品牌、抓示范
等工作，打造青稞酒产业振兴
发展、拉面产业提质发展、青
绣产业创新发展、富硒产业健
康发展“四大品牌”，绿色生
态农业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值得关注的是，作为兰西
城市群建设的重要节点城市，
近年来海东市大力发展先进
制造业，培育发展以信息技
术、商贸物流、文化旅游为主
的新经济，努力构建高端化、
集约化、创新型现代产业体
系，新海东建设迸发出无限发
展潜力和活力。

2021年11月27日，青海
“零碳产业园”签约暨园区绿
电工程开工仪式在海东市举
行。自此，青海省首个“零碳
产业园”绿电工程启动建设，
引起广泛关注。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
人大代表张雷提交了《让“零
碳产业园”成为绿色工业革命
的重要载体，推动区域平衡发
展和共同富裕》的建议。他指
出，在西部地区打造“零碳产
业园”，培育绿色新工业体系，
可解决新能源生产与消纳的
错位问题，促进区域平衡发展
和共同富裕。

如今，绿色低碳已经成为
海东市产业发展的最美底
色。据了解，海东市近年来不
断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积
极引导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发
展节能环保、先进装备制造等
高端产业，大力推动国家清洁
能源示范区建设，有序发展光
伏、风电，在有条件的地区推
动分布式光伏发电及分散式
风力发电项目发展，同时加快
清洁能源替代，全面构建清洁
低碳的能源生产及消费体系，

不断强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积极稳妥去产能，稳步加大压
减燃煤工作力度。

文旅融合

塑造河湟文化特色品牌

当黄河向东奔流，即将再
次离开青海时，却与湟水不期
而遇，于是造就了一条璀璨耀
眼的河湟文化艺术长廊，柳湾
彩陶、古堡边墙、青稞酒乡、土
族纳顿、撒拉尔“口弦”等多姿
多彩民俗文化汇聚于此。

河湟文化是黄河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海东地区更是
河湟文化的主要发祥地、核心
区和承载区。

近年来，海东市抢抓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兰西城市群等国家战略机遇，
厚植极地门户、青藏首站、河
湟文化、高原彩篮等开放型经
济新优势，唱响“彩陶故里、拉
面之乡、青绣之源、醉美海东”
四张名片，全力推动城市崛起
和乡村振兴，以产业聚集商
气、以城市聚集人气、以教育
聚集才气，向建设富裕文明和
谐美丽的新海东迈出了坚实
步伐。

不仅如此，海东市积极融
入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
全力创建国家级河湟文化生
态保护实验区，编制完成《河
湟文化（海东）生态保护区规
划纲要》，颁布实施《海东市
河湟文化保护条例》，平安
驿·河湟民俗文化体验地、喇
家考古遗址公园、撒拉尔故里
民俗文化园、七里寺花海景区
成功创建4A级景区，柳湾彩
陶、瞿昙寺等景区内涵品质全
面提升。

海东市还圆满承办了青
海省第七届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运动会，成为全省历史上参
赛人数最多、规模最大、层次
最高的体育盛会，实现了让省
委省政府满意、参赛运动员满
意、全市人民满意，显现出了

“办好一个会、提升一座城”的
综合效应。

此外，随着一批美丽乡村
休闲旅游精品线路的建成，一
批星级酒店和商贸综合体落
地，海东市服务业态日趋丰富
完善，商业集聚效应明显增
强，消费活力得到有效激发，
获得“中国文旅融合示范城
市”殊荣，“彩陶故里·拉面之
乡·青绣之源·醉美海东”影响
力也在持续扩大。

一座山水田园、生态绿
色、宜业宜居、创新活力、城乡
统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海东
新城正阔步前行。

青海省海东市青海省海东市：：
守好生态底线守好生态底线厚植开放型经济新优势厚植开放型经济新优势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