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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日报记者 李庆玲

盛夏，21 时，月光缓缓萦绕西子湖

畔，但在 2000 多公里外的柴达木盆地，

晚霞正将天空烧得通红。从水韵江南

到瀚海戈壁，千里之“援”的纽带把浙江

省和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紧

紧连在了一起。

自 2010 年党中央启动对口援青工

作以来，一批批浙江援青干部人才积极

响应党中央号召，带着项目、资金、技术

和先进理念奔赴青海开展工作，真心融

入海西、实干发展海西、倾情奉献海西，

与海西人民同心筑梦、携手并进，助力

海西书写了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组团”支援让医教援青成色更足

海西地处高原，群众脑血管疾病患

病率较高，但当地大部分医院诊治水平

较低，患者往往因救治不及时，导致致

残率和致死率偏高。该如何提高当地

医院和医生的诊疗技术，并提升当地群

众的就诊意识？

浙江援青医疗团队急医院所急、帮

病人所需，于 2023 年 3 月创新组建“海

西州医疗专科联盟”，定期到各县市医

院进行“组团式”帮扶，实施公益医疗项

目，重点对当地群众脑血管疾病开展

“治未病”。通过全域下沉帮扶，援青医

生把精湛的医技、高尚的医德和无微不

至的服务奉献给地方人民群众，也为当

地提升医疗服务能力贡献了浙医力量，

更多的病人在州内治好了病。

实施医疗和教育“组团式”帮扶是

改善当地民生的重要一环。2023年，浙

江与海西签订新一轮医疗教育合作协

议，由浙大附属医院等 11 所省级医院

对海西州人民医院实行“以院包科”，省

派援青医生增至 11 名。加大“小组团”

力度，7 个对口支援市全年共派出 3 个

月以上短期支援医护人员 25 名、柔性

帮扶医疗专家 51 名、柔性支援教育专

家 14名。

同时，强化“造血”功能，设立 300
万元预算外专项资金推进“四百”工程，

全年投入资金 1407 万元落实医疗卫生

能力提升项目 6 个，启动海西州人民医

院“三甲”创建工作，选派 11 名医生

赴浙大附属医院进行为期 4 个月的

跟岗培训，在全州首次运用 9 项医疗

新技术。

在推进教育支援走深走实方面，全

年落实文化教育项目 20 个，资金达

4730 万元；推进订单式教育支援帮扶，

选派 17 名校长赴浙江开展为期 3 个月

跟岗培训，浙江 3 所中高职院校与青海

3 所中高职院校签订支援帮扶合作协

议，浙江 12 所高职院校结对帮扶青海

柴达木职业技术学院；建成中控太阳能

产教融合平台，全年新增 3 个专业 118
人规模异地班，协调浙江高校招收海西

毕业生增至 70人。

今年，浙江援青聚力医教领域进一

步“升级”，完善医疗援青“以院包科”支

援机制，强化职业教育“组团式”帮扶，

做好第一、第二轮援青医生和教师轮换

工作。推进“双向双百”行动和“高原高

峰强基行动”，优化“智慧医疗”和“智慧

教育”平台，打造“名医工作室”“名师大

讲堂”，开展“点单式”名医坐诊、“订单

式”教育帮扶，为海西州医疗、教育发展

继续贡献浙江力量。

精准招商使“四地”建设动力更强

绿色算力是实现经济社会绿色转

型的关键力量。浙江作为中国数字经

济先行区，一直致力于打造绿色、高效、

智能的算力基础设施和产业生态，推动

数字经济与生态文明深度融合。而海

西作为青海发展清洁能源的两大核心

区域之一，拥有丰富的清洁能源资源和

适宜的气候环境，能够为绿色算力的发

展提供得天独厚的条件。

今年 5月 28日，海西在杭州举行推

介会，从海西发展绿色算力及建设冷湖

世界级天文观测研究基地的发展基

础、总体思路、实现路径等方面作推

介，并对引进的 17 个绿色低碳产业项

目进行签约，单次推介会签约金额达

13.25亿元。

用“浙江实力”激活海西发展新质

生产力的澎湃动力。近年来，浙江援青

围绕海西产业“四地”建设，梳理浙江零

碳产业重点企业清单和海西招商引资

政策清单，以“两个清单”精准招商。同

时，针对海西州发展中存在的短板弱

项，建立“海西高质量发展智库”，在杭

州召开“海西高质量发展恳谈会”，在西

宁举办“浙商‘地瓜经济’与浙青产业协

作”论坛等。

2023 年 6 月，德令哈-杭州往返航

线开通；7月，格尔木—温州往返航线复

通……“空中桥梁”的搭建，为浙青两地

合作交流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依托便

利的交通，海西和浙江不断加强两地文

旅产业的交融合作，不断加大两地游客

和职工疗休养旅客互送的力度，组织开

展多场文旅推介会，打造工会疗养、科

普探秘、自驾旅游、亲子度夏品牌线

路。仅 2023年，来海西景点旅游的浙江

游客就达 110万人，创历史新高。

为了更好助力海西打造绿色有机

农畜产品输出地，浙江省援青指挥部制

定了消费帮扶“六条办法”。截至 2023
年底，建成青货入浙“十城百店”线下专

卖店 139 家，“柴达木盐羊”成为青海唯

一入驻杭州亚运会的绿色有机农畜产

品，海西农畜产品在浙江省农博会上实

现销售额 106万元、订单额 600余万元，

浙江千余家电商购物平台和线下实体

店全年销售青海特色农牧产品达 3.3
亿元。

以项目为抓手不断“提质”，聚力产

业协作做好“赋能”，2024 年，浙江援青

继续深入推进“数据援青”“产业援青”

“科技援青”等工作，建设浙江工业园数

字产业孵化基地，落实好浙江工业大

学、浙江省农科院与海西州战略合作协

议精神，建设浙江省国家大学科创园海

西分园等。

双向奔赴把美好愿景变为幸福实景

“从青藏高原来到美丽的杭州，我

的心情非常激动。在杭州，感受着满满

的亚运氛围，同时更感受到了祖国的强

大。”2023年 8月，都兰县第一小学的一

名藏族学生在参加“浙里石榴红·同心

享亚运”青少年夏令营活动时说。

2023 年，借着杭州亚运会契机，浙

江援青“再升级”，推出了以“携手同心·

共享亚运”为主题的浙江—海西亚运交

流年活动，通过开展浙江文宣进海西、

“相约亚运会”中小学生诗歌绘画主题

比赛、“数字浙江·智能亚运”培训交流

营等活动，巩固了浙青山海相连、人文

相亲的兄弟情谊，促进了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

今年，我们再次看到，“浙江—海

西文体旅游互动年”已经启动，而浙江

省援青指挥部还将继续组织庆祝海西

建州 70 周年“浙江—海西书画摄影作

品联展”“浙里石榴红”青少年暑期夏

令营、“宋韵丝路行”浙派文艺进海西

等系列活动，促进浙青两地交往交流

交融。

从教育到医疗、从就业到产业、从

乡村振兴到实现共同富裕，一个个民

生工程落地海西，一项项惠民举措见

行见效，一件件民生实事温暖着千家

万户。可以说，在浙江援青的帮助下，

海西实现了生态环境大变样、基础设

施大提升、社会事业大发展、群众生活

大改善。

2023年，浙江援青下达保障和改善

民生类项目资金 1.02亿元，格尔木唐古

拉山镇长江源村产业园及都兰农牧民

交通出行工程等一批重大民生项目建

成使用。此外，投入 5470万元援青资金

建设的都兰县蔬菜全产业链基地、乌兰

县特色生物产业园、格尔木市农村电

子商务示范工程、天峻县村级特色集

体产业扶持项目等已初步建成，浙江

强村与海西强村“乡村振兴 1+1”结对

试点启动，浙江“千万工程”培训演示

中心建成使用……以援青产业扶持资

金作为“输血机器”，以产业增值收益

打造“富民引擎”，海西州乡村振兴的

路子越走越宽。

浙江省援青指挥部党委书记、指挥

长，海西州委副书记、副州长詹茂伟表

示，2024 年海西州迎来建州 70 周年，这

一年也是援青项目“十四五”规划实施

建设的关键一年，浙江援青将深入贯彻

落实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二中全会精

神，紧紧围绕青海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

“四地”建设部署要求，坚持制度强基、

优势赋能、协作共赢、交流互融，强化

“组团式”支援，促进“造血式”提升，推

动“互嵌式”发展，与海西共同谱写团结

进步繁荣、浙青合作共赢的对口支援协

作曲。

“浙江力量”让聚宝盆开出繁花
——浙江省对口支援海西州工作综述

▲浙江援青医疗专家团队下沉义诊。

▲德令哈—杭州往返航线开通。 浙江援青指挥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