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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能源汽车制造商为重新定义汽车所作

努力似乎永无止境”“中国电动汽车产业呈爆炸式

增长”……近期举办的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上，新

能源成“顶流”，智能化成“标配”，不断刷新外媒对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认知。

从无到有、由弱变强，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茁

壮成长，是资源、政策、战略规划等诸多发展要素优化

配置的成功案例，是中国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新发展理念的必然结果，是中国经济从“快不快”

到“好不好”、实现“质”“量”并重的高质量发展的一个

生动缩影。中国新能源产业的真本事，是在开放竞争

中练就的，同时也为世界经济发展和绿色转型作出了

突出贡献。透过中国新能源产业的成长，人们能够更

好地感知中国先进产能快速发展的必然性，进而理解

中国继续坚持走高质量发展道路的必要性。

中国推动高质量发展遵循的是新发展理念，绿色

可持续发展是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应有之义。绿色转

型是当今世界的发展潮流，不少国家都通过推动各个

领域、各个行业的绿色低碳转型创新，努力实现气候行

动目标，积极抢占低碳、零碳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制

高点。高质量发展是绿色成为普遍形态的发展，是中

国突破资源环境瓶颈制约、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

发展的必然选择，是中国解决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的

关键之策。现在全球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近一半在中

国，全球新能源汽车一半以上行驶在中国、新能源汽车

保有量已超过2000万辆，全球四分之一的新增绿化面

积来自中国。中国正在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交

通、绿色生活等领域形成规模庞大的发展增量，孕育的

投资和消费市场据测算每年将达到十万亿元级。

新发展阶段，科技创新日益成为驱动中国经济发

展的第一动力。突破关键技术，在一个细分行业取得

竞争优势，进而盘活整个产业，最终对整个经济高质量

发展形成积极带动，实现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推动中

国经济从外延式扩张上升为内涵式发展以及形成全

球竞争比较优势，中国新能源产业为此提供了有力注

脚。当前，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期，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全球经济结构正在重

塑。中国高度重视创新，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

核心位置。C919大飞机实现商飞，国产大型邮轮投入

运营，神舟家族太空接力，“奋斗者”号极限深潜，国产

新手机成为爆款，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扬帆

出海……今日中国，科技日新月异，创新层出不穷，为

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力。

中国推动高质量发展是适应新发展阶段的现实选择，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

发展的必然要求。历史上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十几个国家和地区，都经

历了高速增长后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高。随着中国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出现变

化，劳动力成本逐步上升，过去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已经难以持续，中国经济转向

高质量发展势在必行。只有不断创新、以质取胜，突破和超越传统发展模式的积

弊和短板，加速新旧动能转换，才能支撑长期持续健康发展，在不稳定不确定的

世界中谋求发展、把握主动。

当下，美西方炒作所谓的“中国产能过剩问题”，矛头直指中国具有全球比较

优势的新能源产业，其实质是通过歪曲抹黑中国高质量发展道路，阻遏中国在全

球产业链价值链的跃升路径。理解了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逻辑，就会明白，中

国断然不会被这一话术所“忽悠”。

中国用实际行动已经表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始终坚定不移走好自己的路，

心无旁骛做好自己的事，坚定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中国

经济行稳致远，必将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从“经济通道”到“通道经济”
——高质量发展区域调研行·海西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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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玉娇 祁晓芳

夕阳西下，109国道旁的上滩东村

国道旅游服务区逐渐热闹起来，宽阔的

停车场里不时有大货车驶入，高压水枪

喷在车身上洗去一路的灰尘，不远处的

汽修店内响起敲击声，大车司机走进汇

聚全国各地特色美食的餐馆饱餐一顿。

上滩东村国道旅游服务区位于都

兰县，都兰自古以来便是“唐蕃古道”丝

绸之路南线重镇，也是青藏线上的重要

交通枢纽。

一路通百业兴。2021年以来，都兰

县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和交通辐射带动

作用，不断推动“服务区+”模式的“路衍

经济”发展，形成“一业带动、多业支撑、

联动发力”的多元路衍产业体系，为海

西州实施乡村振兴试点村工作提供了

可复制、可推广、可借鉴的经验和样板。

“一业带动”

打造乡村振兴新引擎

从都兰县城出发，沿着109国道向西

行驶100多公里，到达巴隆乡109国道物

流经济服务区。整个服务区干净整洁，道

路一侧是一排黄色三层小楼，各类商铺云

集，楼前的空地上停放着不少车辆。

巴隆乡党委秘书许忠琳告诉记者，

服务区紧邻京藏高速伊克高里出口，茶

格高速穿境而过，日均过车辆7000多

辆，是车辆进疆入藏的重要服务补给

区。“服务区未统一建设前，109国道街

区临街铺面房基本上是周边农牧民和

个体工商户自己建设的砖木平房和临

时彩钢房，高矮不一形象差，商品摆放

随意，经营环境凌乱。”许忠琳说。

从曾经的脏乱差到现在的整洁有

序，服务区的建设运行让这里“大变

身”。

2021年，巴隆乡整合托托村、三合

村、清泉村、雅日哈图村各项资金共计

4322.06万元，投资建设巴隆乡109国道

物流经济服务区一期，项目总用地面积

2.4万平方米，共建设商铺27套、3家宾

馆，修建小型车停车位67个、大车停车

位47个。

走进服务区内的红源综合商店，货

架上各类商品齐全，零食饮料、日用百

货、生鲜蔬菜以及常用的汽车修理小零

件应有尽有，停车补给的司机进出不

断，老板芦红山忙碌不停。

芦红山是巴隆乡雅日哈图村党支

部书记。2015年，该村57户人家搬迁

到巴隆乡109国道旁，依靠国道优势，积

极参与道路经济发展。“雅日哈图村在

服务区有8套商铺和1套宾馆，2023年

4月向外出租，年底租金收益43万元。

服务区优先考虑将商铺出租给村里人，

把本地的能人留下来，把外面的能人引

进来，不断优化服务区商铺、饭店售卖

种类，提升服务质量。”芦红山介绍。

在服务区西侧，一间玻璃门上标注

“共享厨房、临时休息、免费洗浴、共享

洗衣房”字样的铺面格外醒目，这里是

都兰县高标准建成的首个“司机之

家”。临近中午，司机之家的共享厨房

里飘出饭菜香味。

打开司机之家的留言簿，“司机之

家为司机，服务好、很方便！”“一个很温

暖舒适的地方，像家一样！”“能吃口热

饭，喝口热水，洗个热水澡，真好！”一句

句朴实的留言充满感激之情。“司机之

家还开展货车司机免费健康体检、送温

暖礼包等活动，除了改善大车司机的工

作环境外，也吸引了更多司机停留消

费。”司机之家负责人乌云白力阁说。

不断丰富“服务”功能，目前巴隆乡

正在和有关部门对接，谋划服务区二期

项目建设，计划扩建停车场，并增加大

车司机亟需的汽修、加水、补胎等服务。

“多业支撑”

催生产业发展新业态

进入夏季，位于都兰县察汗乌苏镇

的上滩东村国道旅游服务区车流量增

大，仅加水、洗车两项工作，就让12个

洗车点上的服务人员忙到停不下来。

加水10元、洗挂车全车带加水50元、

洗大罐车90元……公开明码标价，工

作人员干净利索，来到服务区的司机师

傅对这里好感倍增。

与巴隆乡的服务区相比，上滩东村

国道旅游服务区的服务区面积更大，服

务功能也更加齐全。

作为上滩东村的村集体经济，村里

在投资建设时转变思想观念，扩大服务

群体，立足服务国道、服务县城的定位，

充分利用服务区和停车区发展平台，不

断丰富经营业态，挖掘“路衍经济”潜

力，创新“服务区+停车修车+特色餐

饮+旅游休闲”等崭新的“服务+”模式，

推动路衍经济发展催生产业新业态。

上滩东村第一书记李和平介绍，从

2015年起，村里前后投资960余万元

建设7.7万平方米集餐饮、停车住宿、车

辆维修保养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服务区，

目前已容纳各类经营主体21家，加水

洗车点12个，功能性用房9套，同时配

备自助充电桩2个，扩增停车场和旅游

公厕等公共设施，设有司机之家、神奇

柴达木、都兰优品线下体验店。

每到周末和节假日，来服务区“阿

依古丽大盘鸡”吃饭的人就排起了队，

有过路司机，也有周边村民和县城居

民。2017年开店至今，“阿依古丽大盘

鸡”已成了周边最有名的店，老板娘阿

依古丽说，“我们以前在甘肃开饭馆，后

来经过市场考察，最终选择在上滩东村

服务区开店。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没有

错，现在虽然生意不大，但效益不错，有

很多人慕名而来。”

在服务区上滩东村村委会的对面

是一处游乐场，设置了彩虹滑世界、网

红秋千、鱼塘等游乐设施。在国道物流

服务区蓬勃发展的同时，村党支部着力

打造“一带、三区、多景点”相融合的宜

居、宜业、宜游美丽乡村，利用浙江嘉兴

援青资金和村委自筹资金共计89万元，

建成包含水上娱乐项目、无动力游乐设

施等为一体的综合生态休闲区上滩东

村嘉乐园。嘉乐园建成投用以来，弥补

了服务区功能单一的短板，成为周边居

民和过往游客驻足消费的最佳选择。

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以调整特

色产业为出路，上滩东村集中力量打造

服务区，真正实现了富民目标，将车流

量变成了消费的“能量”和当地经济的

“增量”，“服务+”理念下的多业态发

展，既推动了服务区转型升级，又促进

了路衍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

“联动发力”

铺就共同富裕新路径

一辆车进入都兰县，从东向西将依

次经过夏日哈镇国道经济服务区、上滩

东村国道经济服务区、巴隆乡国道经济

服务区、宗加镇国道经济服务区。

服务区不同，行车司机对其功能定

位的感受也不同。据介绍，按照规划，

立足各区位优势， （下转三版）

本报讯（记者 吴燕华 边红霞）5月

21日，“浙青一家亲·共筑山海情”文化

走亲文艺晚会在宁波文化广场大剧院

开演，这标志着为期8天的文化走亲活

动圆满收官。州委副书记、副州长，浙

江省援青指挥部指挥长詹茂伟观看

演出。

演出现场，欢快的舞蹈、悦耳的演

唱，动听的器乐演奏为浙江各族群众带

来了一场独具民族特色的视听盛宴。

“文化走亲的专场演出不仅仅是一场丰

盛的文艺盛会，也将为促进两地各民族

交流、交往、交融起到积极的推动作

用。”海西州民族歌舞团副团长魏娜说。

同时，文昌太和加格措吉两位演员

带来了男女声二重唱《天峻恋歌》。这

是由青海、浙江两地联手打造的一首公

益歌曲，词曲作者都来自宁波。“天有多

高，山峰就有多峻峭；美丽的神话，在浩

瀚星空闪耀。”动人的旋律让观众仿佛

置身天峻大草原。90分钟的演出让人

意犹未尽，还收获了在场观众的阵阵

掌声。

2010年，浙江省与海西州正式建

立了对口支援关系，其中宁波市对口支

援海西州天峻县。从政策、项目、资金、

产业等方面入手，浙江省多层次、全方

位给予支持和无私援助，为海西州高质

量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对口支

援工作成果丰硕，进一步巩固发展了浙

青山海相连、人文相亲的兄弟友谊，取

得了良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此

次文化走亲活动，两地文旅部门和企业

将进一步搭建文化旅游战略合作平台，

带动文化旅游项目投资建设，实现资源

共享、市场共兴、发展共赢。

“浙青一家亲·共筑山海情”
文化走亲系列活动在宁波圆满收官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规定

了党的各项纪律底线和执纪依据，是

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知纪明纪的

必修教材和守纪执纪的行为准则。

自党纪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格尔木

市以党纪学习教育活动为作风建设破

题，以严明纪律整饬作风，以作风转变

促工作质效提升，全市掀起转作风、提

效能、促发展的热潮，切实把党纪学习

成效转化为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的有

力举措。

立足于防

警示教育拧紧思想“总开关”

治病救人，防微杜渐。反腐败不仅

要守住法律的底线，更要维护党纪的严

肃性，让党员干部敬畏纪律。格尔木市

围绕基层党组织行业、领域特点，从反

复学习重点条目、观看警示教育片、参

观警示教育基地等方面量身制定党纪

学习教育“综合套餐”，为抓好重点岗位

人员纪律教育“靶向施策”。

通过市委理论中心组、“三会一

课”、集中学习、自学等形式，组织党员

认真学习《条例》，掌握内容实质，从严

律己修身。截至目前，全市104名县

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参加组织关系所在

党支部学习，督促全市48家机关、60

家两新组织、4个乡镇44个村、5个街

道34个社区、13家市管企业党组织近

8700余名党员开展学习。

“警示教育活动触动灵魂、教育深

刻，今后的工作生活中将时刻以案为

鉴、警钟长鸣，自觉强化廉洁自律的意

识，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格尔

木市公安局干警在开展集中警示教育

活动后畅谈心得。 （下转三版）

新华社西宁5月22日电（记者 李琳海）

5月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位于“三江

之源”的青海省守护生物多样性，为野生动

植物的栖息提供了良好生存环境。

青海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素

有“中华水塔”美誉。相关数据显示，目前青

海分布有陆生野生动物665种，国家一级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40种，主要有雪豹、黑颈鹤、

豺、荒漠猫、黑鹳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

植物1种，大型真菌260多种。

可可西里地处三江源国家公园核心区，眼

下藏羚羊已经开启一年一度的大迁徙，可可西

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藏羚羊种群数量也

从保护初期的不足2万只恢复至7万多只。

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局长杜平贵说，从

出台有关森林、草原、湿地、野生动植物、有害

生物防控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到开展专项行

动打击非法交易；从推动雪豹、藏羚羊等珍稀

濒危野生动植物保护，到建设以国家公园为

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从提高全省生物遗

传资源收集保存水平，到首次将保险机制引

入野生动物致害赔偿……近年来，通过一系

列具体措施，青海生物多样性绽放多样之美。

初夏时节，驱车行走在位于青海湖北岸

的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可以看到

一群群普氏原羚在草原上欢快奔跑，它们时

而低头觅食，时而抬头望向远方，跳跃的身

姿为高原大地增添了几分灵动。

通过持续保护，青海特有物种普氏原羚

数量已由保护初期的不足300只增加到现在

的3400余只。

普氏原羚保护成果是青海守护生物多

样性的缩影。目前青海黑颈鹤种群数量达

到2600余只，较10年前增加了1400余只；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恢复到12万吨……

“林草等部门还通过实施野生动植物迁

地保护、野外濒危物种拯救等工程，就地与

迁地保护有效互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得

到了有效保护和恢复。”青海省林业和草原

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处处长张毓说。

青海日报讯（记者 王臻）5月21日，记者从省水利厅获悉，十年

来，青海全面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一体推进农业

节水增效、工业节水减排、城镇节水降损，坚决抑制不合理用水现象，推

动用水方式由粗放低效向集约高效转变。

统计分析，全省10年累计节水5.2亿立方米，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

水量由114立方米降至63立方米，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由0.470

提高到0.509；城市公共管网漏损率由15%降至8.69%以下；非常规水

源利用量由0.13亿立方米提高到1.01亿立方米，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成效显著。

通过建立节水管理联席会议制度，颁布施行《青海省节约用水管理

办法》，制定实施《青海省“十四五”节水型社会建设规划》《青海省节水

行动实施方案》，修订发布《青海省用水定额》，不断完善节水制度。建

立覆盖省市县三级行政区的用水总量和强度双控指标体系，将水资源

节约保护指标纳入地方年度目标责任（绩效）考核，严格节水评价、计划

用水、用水定额监督检查。开展866项水资源论证项目节水评价审查，

核减水量1.92亿立方米。30个县区达到节水型社会标准。

同时，建成1705家省级节水型公共机构、455家省级节水型小区、

46家省级节水型企业、8个节水型灌区、3个省级节水型工业园区、9所

节水型高校、3家“公共机构水效领跑者”，西宁市成功创建国家级节水

型城市。

正风肃纪铸新篇
踔厉奋发谋发展

——格尔木市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综述青海：生物多样性
保护能力持续提升

青海10年累计
节水5.2亿立方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