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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年来，在党中央的亲切关

怀下，在省委、省政府，州委、州政

府的坚强领导下，都兰县从茅草

泥屋到青砖瓦房，从麻秆点灯到

电灯照明，从鸡犬不闻到千门万

户，从牛车马车到汽车轿车，从千

里传书到移动通信……贫穷落后

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原始古老的热土焕发出勃勃生

机。提前三年在“三区三州”率先

实现县域整体脱贫，成为全省首

批、全州首个脱贫摘帽县，区域性

整体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

小康社会如期建成。70 年来，地

区生产总值从建县初期的 316.87
万元增长到 2023 年末的 62.15 亿

元，总量增长了 1961倍，比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翻了 140倍。

全县呈现出有史以来最繁

荣昌盛、最安定团结的景象，经

济总量大幅提升，城乡面貌有

效改观，人民生活明显改善，社

会事业全面进步，道路交通、人

居环境、教育卫生、文化文明、

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变革。全

县干部群众通过扎根高原、敬

业奉献、和谐共融、迎难而上，

逐渐形成了以特色农牧业产业

为基础，以工业产业为主导，以

清洁能源产业为支撑，农文旅

融合发展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多

元化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态

势初步显现。

这里素有“柴达木粮仓”美

誉，得天独厚的光、热、水、土等

条件造就了都兰农业的蓬勃发

展。八十年代末进入全国粮食

生产销售百强县行列，创造出

高海拔地区世界最高产粮纪

录，亩产达 1013.05 公斤。2023
年粮食种植面积达 18.22 万亩，

占全州的 57.14%，产量 5.6 万

吨，产值 1.58亿元，总体呈现上

升趋势。在丰富的光热资源、

富含多种微量元素的土壤和灌

溉水质的滋润下，都兰枸杞营

养丰富、品质上乘，成为柴达木

枸杞种植的核心区、重点区、中

心区，是全州绿色、有机枸杞种

植加工的重要基地，全县枸杞

种植总面积达 20.76 万亩，先后

荣膺“高寒区枸杞种植产业”

“全国高寒区枸杞种植产业知

名品牌示范区”“国家级枸杞出

口质量安全示范区”“世界海拔

最高的连片枸杞种植基地”。

这里更有“柴达木绿洲”的

美称，自然风光秀美，地域资源

禀赋，丰富的地理环境，孕育了

丰富的植被，水草丰美，也是野

生动物的天堂，羚羊、黄羊、沙

狐等都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1995 年至今，累计投入项目资

金 4.9亿元，用于大力实施防沙

治沙、三北防护林、草原保护、

国土绿化行动等生态工程，生

态建设取得显著成效，2023 年

都兰县林草局荣获“全国防沙

治沙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一件件民生实事，一项项

民生工程的兑现，都兰县各族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

断提升。从 1990年全县修建的

18 条 157.23 千米的农业干渠，

到建成都兰县西台水库、哇沿

水库、伊克高水库等重要水利

设施；从“晴灰雨泥”的土路、砂

石路，到直通家门的水泥路、柏

油路，再到形成以茶格、德香、

香花高速公路及G109线、G347
线为主脉络，以县、乡、村及专

用道路 2443.25 公里农村公路

为支脉的公路网；通过旧城区

改造、棚户区改造、新农村建

设，城镇建设水平大幅提升，层

级结构更加合理，城乡面貌华

丽蝶变。

这里也是唐蕃古道“丝绸

之路”上的重镇，迷人的古老

文明画卷在这里展开。塔温塔

里哈遗址、夏尔雅玛可布遗址

的发现，极大地丰富了诺木洪

文化的内涵，实证了柴达木盆

地 3000 年文明史，是早期人类

适应、征服青藏高原的关键例

证。如今，都兰致力于以“历

史记忆、民族文化、高原风情”

为主题，以保护传承吐蕃吐谷

浑文化、复兴重塑城市生命力

为原则，依托热水墓群承载的

文韵史思，深挖丝路南道历史

文脉，大力发展旅游文化资

源，青藏高原首个国家级古墓

群考古研究基地落户都兰，

2018血渭一号大墓被评为 2020
年度中国科学院六大考古新发

现和国家文物局十大考古新发

现，都兰热水墓群列入第四批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

此外，夏尔雅玛可布遗址于

2009年被发现并荣获第三次全

国文物普查百大新发现，于

2023年被评为中国考古新发现

入围项目。

都兰，蒙古语意为“温暖”，建县于 1949

年，县域面积 4.527 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

3100米，现辖4镇4乡、8个社区、106个行政

村，在这片热土上生活着汉、蒙古、藏等20个

民族，总人口近 11万人。都兰是海西州农牧

业大县，乡村振兴的“主战场”，粮食生产的

“主产区”，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的

“主阵地”，素有“柴达木绿洲”“柴达木粮仓”

和“枸杞之都”的美誉。

历史的脚步铿锵迈进，时代的洪流滚滚向

前。新时代、新起点，号角已经吹响，都兰县将

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在省委、省政府，州委、州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立足“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和“三个更加重要”

战略地位，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

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融入新发展格

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筹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统筹高质量发展

和高水平安全，践行“干部要干、思路要清、律

己要严”要求，开拓创新、锐意进取，不断推进

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四地”建设取得新成就，

奋力谱写社会主义现代化青海建设都兰篇章。

扬帆起航创佳绩

笃行不怠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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