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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上接一版）2021年11月，中广核与

省政府签署了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在省委省政府的指导下，中广核新能源青

海分公司坚决落实协议内容，统筹推进清

洁能源业务发展。截至2022年底，中广

核在青新能源在运装机容量超120万千

瓦，其中光伏62万千瓦、风电52.95万千

瓦，槽式光热发电5万千瓦；年度可提供

清洁电力约23亿度，相当于节约105万

吨标准煤，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189

万吨。

透过中广核新能源在青海的布局发

展，让我们不禁感叹，为何短短十年的发

展，却能看到新能源行业在青海的另一幅

景象和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中广核新能源青海分公司相关负

责人看来，在当地政府产业政策和市场前

景的驱动下，新能源产业迎来重大发展机

遇。他表示：“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推进

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重大决策部署的

深入实施。‘十四五’期间，中广核新能源

将按照青海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进一

步加大在青投资和产业布局力度，并充分

发挥产业链链长优势，带动上下游产业链

落地青海，助力‘青海有青海造、青海有青

海用、青海造青海用’。”

多年来，依托丰富的能源资源优势，

新能源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中广核

新能源始终在探寻“变与不变”的坚守，

“变”的是新能源行业在创新中不断摸索

发展，“不变”的是企业主动扛起社会责任

的初心。

为助推清洁能源与乡村振兴融合发

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

统一。中广核新能源在国家能源局的部

署下，2014年在海南藏族自治州承接无

电地区电力建设任务，解决海南州贵南、

贵德两县1979户无电户计10929人的用

电问题。建设“金太阳”离网光伏项目，总

投资近5亿元，专为海北藏族自治州、海

南州、玉树藏族自治州无电区提供清洁能

源，切实解决当地群众生活用电难的问

题。同时，中广核新能源积极响应“联企

兴村”行动，先后与州德令哈市、天峻县、

乌兰县、都兰县的9个乡村建立企村结对

关系，累计捐助125万元用于支持村集体

经济发展。

中广核新能源自2009年进驻青海以

来，始终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发展理念，坚持“建设一个项目、改

善一片环境、富裕一方百姓、促进一方和

谐”，努力促进新能源建设与环境、生态和

谐相融，致力于让项目所在地的天更蓝、

水更清，累计在青植树超5万余株，多个

项目荣获市县级水土保持先进单位荣誉

称号。

站在新起点，启航新征程。高质量发

展是可持续发展、是实现绿色生态转型的

发展。相关负责人表示：“‘十四五’期间，

中广核新能源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

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

发展，不断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坚持‘发

展清洁能源、建设美丽中国’的企业使命，

计划在青新增投资超 500 亿元，建设

1000万千瓦清洁能源项目，让绿色切实

成为发展底色，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

更大的力量！”

（上接一版）人类是休戚与共的

命运共同体，面对共同挑战，只有和

衷共济、和合共生这一条出路，任何

艰难曲折都不能阻挡历史前进的车

轮。新征程上，我们要高举和平、发

展、合作、共赢旗帜，始终站在历史

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

一边，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践行全

人类共同价值，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体系改革和建设，坚持经济全球化

正确方向，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

便利化，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

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世界和平发

展增加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为我

国发展营造良好国际环境。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充满挑战的

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

只要我们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既通

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

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同世界上

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前进，就一定能

够不断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和

力量，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建

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

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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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
高地，促进人才区域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海西州作为欠发达地区，自然环境、发
展水平等条件在人才竞争中不占优势，一度面临“人才引不进、留不住”的发展“痼
疾”。近年来，海西州锚定全省产业“四地”建设主战场的战略定位，紧抓资源优势
和政策机遇，把人才作为致胜未来的重要“战略投资”，聚焦全州人才工作问题短
板，固本培元、扩容蓄能、创优提质，高标准实施人才发展“三大工程”，以人才蔚起
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奋力书写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海西实践。

政策优、环境好，则人才聚、事业

兴。近年来，海西州不断探索实施更

加灵活开放、务实有效的人才政策体

系，着力打破制约人才发展的体制机

制“枷锁”，努力让各类人才活力迸发。

2021年，面对新旧动能接续转换、

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经济社会发展

对人才的迫切需求，海西州紧贴“十四

五”发展规划，全省首个颁布实施促进

人才发展的地方性法规《海西蒙古族藏

族自治州人才工作促进条例》，优化固

有人才政策，对人才培养与开发、引进

与流动、评价与激励、服务与保障作出

了明确规定，标志着海西人才工作步入

法治化轨道，迈向新的台阶。

继中央和省委人才工作会议后，

海西州及时召开州委人才工作会议，

研究完善党管人才领导体制和工作机

制，州委书记亲自挂帅指挥，将29家

州直单位纳入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优

化机构职能和任务分工，真正把人才

工作扛起来、落下去。

为有效解决原有政策零、散、碎和

柔性不足等问题，海西州聚焦人才和用

人主体反映的重点难点问题，持续改革

攻坚，对现行人才政策进行梳理整合、

论证打磨、优化升级，构建起以《“柴达

木英才”计划实施方案》为统领，《柴达

木英才·高原名医》《柴达木英才·清洁

能源产业科技创新人才》《柴达木英才·

海西工匠》等重点领域9个子项目为支

撑，《格尔木市鼓励引进培养人才30条

措施》《德令哈市“巴音英才”引进和培

养计划》等7个地区的引才育才措施为

配套的“1+Ｎ”人才发展全链条政策体

系。同时，立足破“四唯”、立“新标”，综

合行业发展特点和人才成长规律，科学

设置人才评价周期，建立基本条件和个

性条件相结合的人才分类评价标准，

38名基层科技人才取得高一级职称，

200余名“土专家”“田秀才”享受人才

政策支持。

改革“一子落”，人才“满盘活”，一

个接一个的改革创新、一项接一项的爱

才举措，激活一池春水。近三年以来，

海西州累计引进高端创新创业人才

297名、团队26个、高层次专业技术人

才1000余名。实施海西州“四名”人才

库项目建设，在教育、卫生、文化领域和

企业创建名师、名医、名家、名匠工作室

87家，落实工作室支持经费1000万

元，带动培养本土人才达300多名。

水积而鱼聚，木茂而鸟集。吸引人

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靠的是良好的人

才发展环境。近年来，海西州紧紧围绕

“引进来、留得住”的目标，着力整合各类

资源优势，优化人才发展环境，不断增强

人才黏性。

实施人才住房安居工程，全州教育、

卫生、农牧等行业部门及各地区建成不同

规模的人才公寓641套，其中实现拎包入

住的121套。乌兰县探索实施“居住+服

务+交流”三位一体的人才公寓建设模式

已成为柔性引才的平台、信息发布的窗

口、交流对接的纽带、咨询服务的阵地。

“领到钥匙后，我进去看了一下，公寓

内干净整洁，家电齐全，生活设施一应俱

全，真正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前不

久，格尔木市郭勒木德镇新华村引进的肥

料制造工程师孟基林和他带领的生物技

术创新团队成员住进了格尔木市人才

公寓。

孟基林生物技术创新团队主要负责

村集体企业的现场管理和技术指导工作，

引进以来，团队成员带领新华村农民进车

间、下地头，通过技术培训、现场教学、实

践锻炼等方式因材施教、手把传授肥料制

造技术，带动培养了一批爱农业、懂技术

的乡村实用人才。为了让人才安居无忧，

格尔木市将生物技术创新团队认定为引

进创新创业团队，一次性给予15万元支

持经费，为团队成员提供了118平方米的

三居室住房。

除了提供“硬环境”，海西州还致力做

优“软服务”。严格落实领导干部联系服

务专家制度，加强与人才的沟通联系，时

刻关注关心专家人才健康问题，累计安排

1756名正、副高级专业技术人才进行健康

体检，组织77名高层次人才赴海南三亚

进行疗养。建立“人才动嘴、部门跑腿”的

服务机制，设立人才服务专线，每年开展

“我为人才办实事”活动，听取专家人才意

见300多条，解决人才住房诉求、就业创

业等问题200多条。推出集学习进修、职

称晋升、医疗保障、配偶安置、子女就学、

旅游休闲等系列服务为一体的“柴达木惠

才一卡通”，为人才提供全周期“服务套

餐”。

人才服务中心、人才联络工作站、精

品人才公寓等服务阵地建设正在加速推

进，一个个“关怀举动”和“暖心工程”逐步

敲开了各类人才扎根海西、筑梦海西的

心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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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是科技创新、产业转型升级的主

要承载者。为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

海西州坚持以产业链布局人才链，才尽其

用搭建干事创业广阔舞台，逐步形成人才

成就事业、事业造就人才的良性循环。

“据调查分析，柴达木盆地石炭系厚

度大、分布广，油气资源丰富，具备良好的

氦气富集条件，资源潜力巨大、前景广

阔。”不久前，中国地质力学研究所汪集旸

院士团队15人在柴达木盆地展开了古生

界油气资源调查，这是海西州依托柴达木

盆地古生界油气资源调查项目引进的第

二批院士人才团队。

缩影折射出海西州引贤育才、聚力赋

能的实效。近年来，海西州以丰富的自然

资源和特色产业项目为纽带，探索构建全

方位、大视野、立体化的引才引智新模式，

通过特聘专家、人才租赁、联合攻关等方

式在盐湖化工、清洁能源、生物医药、现代

农牧等领域引进了一批掌握行业核心技

术的高技能人才和研发团队，有效攻克了

养护卤水提离、碳中和研发、酶解法提取

牦牛和藏羊蛋白肽等多项技术难题。

2021年以来，在各类人才的技术推动下，

盐湖老卤制备无水氯化镁关键技术研究

及应用成为全省首个“揭榜挂帅”科技攻

关项目，首个“帅才科学家负责制”试点“2

万吨镁基修复材料生产示范项目”落户青

海西部镁业，高纯晶硅生产、电化学储能

等清洁能源项目规模持续扩大。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长效动能。

面对藏羊、牦牛、枸杞、藜麦、柴达木双峰

驼、藏红花、火焰蔘等乡村特色产业发展

人才力量弱、技术难题多、竞争力不强等

问题，海西州依托“智汇三江源·助力新青

海”人才项目洽谈会引进藜麦良种繁育体

系建设、高原枸杞现代育种、产品精深加

工等特色农牧业人才项目9个、专业技术

人才96名，深入产业一线开展盐碱地土

壤改良、病虫害防治、良种选育等高效种

养殖技术研究，有效助推“神奇柴达木”农

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目前，海西枸杞、

藜麦等农产品向多元化深加工产品转变，

枸杞果汁、藜麦饼干、牛肉干、骆驼奶等

500多种产品投入市场，柴达木枸杞入选

首批欧盟保护地理标志名单，品牌价值达

92.5亿元。

聚焦“人才发展平台不宽、优势不强”问题
实施事业聚才汇智工程

聚焦“凤凰引不进、孔雀又南飞”问题
实施人才服务专项联盟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