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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达木日报讯（记者 孙丹丹）4 月

24 日，记者从海西州统计局获悉，一季

度，在州委、州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州

上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紧盯目

标，细化措施，抢抓机遇，靠前发力，加

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全州经济运行呈现起步平稳、

开局良好的态势。根据地区生产总值

统一核算结果：一季度，全州完成生产

总值 232.09 亿元，同比增长 8.6%。其

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1.92 亿元，同比增

长 4.7%；第二产业增加值 113.02 亿元，

同 比 增 长 10.3% ；第 三 产 业 增 加 值

117.15亿元，同比增长 7.1%。

农牧业生产平稳运行。一季度，全

州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完成 2.82亿元，同

比增长 4.6%。农业产值 0.36亿元、同比

增长 8.7%，牧业产值 2.37 亿元、同比增

长 4%，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 0.09 亿元、

同比增长 2.3%。蔬菜产量同比增长

2%；瓜果产量同比增长 48.3%。工业经

济较快增长。一季度，全州规上工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 15.5%，高于全省平均水

平 9.1 个百分点。从三大门类看，采矿

业同比增长 12.2%，拉动全州规上工业

增加值增长 3.0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

18.8%，拉动全州增长 12.13 个百分点；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增

长 3%，拉动全州增长 0.32 个百分点。

从重点行业看，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

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7%，拉动全州

增长 6.29个百分点；有色金属冶炼和压

延加工业增加值增长 115.3%，拉动全州

增长 5.35个百分点；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增加值增长 48.1%，拉动全州增长 1.61
个百分点；非金属矿采选业增加值增长

142.4%，拉动全州增长 1.44 个百分点。

服务业发展积极向好。一季度，服务业

实 现 增 加 值 117.1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7.1%，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3.2 个百

分点。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

长 10.5%，营利性服务业增长 13%，非营

利性服务业增长 5.3%。全州公路运输

客货运总周转量增长 12.9%。

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一季度，

全州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25.5%，增

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19.9 个百分点。

从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23.4
倍，拉动全州投资增长 0.5个百分点；第

二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29%，拉动全州增

长 27.6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投资同比下

降 52.1%，拉低全州增速 2.5 个百分点。

从经济类型看，国有经济投资同比增长

28.4%，拉动全州增长 22.7 个百分点。

从投资类型看，项目投资同比增长

25.5%，拉动全州增长 25.5 个百分点。

从投资构成看，设备工具器具投资同比

增长 67.5%，拉动全州增长 32.4 个百分

点。从主要投资领域看，电力生产项目

投资同比增长 41.3%，拉动全州增长

25.6个百分点。其中，清洁能源同比增

长 24.1%，拉动全州增长 14.9个百分点。

消费市场逐步回暖。一季度，全州

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5.03 亿元，

同比增长 1.3%，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0.7个百分点。全州住宿业实现零售额

0.5亿元，增长 23.7%。全州乡村实现消

费品零售额 2.25 亿元，增长 12.5%。餐

饮收入 1.5亿元，增长 10.5%。限额以上

企业实现零售额 8.98亿元，增长 10.7%。

居民收入支出平稳增长。一季度，

全州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9572元，同比

增长 5.7%。全州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6669 元，增长 4.5%。就业物价总体稳

定。一季度，全州城镇新增就业 3189
人，农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 31091人次；

城乡劳动力参加职业技能培训 2710 人

次。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 89.58%。财政

金融保障有力。一季度，全州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 45.6亿元，同比增长 8.3%，其中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3.7亿元，增长

8.6%。截至 3 月末，金融机构各项存款

余额 903.71亿元，增长 13.7%，金融机构

各项贷款余额 536.91亿元，增长 30.1%。

首季“成绩单”出炉 海西经济领跑全省

□ 柴达木日报记者 浩尔娃 玖太本
李颖红 都兰融媒 才登

谈起沙漠，脑海中浮现的往往是

“大漠空高尘不飞”的静谧，或是“大

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雄浑壮美。

但在这些诗意的画面背后，隐藏着不

容忽视的现实困境：流沙如无情的巨

兽，不断吞噬着广袤的土地，狂风裹挟

着沙尘，让世代生活在这里的百姓，日

复一日地承受着风沙肆虐的侵扰。

天还未破晓，都兰县夏日哈镇河

北村附近的沙漠仍被夜色笼罩，沙丘

在寒风中起伏如凝固的金色浪涛，而

此刻青海森灵农牧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的工人们已化身沙漠“织网人”，穿戴

好巡护装备，扛着工具已赶到工作现

场。他们俯身蹲下，两两协作，将柔韧

的稻草编织成 1.2 米见方的“生态密

码”，以 10—20 厘米的深度牢牢嵌入

沙层。随着动作翻飞，细密的草方格

如涟漪般向远方扩散，金色沙海之上，

一张巨型防风绿网正悄然成形。

“最近风沙势头猛，草格一定要

扎得够密、够紧实，才能把流沙牢牢锁

住。”现场技术安全负责人马玉林边示

范边叮嘱队员，手上的动作一刻不

停。随着他们的努力，稻草方格在沙

地上不断向后延伸，守护这片土地的

生态防线。

在治沙现场，稻草方格如同金色

沙海中的绿色密码，正悄然改变着这片

土地的命运。“这些看似简单的草方格，

只是‘三北’工程生态综合治理的冰山

一角。”都兰县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井

国承望着绵延的草方格，目光中满是欣

慰与自豪，“曾经这里沙浪翻滚，如今连

绵的固沙草方格已扎根成型，就像看着

亲手培育的幼苗，一天天茁壮成长。”

以前的夏日哈镇气候变化多端，

一年四季有一半时间黄沙肆虐，百姓

的生产生活受到极大影响。夏日哈镇

河北村党支部书记杨欠本回忆起往昔

时说道：“大风过境时，家里全是沙

土，饭都吃不上，更种不了地，当时的

情况真的糟糕。”

近年来，自都兰县生态治理项目

建设启动以来，各工作队接续奋斗，与

当地村民并肩作战，在广袤无垠的沙

海中打响了生态保卫战。经过长期努

力，曾经黄沙肆虐的荒滩正逐渐被绿

色覆盖，成功实现“锁住沙边、焕新绿

洲”的生态奇迹。

据都兰县察汗乌苏河流域柴达

木盆地荒漠化防治与生态项目标段九

负责人莫云蛟介绍，自 3 月 25 日启动

以来，都兰县夏日哈镇河北村沙窝生

态治理项目施工有序。该项目创新融

合生态修复与民生保障，采取“生态治

理+就业帮扶”模式，优先录用本地劳

动力，累计创造超百个就业岗位，采取

“以工代赈”的形式，既让荒漠披上

“绿装”，又拓宽了村民的增收渠道，

成为乡村振兴战略落地的鲜活范例。

“稻草方格治沙法，植树是关键。”

马玉林一边示范一边向记者解释，“这

1.2 米的稻草方格是工人用铁锨把稻

草牢牢扎进沙里做成的，可有效减弱

地面起沙风速，这是机械固沙。”

从夏日哈镇河北村的沙区极目

远眺，连片的人工树林长势喜人，沿着

村庄边缘绵延而去，焕发出勃勃生机。

“这两年变化太大了，栽种的树

林不断扩大，形成一道绿色生态屏障，

使流沙得到控制，生态环境质量和沙

地生态系统明显改善，以前根本看不

到野生动物，现在成群的黄羊随处可

见，我们老百姓是真正的受益者。”杨

欠本感慨地说。

2024 年，都兰县荒漠化综合防治

和“三北”工程正式开工。“三北”工程

六期（2024 年—2026 年）建设总任务

69.8万亩，总投资 90903.22万元。2024
年完成荒漠化防治与生态修复 13.54
万亩，下达都兰县“三北”工程六期预

算内都兰县柴达木盆地荒漠化防治与

生态修复建设任务 13.54万亩，退化草

原修复 6万亩、草原围栏 90千米、沙化

土地新造林管护 12058 亩、夏日哈沙

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补偿 15.15万亩。

井国承说：“都兰县林草局将以

‘三北’六期工程为引领，聚焦防沙治

沙和退化草原修复等重点任务，创新

‘党建+项目’‘党建+管护’模式，引导

广大党员干部职工在生态保护一线锤

炼党性、提升能力。同时，持续开展

‘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活动，拓宽

公众参与渠道，营造全社会爱绿植绿

护绿的浓厚氛围。”

稻草方格，锁住黄沙的生态密钥，

托起乡村振兴的发展纽带。都兰县以

稻草为墨、黄沙作卷，绘就生态与发展

双赢的时代答卷，为荒漠化治理与乡

村振兴融合发展提供鲜活样本，向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大步迈进。

沙漠“织网人”编织生态“绿色密码”

治沙现场。 柴达木日报记者 玖太本 摄

柴 达 木 日 报 讯
（记者 田格斯 通讯员

焦久翼）近年来，浙江

援青指挥部茫崖工作

组紧扣高质量发展主

线，以精准招商为抓

手，通过“产业联动、

数字赋能、资源整合、

绿色转型”四维协同

模式，为茫崖市产业

升级与经济转型注入

强劲动能，逐步构建

起多元融合的现代化

经济体系。

工作组立足茫崖

资源禀赋，深度对接

台州产业优势，以“延

链补链强链”为导向，

打造覆盖生产、加工、服务的特色经济

链条。推动两地企业技术互通、产能

互补，实现从单一资源输出向全产业

链协同发展的跨越。

借力台州数字经济先行经验，工

作组构建“线上+线下”双轨营销体系：

一方面引入电商孵化机制，搭建“茫崖

优品”云展销平台，打通牛羊肉特色农

畜产品营销通道；另一方面注重利用

和发展好电商平台，为农牧产品打开

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助力农牧产业与

数字经济深度融合。

借助商会资源，工作组以“百家台

州企业茫崖行”招商考察活动为契机，

积极拓宽招商引资渠道，通过多种举

措利用各类平台促成合作。

此外，工作组还与台州市农业农村

局协商签订了《台州市农业农村局——

茫崖市农牧和水利局对口支援框架协

议》，在产业发展、品牌建设、人才交

流、消费帮扶和乡村建设等方面达成

合作交流意见，不仅增进两地农业农

村部门的合作共赢，更为茫崖市乡村

振兴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支撑。

浙江援青指挥部茫崖工作组通过

系统性、创新性的招商实践，不仅实现

了引资规模的突破，更在产业结构优

化、数字化升级、生态价值转化等领域

形成示范效应，为西部资源型城市转

型提供了可复制的“台茫协作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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