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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银线一米一米延伸，高耸电

塔一基一基立起，强劲电流循着条条

电缆漫卷奔流，给海西百姓带来了物

质生活和精神层面的嬗变。四通八达

的电流，串起高楼大厦和千家万户，连

接城市乡村，进入千家万户，送去光明

和幸福，也见证着海西 70年的变迁。

点燃星星之火，

海西电力实现大发展

海西电网从空白起步，逐步壮大，

由弱变强，电压等级节节攀升，输送能

力屡创佳绩，供电服务水平持续提

升，实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历史

性跨越。

1955 年，都兰县投建了海西州第

一座小型柴油发电厂，开启了海西有

电的历史；1958年，第一座火电厂在大

柴旦建设；1964年 10月，在乌兰县铜普

乡都兰河上建成了海西州第一座水电

站；1999 年，第一条 330 千伏线路进入

柴达木盆地；2010年，国内首个高海拔

兆瓦级风电项目——锡铁山 3 兆瓦高

原风机试验项目开建；2013 年 6 月，新

疆与西北主网联网 750 千伏第二通道

工程建成投运，海西电网与甘肃、新疆

电网相连……一组组跃动的数字，在

70 年的浩荡长空中，标注出海西电力

发展巨变的历史坐标。如今，翻开海

西电网地理接线图，横贯东西南北的

一条条输电线路如同一条条巨龙，在

海西上空翩翩起舞。

“海西电网自 1999年第一条 330kv
输电线路进入柴达木盆地，拉开了海

西大电网的建设序幕。随着青藏联网

工程、新疆二通道工程的建设投运，海

西电网发展进入‘快车道’。”国网海西

供电公司副总工程师、运维检修部主

任李龙说，“如今，海西西部电网形成

‘8’字形骨干网架，北联甘肃、南送西

藏、西联新疆、东接青海主网的交直

流混合形枢纽电网，未来海西电网将

持续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

引擎。”

海西电网的发展承载着电网人的

梦想，凝聚着电网人的汗水。一代代

电力人砥砺奋进、接续拼搏，用智慧和

汗水在海西大地上绘就了壮丽的光明

画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

强，海西电网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电网电压等级不断攀升，输送能力持

续突破，供电服务不断提升，实现了巨

大跨越。

格尔木市安泰苑小区居民马占

琦说：“现在搬进了楼房，家里的电器

越来越多，用电特别方便，生活也越

来越好。”

点亮万家灯火，

用电能力实现大飞跃

在海西大地，充足的电力点亮了

万家灯火，为海西高质量发展注入了

源源不断的动力。

为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实力，格尔

木市唐古拉山镇长江源村积极探索村

级集体经济发展的有效实现形式，建

成冷库及牛羊肉加工车间，打造“唐古

拉牦牛”和“唐古拉藏羊”国家地理标

志绿色品牌，实现生态畜牧、环保加

工、绿色销售一条龙式可持续发展产

业链。

走进格尔木市岗尖蕃巴商贸有限

公司，只见达尔玛和仁措两口子从冷

库里搬运着牛羊肉，称重、分拣、打包、

发货。格尔木市岗尖蕃巴商贸有限公

司负责人达尔玛说：“我们有冰箱、冰

柜、冷库、切割机等，供电公司经常过

来给我们检查和维修线路，有问题也

及时帮我们解决，真的是特别方便。”

“这几年唐古拉山上的水草越来

越好，放牧的数量减少了，牛羊肉的质

量提高了，唐古拉牌草膘肉的牌子更

响了。去年公司年发货量达到 46 吨，

预计今年能突破 50吨。我们在天猫电

商平台进行了注册，希望全国人民都

能吃上来自青藏高原纯净无污染的牛

羊肉。”达尔玛的妻子仁措说。

目前，海西供电公司已经建成结构

合理、技术先进、安全可靠、智能高效的

现代农村电网，实现居民生活用电不

愁、农村动力用电不愁、电能质量有保

障。从“一条线”到“一张网”，从“有电

用”到“用好电”，海西电力在经济社

会发展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背后则是几代电力人的努力与奋进。

用上电到用好电，

供电服务实现大提升

当夜幕降临，高原小城的霓虹灯、

酒店商场五颜六色的装饰灯、广场的

太阳灯、大街两旁排列整齐的路灯、马

路上川流不息的车灯、千家万户的照

明灯交汇成一片灯的海洋。

国网海西供电公司退休职工、青

海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海西州摄影

家协会主席何启金在海西工作了 35
年，从事电网工作 28年，他是电网发展

的参与者，也是电网发展的见证者。

他说：“海西电网有三大变化，一个是

供电方式的变化，从柴油供电到煤炭

供电再到小水电，大电网进来后，海西

的电网非常坚强；第二个变化是有城

市的地方，有居民的地方，有牧民的地

方，就有海西电网；第三个是电能质量

的转变，最早是一个灯泡也不亮，现在

供电半径强大，电能质量提高了。”

“电，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新生

活，更是与时代同频共振，还有广大牧

民群众发展能力的提高。”作为青海

“三区三州”电网建设的受益者，天峻

县江河镇莫合拉村二社原党支部书记

娘什吉感慨道。

走进天峻县 35 千伏江河变电站，

一条条银线从站内延伸而出，将源源

不断的电能输送到草原深处，为经济

发展、百姓致富提供安全可靠的电力

保障。该工程是国网海西供电公司

2020年 15项“三区三州”电网建设项目

中的一项，于当年 5月 28日建成投运。

“2014年 9月 28日，村里用上了光

伏发电。那天全村人穿上节日的盛

装，围着篝火跳起了锅庄。”达尔排说。

2016 年至 2018 年，江河镇的产业

快速发展。用电负荷也逐年增长，

2018年 12月已增长至 3000千瓦。这一

年，莫合拉村脱贫摘帽。

“农田灌溉、饲料加工都离不开

电。光优板的电只能维持照明，手机

充电要到镇上。”达尔排说，村民们生

活越来越好，对电的需求也越来越高。

“电”亮百姓幸福生活，“电”靓高

原织锦绣。电力的发展让高原人民的

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一个崭新的海

西、一个飞速发展的海西，已然展现在

大家面前。

国网海西供电公司供图

柴达木日报讯 为进一步督促企业

全面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履行生态

环境保护法定义务和社会责任，海西州

开展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工作，完善环保

领域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今年以来，海西州组织参评的 20

家省级重点排污单位和 16 家第三方环

境服务机构进行自评，由各地区生态

环境部门逐项检查企业内部环境管

理、环境风险管理、企业环境信息公

开、突发环境事件处置及应急预案、环

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污染源自动监

控等情况，对企业自评结果进行核实

核证，并对初评结果通过门户网站进

行公示。

公示期满后，州生态环境部门对参

评单位全面复核，最终确定重点排污单

位中环保诚信企业 6 家，环保良好企业

11 家，环保警示企业 1 家、环保不良企

业 2 家；第三方环境服务机构中环保诚

信企业 8家，环保良好企业 5家，环保警

示企业 1家，环保不良企业 2家。目前，

已将复核结果上报至省生态环境厅进

行终审。

海西州积极推进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工作

柴达木日报讯（记

者 马 春 香 通 讯 员 杨

榕）近年来，都兰县始终

将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

理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的总抓手，积极探

索“摸底数、建机制、强

监管、促增收”“四步工

作法”，确保项目在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

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

持续发挥效益。

以全国防止返贫监

测和衔接推进乡村全面

振兴信息系统为依据，结

合县级自上而下、村级自

下而上双向摸排方式，对

各级扶贫资产进行全面

摸底排查，重点关注资金

来源、资金投向、资产属

性、资产权属、管护运营

等方面。实现产权明晰、

权责明确、效益明显、管

理到位的扶贫资产后续

管理良好局面。

主动衔接农村集体

产权制度改革，按照“谁

实施、谁管理，谁主管、谁负责”的

原则实行责任制管理，针对扶贫资

产台账建立、经营、收益分配、日常

监管、后续管护等重点工作，形成

一套扶贫资产后续管护长效机制，

确保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理有章

可循。

依托“领导小组+政府+乡镇

（部门）+村+农户”五级管理模式，

全面夯实责任链条，形成多方联

动、齐抓共管的良好氛围。建立健

全扶贫资产管理台账，对经营性资

产，确定运营主体、经营方式和期

限，明确运营各方权利义务，做好

风险防控。对到户类资产，由农户

自行管理，驻村工作队会同村级组

织加强指导和帮扶，全面实现经营

类资产有收益、公益类资产不闲

置、到户类资产有监管的好局势。

打造“党支部+村集体+农户+
特色产业”“合作社+村集体+农

户”等联农带农模式，带动脱贫农

户发展产业，引导支持经营主体与

脱贫农户通过订单收购、托养托

管、产品代销等多种方式，建立利

益联结机制，确保扶贫资金发挥更

大效益。支持经营主体拓宽就业

渠道，吸纳脱贫劳动力就业，稳定

增加脱贫劳动力工资性收入。支持

农户以自有资产入股经营主体，鼓

励他们通过流转、租赁等方式获取

收益，从而增加农户的财产性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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