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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日报海西讯（记者 李庆玲）2
月 17 日，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发布

《海西州招商引资目录导引》，围绕 11
个大类，共规划推介项目 108 个，估算

投资金额 7729亿元。

在盐湖资源开发类，规划推介医药

级氯化钾、碳酸钾、硝酸钾、高纯氢氧化

镁、氧化镁、镁系阻燃剂及其复合材料、

碳化硼、氮化硼、硼酸晶须等以及盐湖

钾、钠、镁、锂、硼、锶、溴、碘、铷、铯资

源综合利用、系列产品开发及副产物利

用等项目。新能源开发类规划推介格

尔木、德令哈、甘森、东西台、冷湖等新

能源基地配套 1000 万千瓦光热发电、

7000 万千瓦光伏、4000 万千瓦风电、

1000 万千瓦火电，集中式共享储能、新

能源重卡充换电等项目。装备制造产

业类规划推介德令哈风电机组、光热发

电机组、光伏电池组件及逆变器、CIGS
薄膜生产加工装置等新能源装备制造，

退役风电、光伏、光热、储能设备回收利

用项目，镍基合金、望远镜配套设备生产

线项目。新材料产业类规划推介金属

镁、金属钠、电解铝、电解铜、镁锂合金、

镁铝合金、镁基储氢材料，锂离子电池、

钠离子电池、全钒液流电池、电化学储能

电池生产线及配套电解质、电解液、正极

材料，电子级晶硅、硅碳负极材料、碳化

硅半导体材料，电子级氟化氢及氟基新

材料等项目。数字经济类规划推介格尔

木、德令哈等算力集群项目，冷湖天文科

技大数据算力存储中心项目。循环经济

产业示范类规划推介格尔木、德令哈风光

储氢氨一体化示范项目；大柴旦“光伏、风

电、光热、储能+纯碱”一体化示范项目；

茫崖生态环境导向的石棉尾矿综合开发

利用和光伏风电一体化EOD项目。

现代物流和国际陆港类规划推介

格尔木国际陆港综合保税区、仓储物流

中心等项目。文旅资源开发类规划推

介都兰热水古墓遗址公园、冷湖黑独山

生态旅游、德令哈敦德冰川、格尔木西

王母瑶池景区等项目。特色农产品加

工类规划推介枸杞、藜麦、沙棘种植精

深加工，中药材种植基地及配套中药饮

片、牧草种植基地等项目。特色畜产品

加工类规划推介天峻牦牛标准化养殖

加工基地、乌兰柴达木双峰骆驼养殖开

发基地等项目。土地开发整理类规划

推介格尔木、都兰、德令哈、大柴旦等地

20 万亩土地整理及都兰 5 万亩盐碱地

生态化综合治理项目。

围绕11个大类、规划推介项目108个、估算投资金额772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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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渐暖，怀孕母

羊陆续进入生产期，草

料 的 需 求 也 进 入高峰

期。近日，记者在德令

哈市柯鲁柯镇看到，当

地抢抓有利机遇，用揉

丝压捆机打包麦秆。这

些饲草将销往德令哈、

乌兰、都兰、天峻等地。

柴达木日报记者
查宝音 摄

柴达木日报讯（记者

马琴）2 月 17 日，记者从州

卫生健康委员会获悉，2024
年以来，我州建立完善早发

现、早诊断、早治疗的孕产

妇健康管理体系，全面织牢

母婴安全“防护网”“服务

网”“保障网”“三张网”，筑

牢母婴安全屏障。

建好母婴安全“防护

网”，实现安全监管全方

位。修订完善《海西州高

危孕产妇管理实施方案》，

规 范 孕 产 妇 服 务 管 理 流

程，做好三对一产前上门

保健服务，构建孕产妇从

早孕建档、孕期保健、到产

后随访的闭环管理模式。

组织县乡村三级妇幼保健

人员、助产技术服务机构、

妇幼专干开展母婴安全风

险排查行动，盯紧盯牢高

危对象，2024 年共摸排孕

产妇 1695 人，全部纳入孕

产妇管理。

织好母婴安全“服务

网”，保证安全防护全覆

盖。进一步强化市县两级“两个”危重

救治中心能力建设，开展危重孕产妇

救治体系技术评估，畅通危急重症转

诊救治绿色通道，形成分级负责、上下

联动、应对有序、运转高效的危重孕

产妇和新生儿急救、转诊网络体系，

确保危急重症孕产妇得到及时有效

救治。加强基层医疗机构和助产医

疗保健机构业务知识、专业知识和相

关工作培训，组织举办全州妇幼健康

服务培训班，提高妇幼保健服务能

力，2024 年培训县、乡、镇、村专业人

员 500余人。

用好母婴安全“保障网”，做到安

全健康全周期。全面推进婚前医学检

查、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增补叶酸

预防神经管缺陷和新生儿疾病筛查等

工作，促进出生缺陷防治工作高质量

发展。2024年共为 5282名育龄妇女免

费发放叶酸，孕前优生健康检查 3280
人，婚检率呈逐年上升态势。

此外，在全省率先开展无创产前

基因检测、遗传性耳聋基因检测、宫颈

癌基因筛查等民生基因检测项目，共

检测 9180人次，干预阳性 1102人次，出

生缺陷得到有效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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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达木日报讯（记者 林晓明）近

期，文化和旅游部发布《关于发布

2024 年全国甲级、乙级旅游民宿的公

告》，我州乌兰县乌兰莫河驼峰驿站

入选甲级旅游民宿。

近年来，在州委、州政府的高度重

视和大力支持下，乌兰县积极挖掘红

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将莫河骆驼场

打造成青海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青

海省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等，数万

名游客来到这里追寻红色记忆，学习

红色文化，接受革命洗礼。随着影响

力越来越大，多次在央视等新闻媒体

报道，莫河骆驼场也从此走出青海、走

向全国，愈发体现出历史价值，莫河骆

驼场宝贵的精神财富滋养着子孙后代

的心灵，鼓舞着各族干部群众继续奋

发图强、续写崭新篇章。

乌兰莫河驼峰驿站入选甲级民宿

柴达木日报讯（记者 吴婷婷 通

讯员 陶娅 马国月）青海开泰农牧开

发有限公司依托当地藏羊资源，凭借

300 余亩产业规模和 120 多位专业人

才，稳步打造藏羊全产业链。

从 16 万亩有机认证草场与年收

购万余只藏羊的养殖基础，到先进生

产线的产业园区、年交易 50万只活畜

的大型市场、年产 10 万吨有机肥项

目，再到电商领域佳绩，各环节紧密

协同，利益深度联结。通过政策助力

与多元经营模式，和农牧户紧密合

作，促进农牧民增收和产业升级，构

建出产业创新发展的新局面。

筑牢产业根基，养殖基地创新赋

能。牵头认证广阔有机草场，委托牧

户高标准有机养殖，精准定向收购，

筑牢有机产品原料根基。同时，立足

农业优势，拓展养殖基地，构建“藏羊

产销共同体”等创新模式，形成生态

循环产业链。年出栏藏羊量稳定，养

殖基地荣膺国家级示范，成为农牧民

增收的强劲动力源。

壮大产业集群，园区建设带动增

收。依托资源优势，2020 年建设藏羊

产业园区。凭借成熟的“龙头企业+
基地+专业合作社+农牧户”模式，与

县域牧民签下长期合作契约，年收购

加工藏羊规模庞大，为农牧民开辟稳

定增收渠道，稳固产业发展大盘。

畅通市场循环，交易平台增效富

民。都兰县香日德镇活畜交易市场高

效运转，提供全方位畜产品交易服务，

精准对接供需信息，严格活畜检疫，保

障物流配送畅通。年交易藏羊活畜超

50万只，有力激活海西农牧市场，成为

农牧民畜产品变现的关键枢纽。

废物重新利用，有机肥项目绿色

惠民。2015 年建成有机肥项目，深度

利用养殖废弃物资源，将牧区羊板粪

与基地禽畜粪便转化为优质有机肥。

项目带动牧户增收，同时实现养殖废

弃物循环利用最大化，兼具显著经济

效益与环保效益，促进农业绿色可持

续发展，为农牧民带来生态红利。

开拓电商新局，网络平台引领增

收。借助短视频、直播等新兴互联网

平台，深度融合农牧民参与电商进

程，自 2022年至今销售额突破 3000万
元，成功拓宽农牧民增收路径，共享

电商发展成果。

凝聚产业合力，联合体协同促发

展。2020年公司整合 11家农牧经营主

体，牵头组建青海东昆仑藏羊产业化联

合体，带动 2000 户农户增收。该联合

体荣膺省级认定，为区域农牧业现代化

注入磅礴动力，推动产业迈向新高度。

开泰农牧：藏羊产业蹚出全链发展新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