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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碧波荡漾、群山叠翠、车间繁

忙、城乡和美，流动的青海画卷里，是生机

的扩张。

循迹溯源，新时代的青海，万象更新、日

新月异，正是因为掌舵领航的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为

青海明确“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和“三个更

加重要”战略地位，指明了打造生态文明

高地和建设产业“四地”的高质量发展路

径，为青海奋进现代化新征程擘画了宏伟

蓝图。

铿锵有力的嘱托之声，回响在青海

大地。行进新征程，高原儿女有了行动上

的“指南针”。

从政治的高度、历史的维度、发展的

规律去认识、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为青海

擘画的蓝图，我们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

的方向，前行的脚步更加自觉，更加坚定。

如今，看发展巨变、观江源潮涌、探时代

脉动，我们深刻感悟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

征途波澜壮阔，“两个确立”为我们

掌握历史主动、保持战略定力、坚持正确

航向、推进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实思想基础

和科学行动指引。

深 深 的 足 迹 已 然 留 在 历 史 的 长 卷

中，激励我们按照“干部要干、思路要清、

律己要严”要求，不断推动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在高原大地开花结

果，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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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水质怎么样？”“鸟类有多少种？”

“禁渔是怎么搞的？”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

记来到青海湖仙女湾，围绕青海湖生态环境

现状和保护工作，问得很细。

习近平总书记最关注青海的，就是

生态保护。

从 2016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明

确了青海“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到 2021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了青海

“三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强调保护好青

海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者”，充分表明了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青海加

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坚定意志和

坚强决心，深刻改变了青海各级党委政府

和各族群众对青海发展的认识。

从自身来看，青海的生态保护是实现可

持续发展的关键；从大局来看，青海的生态

保护，尤其是对三江源“中华水塔”的保护，

又是关系国家生态安全的大事。

这意味着，政治责任，竞争优势——

站在发展模式历史选择的十字路口，青海

选择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是必须的。

选择，决心，更是行动！

从出台《青海省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

条例》，持续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到严格

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增强各级领导班

子共抓生态文明建设整体效能；

从走出一条符合中国特色、彰显三江

源特点的国家公园体制创新之路，推动三

江源的水源涵养能力进一步提升、生物多

样性明显增强，到纵深推进污染防治，让

青海的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

从融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等国家战略，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

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到以中央环

保督察为契机，解决了一大批群众反映强

烈的生态环境突出问题……

青海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

的突出位置，走出了一条生产发展、生活

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人民群

众的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不

断增强。

正确路径的选择，源自理论的高度。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引下，青

海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

念发生深刻变革，生态保护这根弦，始终在

青海干部群众的意识里，绷得紧紧的。

江河之兴，见证思想光芒。青海成

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高地，青海

的生态之变成为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一

扇绝佳窗口。

青山行不尽，绿水去何长。站在“国

之大者”的高度对生态环境保护进一步作

出部署，努力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

代化建设青海实践，省委十四届四次全会

提出，在“坚定不移做‘中华水塔’守护

人”上有高站位，在“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

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上走在前头”上有高

标准，在“实现碳达峰方面先行先试”上有

高起点，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上

有高品质，在绿色转型发展上有高效能。

生态保护的心曲，依然响彻壮美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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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是一个

世界性难题，是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永恒

课题，也是对青海的考验。

牢 记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对 青 海 指 明 的

“走出一条具有地方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

路”，立足青海资源禀赋和区域特征，以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内在统一来

把握发展、衡量发展、推动发展，青海聚焦

聚力产业“四地”建设，不断在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上取得新突破。

看察尔汗，盐湖工业从小到大、从土到

洋、从弱到强——在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

基地方面，青海坚持有序开发、绿色发展，

制定了一揽子规划、方案和政策举措，攻克

了许多世界级技术难题，制定了盐湖领域

10 多项国家和行业标准，逐步形成了钾、

钠、镁、锂、氯五大产业集群。

看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塔拉滩，

“光伏海洋”伸向天际——在打造国家清

洁能源产业高地方面，青海始终坚持规

划、政策、基地、项目、企业“五位一体”推

进。去年，青海清洁能源装机突破 5100

万千瓦，占总装机的 93%；新能源装机突

破 3800 万千瓦，占总装机的 69%，占比均

居全国首位。

看“茶卡盐湖·天空之镜”景区，自6月

1 日正式开园运营至 11 日，已累计接待游

客 93120 人次——在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

的地方面，我们着力打造以西宁为中心、

以青海湖生态旅游圈为环、东南西北多带

的“一芯一环多带”生态旅游发展新格局。

看 一 座 座 现 代 化 的 高 原 农 业 产 业

园，生产无害化、产品绿色化、资源循环

化、环境清洁化、功能多元化、产业规模化

的“打开方式”，推开乡村振兴新的大门

——在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方

面，青海充分发挥青藏高原“超净区”地理

生态优势，坚持提质、稳量、补链、扩输，

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有机畜产品、有机枸

杞、冷水鱼生产基地。

时空见证发展的飞跃向前，发展在

时空的尺度里持续更迭。

面对新时代新征程解放和发展生产

力的客观要求，如何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

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唯有紧紧抓住新质

生产力这把“金钥匙”。

新质生产力，对于青海这个西部经

济欠发达省份来说，不仅并不遥远，更是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发展迈上新台

阶、塑造发展新优势的难得机遇。

因地制宜，我们如何抓住时代机遇，

开拓青海版图？

以绿色算力绘就新质未来，是一条

不容错过的重要赛道。因为数字经济时

代，算力需求急剧增长，传统算力向“绿

色”进化的需要越来越强，绿色电力与绿

色算力正值黄金窗口期。

“青海提出用绿色能源将算力变成绿色

算力，是具有中国特色且极具创造力的。”

360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周鸿祎，在青海绿色

算力产业发展推介会上发表看法。

今年以来，省委省政府高位推动绿色算

力产业发展，规划“1+2+N”绿色算力基地发

展布局，加强绿色电力与绿色算力同规划、

同建设、同运行的协同并进，是青海对“两

山”理念深入而生动的实践。

在可以看到的未来，以绿色算力为

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将带动科技创新，

释放新型生产要素活力，推动传统产业

“脱胎换骨”、新兴产业“强筋壮骨”、未来

产业“生肌长骨”，以实现三江源头对绿色

梦想的孜孜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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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一颗石榴籽，晶莹剔透美如

玉。颗颗心儿紧相依，结成硕果挂呀挂满

枝。”一曲《文亭之歌》，唱出民族团结一

家亲的温馨美好。

近年来，青海各地着力推动基层民族

团结进步创建，累计建成 388 个“石榴籽家

园”，有力构建起互嵌式社会结构和发展

环境，并在全国推广青海经验做法。

物理的互嵌推动心灵的互嵌。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青海是稳

疆固藏的战略要地；并指出，在青海不谋

民族工作，不足以谋全局。

今天的青海，是和睦的青海。各族

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

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不断

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铸越牢，各

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进一步凝聚，形成了

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强大力量！

今天的青海，是奋进的青海。从三

江源头到河湟谷地，从辽阔牧场到大漠戈

壁，从繁华都市到静谧草原，少数民族群

众生活蒸蒸日上，民族地区的整体面貌发

生了显著变化。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

团结一心，众志成城，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推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和睦相处、守望相助、团结奋进的美

丽画卷，是一笔一画用心描绘出来的。

从在全国率先修订完善“民委委员

制”到深入推进平安青海建设“十个一”，

从善用文化之力，让各族群众在春风化

雨、润物无声中增进中华文化认同，到农

牧民吃上“生态饭”，用上拉面、青绣等特

色品牌促进创收致富，让各族群众融入现

代社会的能力和意愿越来越强……

青海推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

创建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在维护国家安

全和社会长治久安上交出一份让党中央

放心、各族群众满意的答卷。

青海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从民族工作领域向经济社会发展各项领

域拓展，推进民族地区社会大局从“治”向

“兴”提升。

历史昭示，现实启示，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是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的必然

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

求，是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社会

主义民族关系的必然要求，是党的民族工

作开创新局面的必然要求。

叶层层成荫，木棵棵成林，积力之所

举，则无不胜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一个民族都不能少！抓住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新时代党的民族工

作的“纲”，我们推动各族群众在迈向社会

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上同舟共济、携手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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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的重要讲

话中、对青海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中，“人

民”二字，分量最重，饱含习近平总书记深

厚的人民情怀。

在习近平总书记亲民爱民的示范引

领下，青海党员干部增强宗旨意识，树牢

正确政绩观。

从一件件小事，就可以看明青海的

价值追求。

2023 年 10 月 27 日一大早，西宁市东

川警苑小区业主代表为城东区城乡建设局

及大众街街道办事处送去感谢信。事由是

小区物业忽然撤场，两家单位短时间内就

帮业主解决了业委会的成立和供暖问题。

2023 年 12 月 26 日 18 时，海东市民和

回族土族自治县地震受灾地区的一处安

置点板房安装好了，可是还没通电。点长

张孝和打去电话，3 小时后，安置点的灯

都亮了。

西宁市“每月一题”工作机制和民和

县地震受灾地区“点长‘吹哨’、部门报到”

速办机制，不同的是地区，相同的是及时

感知、快速响应、高效办理民生所需的归

旨，是“以百姓心为心”的不变取向。

以百姓心为心者，必一心为公。

宏观看，青海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

之忧，处理好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的“温差”

问题，让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

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微观看，从坚持“五级书记一起抓”

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下转八版）

重托催征程实干写新篇
江源平

祁连山下好牧场。 青海日报通讯员 李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