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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赵倩

2024 年是我市文旅蓬勃发展、焕

发活力的一年。这一年，我市旅游市

场持续升温，人潮不断，文旅精品活动

丰富多彩，各类文旅市场主体释放活

力生机，游客体验感越来越好，交出了

一份耀眼的成绩单。

2024 年，我市文旅产业发展始终

坚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积极引导培育文旅市场，优化文

化旅游资源配置，推动生态旅游牵手、

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眼下，察尔汗盐

湖、将军楼公园、东台吉乃尔湖死海景

区、昆仑山大峡谷、胡杨林沙漠公园等

多个旅游打卡地遍地生花。红柳山

庄、长江源村户外营地、阿拉尔村民族

文化度假村等近郊游也广受好评，吸

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观光体验，有效提

高了我市的旅游知名度和美誉度。去

年，我市共接待游客 487.39万人次，同

比增长 20.51%，旅游收入 27.59 亿元，

同比增长 20.06%。

我市在圆满举办格尔木礼赞七十

年暨 2024 中国盐湖城昆仑文化旅游

季、“瑶池杯”美食节、第二十二届玉珠

峰登山大会、昆仑文化沉浸式体验之

旅启动仪式等品牌节会活动的基础

上，举办唐古拉山镇长江源村、郭勒木

德镇盐桥村“夏季”“秋季”村晚示范展

示活动，有力地提升了乡村文化软实

力。组织开展援青六省市“大美青海·

生态之旅”融媒大型主题直播系列活

动第二季格尔木首场直播活动；完成

2024中国电力摄影创作研讨会暨百名

电力摄影家走进“山宗水源、能源富

地”格尔木摄影创作活动现场文旅资

源推介，策划组织线上及线下主题推

介活动；赴浙江省、山东青岛、河南洛

阳开展文化旅游交流推介活动。在办

好重点文旅活动的同时，对接中国东

方演艺集团、中电联合（北京）投资有

限公司，合作实施昆仑文化主题创意

工程，目前已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完

成新媒体短视频策划拍摄以及各类视

频发布累计 99期，并评选格尔木文旅

推荐官；综合运用央级和省州市主流

媒体、新媒体矩阵、优质网红主播以及

携程网等旅游服务平台等，精准有效

宣传我市文旅资源。

城市广场上，随着音乐的节拍，

人们翩翩起舞；多元文化馆里，书法爱

好者挥毫泼墨，墨香沁人心脾；安静的

图书馆内，市民沉浸在知识的海洋，享

受着美好的阅读时光……一场场别开

生面的群众文化活动每天都在我市

上演。

为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阅读需

求，我市有序运营城市阅读空间，推广

乡村全民阅读延伸服务，新建图书流

动站 3 处、采购图书 20125 册，订阅报

纸 53 种、期刊 231 种。积极开展文化

惠民活动，力争做到月月有活动、月月

有热度，组织举办广场文艺演出、全民

阅读、戏曲进乡村等各类群众文化惠

民活动 130 场次，为群众送上了一场

场“文化盛宴”。近年来，为丰富群众

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城市文化品位，

我市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通

过艺术展演、精品展览、阅读活动、惠

民培训等形式，提高全民艺术素养。

我市以独特的冬季资源为依托，

以“冰雪旅游 +”为主题，精心筹备了

一系列文化旅游活动。重点打造六子

湖生态文化教育基地滑冰场项目，为

游客提供一个体验冬季冰雪乐趣的绝

佳场所，同时在昆仑天街举办打铁花、

火壶、火凤凰等特色表演以及特色美

食品鉴、DJ 电音节等户外狂欢活动，

重磅推出冬春季大众冰雪嘉年华活

动、元旦环城赛、慕生忠将军“两路”精

神微型舞台剧、第五届主题年货节、春

节元宵节灯展、社火展演、烟花燃放等

形式多样的冬春季文化旅游活动，进

一步做实冬春季文旅惠民服务，刺激

和带动全市冬春季旅游市场消费潜力

和活力。

沿着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之路，

我市正以全新的姿态、崭新的面貌，热

情洋溢地奔赴文旅融合的“诗与远

方”，2025 年，我市将不断探索文体旅

融合发展新路径，用更加丰富多彩的

文化活动、更高水平的体育赛事、更具

吸引力的旅游产品，为格尔木市的经

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为人民群

众带来更加美好的生活体验。

青海日报讯（记者 郭靓）1 月
8 日，记者从青海省科学技术厅了

解到，2024 年，省科技厅依托高原

资源能源优势，聚焦产业“四地”建

设，在坚持生态保护优先的基础

上，持续加大特色产业关键技术攻

关力度，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

融合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青海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

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建立光

伏园区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碳汇观测

体系和光伏智慧能源管理系统，构

建的生态水文要素观测数据库填补

了青海湖流域地表过程综合观测空

白。在关键核心技术上，推动科技

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盐湖

化工领域，我省首个“揭榜挂帅”项

目“盐湖老卤制备无水氯化镁关键

技术研究及应用”，突破了困扰青海

20年未攻克的氯化镁脱水这一世界

性技术难题。在清洁能源领域，多

能源电力系统互补协调调度与控制

关键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成果

推广应用于多个省区。在绿色算力

领域，建设绿色算力高端智库，确定

异构算力与算网一体化关键技术、

人工智能技术与应用、数据安全关

键技术 3 个研究方向、25 项重点任

务。在绿色有机农畜产业方面，藏

羊生产技术示范实现“三年五产”历

史性跨越，羔羊出栏时间缩短 12个
月。青薯 9号创造单产 6508公斤全

国新纪录，青杂系列品种占春油菜

区杂交油菜推广总面积的 85%以上。

同时，青海十大国家级科技创

新平台培育建设步入新阶段，海南

藏族自治州在全国 11 个国家可持

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活跃度评价

中实现总体情况和工作推进“双第

一”。冷湖世界级天文观测研究基

地已落地建设 14 个项目 45 台望远

镜，与国家天文台初步达成国内目

前最大口径红外光学天文望远镜落

地协议。主动融入全国科技布局，

推进落实我省与东部省市开展全方

位科技合作，成功引进 985 高校和

优秀科技力量，围绕全省发展重大

科学问题共同探索。

奔赴文旅融合的“诗与远方”

青海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本报讯（记者 李 莎 莎） 1 月 10
日，我市与上海晶环嘉远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上海厚雪私募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达成一致，签订了《年产 10 万吨

废旧光伏组件回收分解产线及风光一

体化回收项目合作意向书》。该项目

是我市继 7日签订厦门海辰储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储能 Pack、系统集成、电

池回收综合利用一体化项目合作意向

后的又一重大招商成果，填补了省内

产业空白，是推进重点产业绿色循环

可持续发展的又一力作。

据悉，年产 10 万吨废旧光伏组件

回收分解产线及风光一体化回收项

目，拟按照“整体规划、分期建设”的原

则，规划建设年处理 10万吨的光伏全

链绿色回收，包含风机叶片的回收处

置综合再利用产线及配套设施，总投

资额约 4.53 亿元。其中，一期拟根据

项目建设需要租赁标准化厂房，建设

年处理 2万吨废旧光伏组件产线及其

他配套辅助设施，投资约 6000万元；二

期拟根据实际情况扩大产能至年处理 5万吨废

旧光伏组件和风机叶片，投资约 10400万元；三

期拟在二期竣工的基础上，选址 150—200 亩建

设用地，自建厂房，包括生产区、办公区、仓储区

及配套设施等，投资约 28900万元。

去年以来，我市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及省州

市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紧紧把

握招商引资生态变革机遇，突出加快建设世界级

盐湖产业基地和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两个重

点，以推进盐湖化工和新能源融合发展为主线，

聚焦产业链关键环节，紧盯产业链龙头企业，大

力推进产业链上下游、关联产业项目招商，为加

快推进绿色循环产业体系建设积势蓄能。

据了解，我市将以此次签约为契机，持续优

化营商环境，全力做好项目的跟踪服务工作，

保障项目快速顺利推进，推动项目早日落地实

施，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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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这片湿地上还有普通

秋沙鸭、苍鹭、大白鹭、凤头鸊鷉

等多种水鸟。青海国家观鸟协会

工作人员通过望远镜观察水鸟位

置，用相机拍摄水鸟图片，记录水

鸟名称、数量以及周边干扰因素

等。监测结果显示，1月 8日 16时
48 分至 19 时，此处栖息的鸟类包

括普通秋沙鸭 81 只、白骨顶 43
只、赤嘴潜鸭 9只、鹊鸭 8只、红头

潜鸭 5 只以及灰鸭、赤膀鸭、苍

鹭、大白鹭、凤头鸊鷉各 1只。

记者看到，百余只天鹅悠闲

地游弋在水面上，干净的羽毛在

阳光下闪闪发光。据了解，近年

来每到冬季，大天鹅都会陆续迁

徙到这里越冬，居住到来年 3 月

底至 4 月初返程。这些年，随着

察尔汗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

断加大，加之此地远离市区纷扰，

周边植被恢复良好，为更多冬候

鸟提供了生存空间，天鹅、灰鹤、

鸬鹚、红嘴鸥等珍稀野生鸟类种

群纷纷聚集于此繁衍生息。

据市林业和草原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近年来，我市按照山水林

田湖草系统治理要求，多措并举，

加快修复森林、草原、湿地、荒漠

等生态系统，湿地资源、类型逐年

丰富，原始生态系统功能逐渐强

大，成为很多鸟类的重要越冬栖

息地和重要的“物种基因库”，今

后，我市将继续大力建设湿地科

技和监测评估体系，进一步完善

湿地保护机制和加大湿地保护执

法力度，继续抓好湿地和野生动

植物保护的宣传教育，吸引越来

越多的珍稀鸟类和野生动物安家

落户。

百余只越冬天鹅为生态“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