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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心聚力谋跨越凝心聚力谋跨越 砥砺奋进创辉煌砥砺奋进创辉煌

青海格尔木青海格尔木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将军楼主题公园将军楼主题公园

青藏铁路青藏铁路

这是个迅速崛起的城市，“工业强市”战略深入
实施，项目建设如火如荼，循环经济迈出更大步
伐；这是片生态和谐的土地，公园芳草如茵，道路
宽阔通畅，城乡面貌日新月异，植树造林、防风固
沙工作卓有成效，“三环”绿化战略加快实施；这是
处和谐幸福的家园，养老、医疗、低保等社会保障
制度进一步完善，就业、创业渠道宽广，人民群众
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

破茧成蝶冲云霄

这是一座矗立在戈壁荒滩上的坚毅城；这是一座后劲勃发
充满活力的年轻城；这还是一座历经磨砺“破茧成蝶”蜕变而出
的明珠城，前不久获得 2012 年度中国中小城市综合实力百强
县和 2012年度中国最具区域带动力中小城市百强县殊荣。这
座城市有个响亮的名字——中国盐湖城格尔木。

纵观格尔木的发展历程如同化蝶一般,在经历痛苦的挣扎
和不懈努力后终于完成了世人惊叹的华丽转身。昆仑山下,拔
地而起的高楼、铁塔展示着西北人的万丈豪情;戈壁滩上,绿树
成荫，眷恋着高天厚土下日渐秀美的家园。

美丽的格尔木河如翩翩起舞的仙子挥动着衣袖，传诵着风
情万种的动人诗篇，当夕阳恋恋不舍地从天际落下，暮色四合，
华灯初上，城市的每个广场笼罩着一片璀璨绚丽的灯火，一天
中最热闹、最喧嚣的时刻悄然临近，越来越多的市民选择到广
场纳凉休闲。饭后，或伴着家人漫步在光洁的大理石路面上，
感受“行”的舒适；或徜徉在广场乐声愉悦的锅庄音乐里，体味

“听”的享受；或跟朋友来到体育馆里，共享“动”的乐趣。当大
家兴趣盎然地纳凉休闲时，谁也不会忘记，正是因为十六大以
来格尔木经济社区的飞速发展和科学发展观的引领，才让幸福
变得如此触手可及。

在格尔木，无论是外来的客商，还是前来观光的游客，
印象最深的就是这里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随着青藏铁路格
拉段全线通车，青藏铁路西格段增建二线、格尔木—察尔汗
高速公路等重大项目的建设，格尔木—敦煌铁路获得国家批
复，格尔木—库尔勒铁路预可研通过铁道部审查，格尔木—
茫崖公路等项目建成并投入使用，有效突破了制约经济社会
发展的瓶颈，格尔木作为区域性交通枢纽的战略地位进一步
巩固和提升。交通事业突飞猛进、日新月异，条条道路像飞
舞的彩练、奔腾的血脉，带动和促进了全市经济社会各项事
业的跨越式发展。

走在戈壁新城格尔木，看不完的是美景，读不完的是绿意，
享受不完的是惬意，一张张、一幅幅代表着格尔木经济社会事
业大发展的图片将永远定格在人们心中。

小财政托起大民生

教育 格尔木教育事业在滚滚向前的时代洪流中经历了
春播夏种的艰辛，也迎来了硕果盈枝的金秋。2005 年，农牧区
学生优先享受“两免一补”（免杂费、免书本费、补助家庭经济困
难寄宿生生活费）；2010 年春季，免除了高中阶段学杂费，率先
在青海省实现了 12 年免费教育，并提高了贫困学生的补助标
准，扩大了补助范围。“十一五”以来，格尔木市在教育基础设施
方面的总投入达到 10.5 亿元，是“十五”时期的 10 倍，已基本
实现“让所有孩子都能上得起学”的目标和“让所有孩子都能上
好学”的承诺。

医疗 2009 年，格尔木率先在全省推行药品零加成试点
工作，目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乡村医疗机构基本药物配备率
达到 100%，通过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和药品零加成政策的实
施，群众就医费用明显降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遍布城区，覆
盖率达到 95%以上，城乡居民健康档案电子化建档率达到
95%，15 分钟网络化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初步形成，让居民就近
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保健服务。

生态 2006 年 7 月国家有关领导视察格尔木时，望着满
目葱翠的城市曾动情地说：“格尔木市是一座优美整洁的城市，
格尔木在植树造林、防风固沙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为子孙后代留了一片片绿荫，使我们的家园越来越美丽。”格尔
木大力实施以城市外围防护林为外环，以城市道路广场、街头
绿化带等为中环，以单位庭院小区绿化为内环的“三环”生态绿
化战略，积极推进园林绿化和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地区生态环
境得到明显改善。开高原荒漠地区春秋两季植树的先河，使植
树效率和树木成活率均大幅提高，创造了让荒漠变绿洲的奇
迹。“十一五”以来，累计完成人工造林面积达到 3167 公顷，封
山育林 10667公顷。

住房 自 2008 年 2 月，格尔木市首批廉租房住户兴高采
烈地拿着钥匙喜圆新居梦，到 2012 年 1 月，第五批廉租住房住
户在新年之前喜迁新居，明亮的房间、崭新的家电，令许许多多
特困无房户和低保家庭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心和温暖，享受
到了城市发展带来的实惠和好处。

近几年来，格尔木市陆续出台了《格尔木市城镇最低收入
家庭廉租住房管理实施细则》和《格尔木市棚改廉租房建设实
施方案》，逐步建立以货币补贴和实物配租相结合的廉租住房
保障制度；出台了《格尔木市廉租住房共有产权管理实施意见》
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房地产业发展的意见》等一系列政
策，不断推进了保障性住房融资、建设、管理的社会化进程。

戈壁滩上“太阳城”

2011 年底之前，排名世界大规模单体光伏电站之首的是

加拿大的 Sarnia，装机容量为 92MW。2011 年底之后，以“黄
河水电”格尔木 200MW 光伏电站为代表的青海格尔木 24 个
项目的同时建成、并网发电，这在青海光伏产业发展史上具有
里程碑的意义。

据统计，在同一个发电日且正常日照之下，格尔木地区并
网光伏发电系统平均发电量（相同装机）比邻省区要高 15%~
25%。格尔木拥有大量的国有未利用荒漠化土地，辖区面积近
13 万平方公里，适合发展太阳能光伏发电产业的土地面积近
6.2 万平方公里，年总辐日照时间平均高达 3358 小时，光热资
源充足，这使得格尔木成为名副其实的“太阳城”。

享誉世界、规模宏大的光伏电站群已在格尔木崛起，中电
投格尔木 200 兆瓦并网光伏发电站成为全球单体首屈一指的
太阳能并网光伏发电项目。

在加快推进“三区”建设的大背景下，格尔木紧紧抓住国家
实施新能源战略的重大机遇,坚持把发展新能源光伏产业项目
作为培育循环经济新型产业,立足自然优势和区位优势，着力
从确保并网发电、制定产业规划方面入手，推动格尔木光伏产
业又好又快发展。

遵循“大集团引领、大项目支撑、集群化发展、园区化承载”
的光伏产业发展思路，格尔木已从招商引资到招商选资，从加
快引进太阳能光伏发电材料生产企业和装备制造企业入手，形
成了一条较为完整的光伏产业生产和应用体系，格尔木正大踏
步向着千万千瓦级光伏产业示范基地迈进⋯⋯

文化惠民花芳菲

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精神和灵魂，它造就了一座城市的特色
风貌，也滋养了一方百姓的文明品性。

2011 年 5 月，格尔木市成为全省率先成功入选全国首批

31 个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的城市，并顺利通过
今年 3 月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建设督导组的检查验
收，各项创建工作得到充分肯定，达到了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示范区建设的优良档次。

近年来，格尔木市立足市情特征，把公共文化建设作为促
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不断加大公共文化设施
建设力度，努力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文化设施覆盖全市，基
本形成了“十五分钟文化圈”。

文化队伍健全活跃，形成了以歌舞团、文化协会等专业文
化队伍为核心，业余文化团体、群众文化活动积极分子、文化志
愿者为辅的专兼结合、覆盖全市、服务群众的基层文化队伍，实
现了基层文化活动经常化。同时，依托共建企业，打造文化场
所特色社区；依托丰富资源，打造文化管理先进社区；依托文化
人才，打造文化活动经常社区；依托现代技术，打造文化传播便
捷社区；依托地域文化，打造文化建设品牌乡镇。全市上下基
本形成了网络健全、结构合理、功能完善、实用性强的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格尔木，这座神奇而又年轻的城市，正承前启后，浓
墨重彩地书写着文化发展繁荣的新篇章。

社会管理“金钥匙”

作为全国 35 个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城市之一，加强社
会建设、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一直是格尔木这座新兴工业城市谋
划发展中的重要课题。如何结合当地实际，走出一条格尔木特
色的社会管理创新之路？这是一个必须面对的时代命题。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格尔木市以完善顺应科学发展的社
会管理格局来破题,确定了“34566”工作模式：

在工作机制上，实施社会综合管理“网格化”、社会组织管
理“一体化”、虚拟社会管理“系统化”3项工程。

在管理体系上，构建全局管理“大综治”、社会治安“大防
控”、重点人群“大服务”、化解矛盾“大调解”4大格局。

在人员力量上，建好“社会志愿者、维稳信息员、治安巡防
员、网络管理员、基层党团骨干”5支队伍。

在重点环节上，推动“流动人口管理服务创新、特殊人群管
理服务创新、两新组织管理服务创新、虚拟社会建设管理创新、
宗教寺院建设管理创新、社会治安重点地区综合治理创新”6
个创新。

在目标导向上，做到“社会管理能力明显增强、流动人口管
理明显有效、社会服务水平明显提高、社会治安形势明显好转、
整体发展环境明显优化、群众安全感和满意率明显提升”6 个
明显。

为实现以上相互交织、衔接有序的工作定位和目标要求，
按照“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要求，充分
发挥 1 个集中办公机构和 323 个综治组织的工作职能，累计投
入近 200 余万元专项经费和 9.36 万元岗位津贴，保证有人办
事、有钱办事、有条件办事、有能力办事，进一步形成“居民之
家”、“移动信息平台”、“便民 QQ 群”、“虚拟网格”、“警务地理
信息”、“警务微博”、“义务 110”等来自基层的好经验、好做法。

2009 年 3 月，格尔木开通了“12345”市长热线提供 24 小
时便民服务，2010 年 8 月将全市 28 个职能部门、230 项行政审
批事项纳入市行政服务中心，开展“一站式”服务。目前，“一站
式”服务模式已在基层推广、覆盖城乡。随后，又及时开通

“12355”青少年服务台和“12319”城管热线，积极搭建警邮服
务平台、社区文化驿站、沟通连心箱等，进一步方便群众，极大
地调动和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主动性和
创造性。通过看门守栋、邻里守望、联户守助等群众治安联防
活动的深入开展，格尔木探索建立了维稳协会、义务巡防队，形
成了社会管理人人参与、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良好局面。

天路架起幸福桥

有人说，格尔木因青藏公路而生，因青藏铁路而长。格尔
木一切的兴衰荣辱，一切的酸甜苦辣，都凝结在这两条路上。
格尔木是一座资源开发型的工业城市，也是青海重要的新兴工
业基地和全国首批循环经济试点产业园——柴达木循环经济
试验区的重点园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特别是青藏铁路
通车以来，格尔木市进入了发展与建设的新阶段，各项主要经
济指标一直保持两位数增长，处处充满着生机与活力。

格尔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百万吨炼油、百万吨钾肥
和石油天然气三项工程项目的投资和兴建，形成了我市的工业
框架和基础。特别是以石油、天然气化工，铬铁合金、宝玉石加
工，盐湖镁、锂、钾综合开发利用等为代表的一批资源开发型重
点工业项目相继在我市建成投产，为推进我市工业化进程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随着中信集团投资开发柴达木盆地盐湖镁、锂资
源、天然气—盐化工项目的实施、格尔木河梯级电站开发、盐电
联营等项目的实施，必将推动格尔木资源开发再上新的台阶。

站在高高的昆仑山口，你会发现，青藏铁路横跨昆仑，通信
光缆入藏通疆，青藏电网即将连体，公路航空车来人往⋯⋯如
今格尔木已经成为青海省乃至中国西部一大新兴工业城市,是
国家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的主战场。大铁路、大公路、大电
网、大通信、大航空⋯⋯立体、全方位的大交通网络日益完善，
架起了一座座幸福桥，连起了一条条幸福线，格尔木的经济社
会发展必将迎来更美好的明天⋯⋯

会议中心

金属镁一体化金属镁一体化

廉租房廉租房光伏产业

市民展示才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