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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我州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州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开幕
本报讯（记者 索南江措 通讯员 李勇）年终将至，各

项工作都进入了收尾阶段。今年以来，海西州坚持稳字

当头、稳中求进，全面贯彻落实全国全省稳住经济大盘电

视电话会议精神，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

筹发展与安全，抓项目投资、市场主体培育、要素保障、产

销对接、调度服务，全力以赴推动经济稳步增长。

经济运行稳步增长。持续推进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加大农牧业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农牧业增效。种植

各类农作物111.73万亩、增长13.87%，农作物产量再创

新高。统筹疫情防控和农畜产品流通保供，牛羊出栏分

别增长23.67%、20.37%，超额完成省定出栏任务。引导

“园区+龙头企业+农牧户”“龙头企业+合作社+农牧户”

等模式发展，复制推广“梅陇模式”，发展良种繁育、农资

供应、检验检测等农业新业态，引导小农户参与到现代农

牧业发展中，千方百计增加农牧民收入。抓住大宗商品

价格高位运行的有利机遇，健全工业运行服务调度体系，

做好要素保障，帮助工业企业开足马力稳产满产，充分发

挥工业经济“压舱石”作用。全面落实服务业要素供应、

财政税费、融资担保等政策措施，帮助困难行业恢复发

展。1至11月，全州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29.1

亿元，完成年度预算的160.5%，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

长87.1%、按自然口径计算增长79.1%。规上工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13.3%，较上年同期增速提高9.7个百分点。

全州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8.4%，增速较上年同期提高

45.8个百分点，分别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13.1、26.2

个百分点。

项目建设有序推进。扎实推动“项目攻坚年”活动，

坚持精准服务、疏堵通淤双管齐下，做实做细做好项目建

设、当好企业服务的“店小二”。坚持州级领导包联项目

机制，坚持做好项目前期工作，坚持落实助企纾困政策，

围绕产业“四地”建设扎实推进重点项目建设。106项省级重大项目完成投资183

亿元，超省定目标增速13个百分点。国源化工二期年产4.5万吨氯酸盐等8个项

目建成试产，中信昆仑锂业年产2万吨碳酸锂等23个项目有序推进，顺利完成钾

肥增产100万吨目标任务。750万千瓦大基地项目、1095万千瓦市场化项目、375

万千瓦储能揭榜挂帅项目（同步建设电化学、压缩空气等储能）有序推进。鱼卡—

托素—海西750千伏输变电工程建成投用，昆仑750千伏变电站开工建设，丁字

口750千伏变电站列入国家电力规划。大柴旦红崖火星村等76个文旅项目加快

建设，重点景区配套设施不断完善。 （下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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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湖火星小镇入选
2022年国家旅游科技示范园区

本报讯（记者 索南江措）据文化和

旅游部网站消息，近日，由文化和旅游

部评选的2022年国家旅游科技示范

园区名单出炉，茫崖市“冷湖火星小

镇”成功入选，这也是青海省唯一入选

的园区。

冷湖火星小镇文化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是冷湖科创园区授权运营冷湖天

文观测基地相关服务、“月宫一号”特

殊环境生命保障技术应用于冷湖镇无

人区保障驻留人员生活服务项目、冷

湖探空火箭发射实验基地和航天员培

训中心项目、冷湖火星营地、冷湖实验

室、冷湖俄博梁雅丹的运营管理团队。

冷湖火星小镇依托当地丰富的产

业资源，系统建设中国创业精神博物

馆、石油精神纪念馆、地质博物馆、火

星研学旅行实践教育科研科普基地、

天文学生实习基地、拍摄基地、影视创

作基地、科幻文学创作基地等功能型

交流平台，打造产城人文融合发展的

现代化开放型特色小镇。

以入选2022年国家旅游科技示

范园区为契机，冷湖火星小镇将继续

充分发挥自己的产业优势，以科技为

核心、科普、科幻、科创为辐射，拓展旅

游产品、丰富旅游业态、优化旅游服

务、提升游客体验和满意度，成为名副

其实的国家旅游科技示范园区。

据了解，国家旅游科技示范园区

主要面向旅游业开展科技研发或应

用，以拓展旅游产品、丰富旅游业态、

优化旅游服务、提升游客体验和满意

度为目标，旅游和科技融合取得显著

成效并具有示范意义的独立管理区

域，包括但不限于科技园区、产业园

区、旅游景区、特色小镇等。申报示范

园区的单位，应具备多项基本条件，包

括有明确的建设和管理主体单位；主

业突出，特色鲜明，具有旅游和科技融

合发展的良好基础，在全国范围内具

有引领性和示范性；有持续的旅游科

技研发、应用投入和良好的发展潜力；

近3年内未发生重特大突发性数据泄

露、环境污染事件或安全、消防、卫生

等重大责任事故。

早在2017年8月，随着“冷湖火星

小镇计划”的启动，冷湖火星小镇进入

策划、规划和建设当中。今年，海西州

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冷湖科技创新产业

园区，持续推进“冷湖火星小镇”品牌

打造工作，通过招商引资、引智方式，

目前已引进十几家企业陆续参与到冷

湖火星小镇特色小镇的投资建设中。

本报讯（记者 索南江措 尕藏

玖太本 巴图那生）12月29日，海西蒙

古族藏族自治州第十五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三次会议在海西州会议中心

隆重开幕。

会议应到代表253人，实到代表

177人，符合法定人数。

上午9时整，大会在雄壮的国歌

声中开幕。

大会执行主席才让太、李元兴、

赵永寿、斯琴夫、赵秀丽、焦胜章、葛

海禄在主席台前排就座。才让太主

持大会。

李科加、熊义志、詹茂伟、李家

成、任亮、眭晓波等州领导在主席台

就座。

大会共有四项议程，一是宣读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第十五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关于

海西州出席青海省第十四届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初步候选人名单（草案）；

二是宣读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第

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主

席团关于补选州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候选人名单（草案）；三是宣读海西蒙

古族藏族自治州第十五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关于补选州
十五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候选人名单

（草案）；四是听取关于海西州出席青

海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

选人，补选州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州

十五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候选人情况

的说明。

本报记者 马春香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于12月23日至

24日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出席

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对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作出战略部

署，为新时代新征程做好“三农”工作指

明了前进方向，在我州广大干部群众中

引起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铆足

干劲，抓好以乡村振兴为重心的“三农”

各项工作，大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而努力奋斗。

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

的重要标志，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实现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时代课题。

德令哈市尕海镇村集体社会化服

务组织负责人鲍奎说：“我们用先进的

设备高效开展农业生产，把农业用一种

数字化的理念打造出来，实现标准化生

产，为周边的农民和种植企业做社会化

服务，更好地投入到乡村振兴当中。”

“党中央把‘三农’工作摆上重中

之重的战略位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

新征程‘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

了根本遵循。”都兰县农牧和乡村振

兴局局长李庭权说，在今后的工作

中，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与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

部署要求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一

系列重要论述结合起来，深刻理解把

握农业强国的重大意义和建设农业

强国的中国特色，深刻理解把握保障

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这

一头等大事，深刻理解把握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这一重要任务，紧密结合都

兰县实际，科学谋划和推进“三农”工

作，积极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

重点示范县和高原特色生态农牧业大

县，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地 。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产业振

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要落实产业

帮扶政策，做好“土特产”文章，依托农

业农村特色资源，向开发农业多种功

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要效益，向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要效益，强龙头、补链

条、兴业态、树品牌，推动乡村产业全链

条升级，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

能力。

“近年来，我们持续把发展乡村特

色产业作为乡村振兴根基抓紧抓实，积

极探索村集体经济‘链’式发展路径，进

一步补短板、强弱项。下一步，我们将

按照乡村振兴战略布局，大力开发农牧

业产业，倾力打造有机农畜产品输出

地，结合电子商务进农村，拓展农畜产

品生产、销售产业链；加大对农牧民和

致富带头人培训，

（下转二版）

本报讯（记者 郭曲太 通讯员 李

莎莎）12月28日，我省首个有机枸杞

交易中心在格尔木挂牌，对于进一步

展示推介青海“柴达木”有机枸杞特优

产品，彰显柴达木盆地得天独厚的生

态优势，进一步提升青海有机枸杞知

名度，推动有机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海西州枸杞产业发展的重

要基地，格尔木地域辽阔、光照充

足、冷凉干燥，耕地和草场无污染，

发展纯天然、高品质特色农牧业条

件得天独厚，出产的枸杞颗粒大、肉

质厚、色泽艳、味甘甜，其中盛产的

滋补“软黄金”黑枸杞，被誉为“花青

素之王”。目前，格尔木市枸杞种植

面积达到9.3万亩，已建成全省首个

国家级农产品（枸杞）质量安全示范

区、首个枸杞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

示范区，今年枸杞交易中心交易量

4600吨，交易额达到1.65亿元，枸杞

产业已成为全市农业增效、农牧民

增收和乡村振兴最具潜力的支柱产

业。

据悉，格尔木市有机枸杞交易中

心项目整体可容纳商户200家，交易

额10亿元，到2025年交易额有望达

到30亿元。项目整体规划四大中心，

拥有检测追溯中心、交易中心、共享加

工中心、集中仓储中心，将目前全球最

新的物联云仓区块链技术应用到交易

中心，构建线上线下，互联互通，智能

智慧，共享利他的物联云仓新生态。

今后，格尔木市将以“有机枸杞

交易中心”挂牌为契机，立足“三个最

大”省情定位，推动“四地”“五个示范

省”建设，以保护生态、绿色发展、产业

富民、和谐共生为目标，助推乡村振

兴，聚焦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

地、国际旅游生态目的地，擦亮、塑造

枸杞品牌形象和提升知名度，把枸杞

产业打造成格尔木绿色发展的生态产

业名片。同时，紧紧围绕格尔木全省

副中心城市建设，依托交通区位和资

源禀赋，立足枸杞地域、生态、资源、品

质、有机和文化等特色优势，着力走出

一条生态友好、绿色低碳、特色鲜明的

高质量发展之路。

我省首个有机枸杞交易中心挂牌

图为大会开幕现场。 记者 索南江措 摄

青海枸杞产业带动20万人增收致富
本报讯 12月28日，青海枸杞“柴

达木”品牌发布会在西宁举行。目前，

全省枸杞种植面积近4.66万公顷（70

万亩），其中有机枸杞基地面积1.33

万公顷（20万亩），年综合产值达到50

亿元左右，带动20万群众增收致富，

成为全国重要的枸杞种植区和有机枸

杞生产基地。

近年来，青海省先后出台了加快

有机枸杞发展的实施意见、促进枸杞

加工产业发展的意见等政策措施，编

制了《青海省枸杞产业发展规划

（2011-2020年）》《青海省“十四五”

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引领保障

枸杞产业快速健康发展。2021年，青

海省又出台了《青海省推进枸杞产业

高质量发展意见》，明确枸杞产业将以

保护生态、绿色发展、产业富民、和谐

共生为目标，以“四种经济形态”为路

径，以创新为推力，以质量为核心，以

品牌为关键，以科技为支撑，以有机为

方向，以文化为基础，构建产业双循环

新格局，推进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

青海“柴达木”枸杞生长于“世界

超净区”的柴达木盆地，因日照时间

长、昼夜温差大，气候干洁、雪水纯净，

且沙性土壤中富含硒、钾、氮等多种微

量元素，是“柴达木”枸杞的唯一产地。

会上，正式发布了千亩千年枸杞

林、《中国青海“柴达木”枸杞白皮书》、

青海枸杞“柴达木”品牌logo、“青海

省有机枸杞基地”认定结果。省林草

局向有机枸杞交易中心授牌，向海西

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林草局颁发“青海

省千亩千年野生枸杞林”暨五龙沟野

生枸杞种质资源保护地证牌，向曹福

亮院士团队授“曹福亮院士团队古枸

杞林资源保护和种质创新基地”证牌，

向都兰县林草局授“青海有机枸杞有

害生物监测防治技术推广站”证牌。

同时，省林草局分别与南京林业大学、

中国农科院、北京同仁堂健康有机产

业(海南)有限公司、金牛区荷花池中

药材专业市场签订合作框架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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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 商务部：五方面做好“两节”保供和消费促进
工作

● 交通运输部：2023年1月8日起取消乘客出行
测温要求

●5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年度发射次数再创
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