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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察尔汗盐湖之畔，整齐划一的盐

田碧波荡漾、水天一色，一艘艘5G采盐船

漂浮在盐田中正在进行采收作业。远处的

厂房机器轰鸣，一袋袋包装好的钾肥不断

被运出，谱写出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

司高质量发展的协奏乐章。

立于新时代、新起点、新征程上的盐湖

股份，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引

领，走出了一条工业经济向低碳、绿色、循

环方向转变的新路子，构建以资源综合开

发为核心的循环型产业体系，已形成年产

500 万吨氯化钾、3 万吨碳酸锂等产能

规模。

一步一个脚印，2021年，是盐湖历史

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盐湖股份强势

回归A股市场，浴火重生。盐湖股份2021

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07.99亿元，同

比减少32.58%；净利润37.15亿元，同比增

长75.41%，其中，第三季度净利润16亿

元，同比增长117.56%。

重新归来的盐湖股份，积极构建新发

展格局，用实际行动奋楫前行之路。

——蓝科锂业年产2万吨电池级碳酸

锂项目计划完成投资。

——三元公司600万吨/年工业氯化

钠项目超额完成投资。

——矿山石灰岩矿复绿（环境恢复治

理）工程，严格落实项目实施计划，提前完

成项目建设任务。

同时，蓝科锂业太阳能热水工程

（BOT）、“智能盐湖”项目、盐湖资源开发

中试基地项目等项目竭力推进建设中。

盐湖资源是柴达木最宝贵、最具优势

的资源，盐湖产业是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

区的核心产业，是柴达木未来经济发展的

支撑和希望所在。

“十四五”时期是青海迈向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阶段，青海盐湖产业将充分用好国

家和省级支持政策，切实加强顶层设计，优

化空间布局，强化科技攻关，延伸产业链

条，培育核心企业，壮大支柱产业，稳住

“钾、锂”根基，挖掘“镁、钠”潜力，提升“稀

散元素”价值，走出一条质量更高、效益更

好、结构更优、优势特色更明显的发展

之路。

2022年，盐湖股份将积极探索“资源+

资本+科技+市场”的管控模式，构建高端

高能高附加值产业体系，通过钾、锂主业整

合、延伸，金融、贸易、旅游等产业投资实现

多点支撑，为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奠

定基础。

在迈入“十四五”开局的新征

程，青海盐湖工业立足新发展阶

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

格局中共享发展机遇。把发展循

环经济作为发挥优势、发展经济

和保护生态的契合点，大力实施

科技创新发展战略，加快推动盐

湖资源开发企业转变发展方式，

促进盐湖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基

本形成以大型钾肥为主导，钠盐、

镁盐、锂盐为辅助的循环经济产

业体系。

新发展阶段解锁盐湖发展新

目标。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青海代表团审

议时强调，要结合青海优势和资

源，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

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总

书记的谆谆嘱托让盐湖人为之振

奋，也为青海盐湖工业在新时代

发展指明了方向，树立了目标。

盐湖资源优势十分突出，加快

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对于推

动青海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把资

源生态优势转化为绿色循环低碳

发展的经济优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服务国

家新能源新材料产业等方面意义重大。

新发展理念引领盐湖高质量发展。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青

海盐湖工业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必经

之路。盐湖股份作为引领我省循环经济发展

的企业之一，在产业上抓住主业，培育新业，从

一滴卤水回归到一滴卤水，盐湖人不断探索、

研究和创新，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盐湖资

源综合开发利用的循环经济模式，建成了技

术先进、产品多样、规模化的镁锂钾盐绿色循

环利用产业基地，为打造绿色循环低碳新体

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发展格局铸就盐湖发展新引擎。科技

创新是产业发展的源动力，盐湖股份始终坚

持科技至上，以源源不断的科技活水为企业

注入不竭的发展动力。盐湖股份积极对接国

内外研究机构，在国内发达地区、创新集聚地

区组建若干个重点实验室，开展产业前沿和

关键技术的攻关，在已建成的科技研发中试

基地内部实施一批中试项目，延伸产业链条，

开发高附加值产品，加快盐湖产业与新能源、

新材料、煤化工的融合发展，打牢建设世界级

盐湖产业基地的基础。

未来，青海盐湖工业将在高质量发展的

正确航道上乘风破浪、行稳致远，在自身不断

创造新的更大奇迹的同时，谱写未来百年盐

湖发展的新篇章。

青海日报记者 王菲菲

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

青海有着中国“聚宝盆”之称的柴达木盆地，

在其心脏位置的察尔汗盐湖，屹立着我国最大的

钾肥生产基地。

从一滴卤水到盐湖循环发展，青海盐湖产业

用科技创新驱动盐湖资源综合开发，逐步搭建起

从单一钾肥开发到盐湖化工、能源化工、有色金

属、新能源、新材料等多产业耦合发展的循环产

业模式。

从盐湖巨舰到打造盐湖产业“航母”，盐湖人

始终坚持“扎根盐湖、默默无闻”的奉献精神，彰

显着“坚定信念、创新求实”的本色，显现着蓬勃

的生机和旺盛的活力。

从百年盐湖到打造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青

海依托盐湖资源，形成了钾、钠、镁、锂资源综合

利用产业链，一批批大项目、好项目在戈壁大地

的绿色盐田落地生根，在新征程上实现新的发展

与腾飞。

站在“十四五”开局的新起点，青海盐湖工业

乘势而上，向着“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

奋斗目标阔步挺进！

技术创新是盐湖钾肥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支撑。

“从零起步到现有的智能化控制程度，

车间每一小步走得都非常艰辛，每一项都

是反复地试，试了改，边试边改，改了再试，

经常性的36小时、72小时、168小时单点、

各点联动试，现在虽然外操和主操的操控

难度增加了，但大家变被动为主动，整合生

产大数据，通过生产大管控，保证生产的连

续和稳定，同时也让各工艺点主要数据‘开

口说话’，现在依托数字化工厂管理方式主

操、外操可以通过一部小小的手机连接生

产大数据，随时随地掌握生产情况和工艺

数据。”元通加工车间副主任唐永全说。

近几年，青海盐湖工业依托创新驱动，

以改革创新推动“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

深推进”，盐湖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推进循

环经济发展，盐湖人则以新风貌、新气象，

奋力推动盐湖巨舰行稳致远。

如今，盐湖股份在转型升级、创新引领

中，充分发挥员工自身的积极性，助推企业

内生动力。三元机电仪车间副主任陆逞赢

告诉我们：“我们将网络技术、车间自动化、

电器、焊工、设备等专业人员组合在一起专

门做技改、创新，打造了一支有理想、有技

术的专项攻坚团队。去年，科技创新完成

3项专利技术交底书上报股份公司知识产

权中心，获得三元公司7项专利授权。公

司QC小组攻关活动，上报QC小组活动成

果5项，其中1项获得青海省QC活动优秀

成果一等奖。”

携创新发展乘风破浪,展盐湖宏图前

程辉煌。“十四五”已拉开了序幕，盐湖股份

已然跨入高质量发展行列，在“加快建设世

界级盐湖产业基地”的新征程上，青海盐湖

工业正蓄势扬帆，逐浪前行。

从“循环发展”向“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转变，青海盐湖产业正逐步构建出具有青

海特色、产业特色的绿色低碳循环经济发

展格局。

伴随着绿色低碳循环经济的步履前

行，盐湖股份坚定不移地走好循环经济之

路，推动盐湖资源形成“资源-产品-再生

资源”的循环利用模式。

钾——盐湖资源低品位固体钾矿溶解

转化、反浮选冷结晶、尾矿溶解转化热溶结

晶等领先国际的技术，察尔汗钾肥规模由

100万吨服务30年提升到500万吨服务

50年；氯化钾品位由80%－90%提升至

95%－98%，选矿回收率由不足40%提升

至60%以上，资源利用率由27%提升至

75%。

锂——突破高镁锂比卤水提锂这一世

界性难题，“高镁锂比盐湖卤水吸附—膜分

离耦合提锂技术的开发及产业化”达到国

际领先水平；卤水直接电解技术制取高纯

氢氧化锂，纯度达到99.96%。

在循环发展的浪潮中，盐湖人始终把

生态保护做为生产经营、项目建设及试车

试生产的前提，在摸索中形成了高原盐漠

地区生态生产生活融合发展模式，形成了

盐湖4R1E生态绿色循环经济模型，使过

去“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盐块跑”

的盐漠地，变成如今的“水草茂密、鱼类聚

集、鸟类成群、蓝天白云碧水”共存的生态

大盐湖，创造了新的盐湖生态和生物多样

性，提升了盐湖自然风光和工业旅游价值，

实现生态生产生活的良性循环。

一路走来，盐湖股份借创新激发循环

发展的“活水”，秉承“以钾为主、综合利用、

循环经济、持续发展”理念，相继实施了盐

湖循环经济项目，建成了钾盐、镁盐、锂盐、

钠盐、氯碱五大产业集群，实现从单一的钾

肥向化肥产业、无机到有机、化工到精细化

工、石油化工、天然气化工、煤炭化工等多

重跨越，形成“与光伏光热风电新能源融合

发展、与天然气、煤炭碳一化工耦合发展”

的循环经济模式。

起点—— 一滴卤水折射发展“新光芒”

循环—— 百年盐湖泛起缕缕“新潮音”

创新——盐湖巨舰迈向发展“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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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湖，扬帆起航正当时

（上接一版）坚持分类管控，有序

推进土壤污染防治行动。印发了《海

西州2021年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计划》

《海西州2021年土壤、地下水防治和农

村环境保护工作要点的通知》等文

件。对全州土壤环境重点监管企业名

单进行了动态更新，共确定土壤环境

重点监管企业30家；建立7块疑似污

染地块，3块污染地块；制定了《海西州

建设用地污染地块开发利用负面清单

的通知》，督促全州30家土壤重点监管

企业完成土壤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对

地下水环境监测井建设情况开展摸底

调查，共排查出217口地下水环境监测

井；对全州4家重点行业企业14个地下

水监测井进行了现场检查；加快推进涉

镉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排查整治工

作，对6家涉镉重金属污染重点关注区

整治销号情况进行现场复核确认。

生态安全屏障不断筑牢

扎实开展国土绿化提升行动，全

州共完成营造林任务1.17万公顷，为

计划任务的 183%；完成村庄绿化

26.16公顷，完成校园绿化5.87公顷，

科学实施祁连山生态综合治理等重点

生态工程等，使全州绿化总量大幅增

加、绿化质量不断提升。持续推进草

原生态保护修复，完成草原生态修复

1.62万公顷，为计划任务的113%，草

原生态功能稳步推升；稳步提升湿地

修复质量，已建成国家湿地公园4处，

省级湿地公园1处，湿地面积保持在

380万公顷，湿地保护率达37.76%，湿

地面积与湿地保护率逐年提高。

认真开展绿色矿山建设，全州已

建成绿色矿山83家。通过绿色矿山建

设工作，我州矿山企业矿容矿貌焕然

一新，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矿产资

源综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污染物排

放量有效减少，企业信誉度得以提升，

矿山企业合作领域进一步扩大。

不断强化环境执法监管，持续实

施长江黄河全面禁捕和封湖育鱼、生

态安全综合检查、祁连山国家公园海

西片区春季执法检查、“绿盾2021”自

然保护地专项检查，全面开展“双随机

一公开”、交叉执法检查、放射源及射

线装置检查等。年初至今，全州累计

出动环境执法人员3522人次，检查工

业企业1560家，立案查处32家，处罚

金额约为670.25万元。严格落实企业

环境信用评价和环境违法排污黑名单

制度，对16家企业进行了环境信用评

价，其中，黄牌2家，蓝牌14家。

环境管理服务持续优化

制定了《海西州“三线一单”生态环

境分区管控实施方案》，严格落实“三线

一单”工作要求，2021年审批的156个

建设项目均开展了“三线一单”符合性分

析论证。同时积极开展建设项目行政许

可信用公示，完成156个环境影响评价

项目审批信息公示公开。持续开展

2021年度环评与排污许可监管工作，对

各地区2020年审批的21个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文件进行复核，对存在问题

的6家环评文件编制单位以及8名编制

人员进行了通报批评和失信记分。对环

评落实不到位的企业进行行政处罚。助

力绿色能源企业发展，完成33个能源项

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工作。

全面推进全州农牧区环境综合整

治村庄全覆盖，拆除残垣断壁、乱搭乱

建30处，整治非正规垃圾堆放点120

处，清理农牧区生活垃圾5.7万吨、清

理畜禽养殖粪污等农业生产废弃物1.2

万吨、清理村庄沟渠1069.6公里、清理

村庄水塘109口。相继完成格尔木、德

令哈国家级垃圾无害化等级评定，茫

崖、乌兰、都兰、天峻、大柴旦省级垃圾

无害化等级评定。

逐步推进农村污水治理，2021年

实施了德令哈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

目，对全州7个地区56个村庄进行生活

垃圾收集转运设施等设备采购，用于替

换老旧损毁设备，目前已完成全州48个

村生活垃圾转运收集设施配备工作。

同时，谋划申报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

2个，拟申请中央专项资金1.8亿元。全

力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全州已建设农村

户厕36011座，卫生户厕普及率达85%

以上。继续推进实施德令哈市、都兰县

新改建户厕任务670座。

绿色循环发展成果显著

紧紧围绕循环经济建设，以加快

推进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建设为

抓手，探索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之路，实

现了盐湖资源高效综合开发，盐湖产

业链条不断延伸，构建了硝酸钾、金属

镁、金属锂、碳酸锂、氯化锂、高纯氢氧

化镁及镁砂、高纯氯化锂配套精硼酸

等系列化、高附加值产品体系，实现盐

湖产业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夯实

盐湖资源开发产业绿色发展的基础。

大力推进能源项目建设，全年建

成并网新能源项目15个，装机89万千

瓦，新能源并网装机总规模达到

1159.3万千瓦，新能源占总电力装机

的92.4%。快速推进大基地项目建设，

全州共1150万千瓦规模的12个市场

化项目全部顺利开工，清洁能源产业

高地初具规模。

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

围绕“增量、提质、融合、扩输”目标，深

入挖掘海西州农牧业优势，持续做大

做强牦牛、藏羊、枸杞、藜麦、饲草料等

优势产业，初步建立了绿色有机农畜

产品基地建设工作机制、政策保障和

创建体系。

丰富生态旅游产品供给，围绕国

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差异化推进

各具特色的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

设，德令哈市以城市文化地标和国内

外大中型体育赛事为核心、格尔木市

以昆仑文化为核心、茫崖市以天文科

技科普为核心、都兰县以历史文化为

核心、乌兰县以茶卡盐湖景城一体旅

游带为核心、天峻县以生态摄影和国

家公园科考为核心、大柴旦以雅丹公

园为核心旅游品牌，全力打造核心吸

引物，实现单一观光游向生态旅游目

的地体验游的转变。

回望来时路，启航新征程。我州

将继续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

深入践行“两山”理念，统筹山水林田

湖草沙冰系统治理，积极推进碳达峰、

碳中和工作和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

化，让优美的生态环境赋能柴达木绿

色循环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