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编辑 许跃芝 郎 冰 董庆森

“格尔木的风景和内地的青山绿水相比
有很多不同之处，湛蓝的天空，巍峨的昆仑
山脉，飘渺的玉珠峰⋯⋯”初来格尔木的游
客总会发出这样的感叹。寻遍格尔木的旅游
资源，西王母瑶池清澈透亮、气象万千；玉
珠峰冰川广袤、极富挑战；昆仑山国家地质
公园峰峦叠嶂、物种丰富；雅丹地貌风蚀美
景、鬼斧神工；察尔汗国家矿山公园卤水碧
波荡漾、盐花千姿百态⋯⋯那独特神奇的豪
迈景色令人流连忘返。

格尔木市位于青藏铁路世界顶级旅游
带，以“青藏高原、世界屋脊、地球第三
极、昆仑道教文化”为轴心的旅游资源十分
丰富，作为国家4A级景区有长江源头、雪山
冰川、昆仑雪景、瀚海日出、沙漠森林等独
具特色的自然景观，是观赏青藏高原风光、
野生动物活动和进行科学考察、登山探险的
理想之地。市区四周，山川形胜，风光奇
特，绚丽多姿，因而又有“世界地貌博物

馆，世界屋脊上的游乐园”之称。
每年进入 6 月以后，青藏线、昆仑山便

迎来了旅游旺季，人们或是自驾游，或是自
行车、摩托车自由骑行，游客被这里壮美的
自然风光吸引，拿出相机，拍下美丽的景
色，对大美昆仑赞不绝口。

格尔木以它闻名中外的冰川地质遗迹、
大地震遗迹、独特的青藏线人文景观、壮美
的高原风光，成为众多游人的向往胜地。通
过建设高原特色旅游中心，完善旅游资源有
效开发、合理利用、科学管理体系，使格尔
木从一个新兴的区域性旅游重要节点向成熟
的中国西部地区著名高原特色旅游目的地城
市转变。旅游业整体实力明显增强。通过大
力开展旅游宣传营销，强化旅游市场监管，
格尔木呈现出旅游业持续稳定增长的良好态
势，旅游接待人数、旅游收入屡创新高。
2014 年，格尔木市各旅游饭店及景区共接
待游客 243.1 万人次。昆仑山世界地质公

园、盐湖国家矿山公园、玉珠峰国家登山训
练基地等 17 处旅游景点；青藏高原汽车探
险旅游、昆仑山道教寻祖旅游、玉珠峰登山
探险旅游、可可西里科普考察旅游等独具地
方特色的旅游线路 10 余条，使格尔木旅游
形式从单一的观光游览向徒步穿越、自行车
骑行、自驾游体验、民俗科普、登山探险等
旅游形式转变。全市基本形成了涵盖食、
宿、行、游、购、娱六大类的旅游产业综合
服务体系，分布日趋平衡。

围绕打造区域性高原特色旅游中心，格
尔木发挥优势，完善规划，加大投入，全市
旅游基础设施及配套功能日益完善，旅游接
待能力和服务水平明显提高，旅游业增速超
过 GDP 增速和服务业增速，呈现出蓬勃发
展的良好态势。“一心一环四轴五区”的发
展结构体系，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揭
开格尔木那一层层神秘的面纱，领略格尔木
那神奇瑰丽的自然奇观。

华灯初上，夜幕下的格尔木尽情地展
示出了戈壁“不夜城”的风采：这边霓虹
灯争奇斗艳；那边火树银花照亮夜空；“绚
丽 春 色 、 五 彩 之 夏 、 金 黄 秋 色 、 冰 雪 蓝
天”融合四季美景的灯光交相辉映，轻松
欢快的广场舞，热闹非凡的夜市，显得温
馨而浪漫。

在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如何更好地融
入丝路经济带？市长王勇说，无论是历史还
是现实，格尔木都具备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
的文化、地缘、资源优势和现实条件，我们
将综合审视、充分运用区位优势、特色资源
和南丝绸之路的历史渊源，紧紧抓住这一千
载难逢的战略机遇，全面融入丝绸之路经济
带建设。

几十年来，格尔木人用自己的智慧谱写
了青藏高原上一首首动人的赞歌，创造了世
界屋脊一个个令人惊叹的奇迹。如今的格尔
木不但聚集了越来越多的人气，也逐渐成为
青藏高原、丝绸之路经济带上一颗耀眼的夜
明珠。

格 尔 木 ：丝 路 夜 明 珠 今 更 亮
本报记者 马玉宏 通讯员 李莎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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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简陋的盐船采盐，用盐块作砖搭建
房屋⋯⋯1958年，依托格尔木盐湖资源，青
海察尔汗钾肥厂成立，拉开了格尔木工业产
业发展的序幕。如今，浩瀚的盐湖上，星星
点点地停靠着先进的采盐船，现代化的生产
工艺和设备，为盐湖资源的发展壮大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也为格尔木依托特色优势资
源，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奠定了基础。

2003 年 10 月，借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
实施的东风，投资 25.8 亿元的青海钾肥百万
吨工程基本建成，由此我国成为世界上第 7
个拥有百万吨钾肥生产能力的国家。当时受
技术、资金条件的限制，察尔汗盐湖的资源
开发，始终没能摆脱单一提取钾肥的粗放型
开发模式，大量的钠、镁、锂等伴生资源都
被当作废料排放堆积。

2005 年 10 月，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
被列入首批 13 个国家级循环经济试验区，
使盐湖中的所有资源都得到有效利用。为

延长产业链，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2005
年底和 2007 年底，青海盐湖集团以氯化钾
综合利用为主的一期项目和以氯化钠综合
利用为主的二期项目先后开工建设；以盐
湖资源综合利用为核心打造国内最大盐化
工产业集群的宏伟蓝图在察尔汗盐湖正式
实施。2009 年以来，格尔木按照国家发展
循 环 经 济 的 政 策 和 要 求 ， 在 资 源 综 合 开
发、废物利用、清洁生产等方面进行了积
极探索和实践，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加快
循环经济发展步伐。2010 年，国务院正式
批复 《青海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总体规
划》，盐湖城传统的“资源—产品—废弃
物”的单向直线式经济发展模式，被正式
改 写 为 “ 资 源 — 产 品 — 废 弃 物 — 再 生 资
源”的反馈式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在西部
率先走出一条资源开发可持续发展之路。
2013 年，总投资 1.8 亿元的青海盐湖集团盐
湖新域青海水泥百万吨生产线在格尔木察

尔汗盐湖建成投产，标志着盐湖循环经济
及资源综合利用又迈出坚实的一步。青海
盐湖百万吨水泥生产线，每年可吃掉粉煤
灰约 40 万吨，形成年产水泥 100 万吨、商
品混凝土 40 万立方米生产能力，年工业总
产值逾 6 亿元，利税总额近 5000 万元。以
盐湖海纳化工公司 4600 吨熟料生产线做支
点，利用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化工
公司产生的粉煤灰作为生产水泥的混合材
料，实现了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提升了
盐湖工业股份公司循环经济水平，降低了
粉煤灰储存和运输成本。

作为青藏高原第三大城市，格尔木既是
青海省新兴工业基地，也是柴达木国家级循
环经济试验区的核心区和主战场，在发展循
环经济、资源配置、产业基础、交通区位等
方面都具有显著优势。格尔木境内矿产资源
具有成矿条件好、类型全、品位高、储量大
和产业关联度强的特点，为推进产业融合发

展、构建循环经济产业链提供了资源保证。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尤其是随着百万吨炼
油、百万吨钾肥和石油天然气三项工程的建
成和投产，格尔木已初步实现了以盐湖化
工、石油天然气化工和黑色有色金属采选冶
为主体的产业体系，形成了以昆仑经济开发
区为平台，以盐湖工业小区、石油天然气工
业小区、冶金工业小区为支撑的产业定位明
确、功能区划分明的园区发展格局。

从万丈盐桥向东西两侧眺望，现代化盐
湖化工企业大发展的恢弘气势尽收眼底。格
尔木以钾肥产业、盐化工产业为链条，建成
了我国最大的镁产业基地。

国务院把柴达木盆地列入国家首批循
环经济试点产业园区后，格尔木以发展循
环经济为方向，围绕盐湖资源，通过产业
链 延 伸 和 连 接 ， 将 电 力 、 石 油 天 然 气 化
工、盐湖化工、煤化工、有色金属、建材
等多种产业横向连接起来，并通过“盐立
方”,串联起了有色金属和煤盐结合化工等
多个领域，带动了氯、钠、煤、石灰石等
多种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初步构建起循环
生态工业链网。循环经济正成为格尔木乃
至青海省实现产业突围的助力，不断演绎
出格尔木工业经济发展的新传奇。

2006 年，格尔木市在郭勒木德镇新乐
村率先种植了千亩枸杞，当时很多人持观望
态度，经过几年的摸爬滚打，现如今，枸杞
产量逐渐趋于稳定，产值逐年攀升，同时也
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枸杞种植的行列当
中，并且从中受益。在格尔木的大格勒乡，
村民这几年靠种植枸杞过上了好日子。红红
的枸杞，彻底改变了乡里的面貌，汽车、洋
房甚至出国旅游在这里都已经不是什么稀罕
事了，年收入百万元也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
想。“我家 2014 年种了 20 亩枸杞，毛收入
50 多万元，这几年，我们按照企业+合作
社+种植户的模式，枸杞收入逐渐增加，生
活越来越好。感谢党和政府给我们的好政
策 ， 也 感 谢 企 业 给 我 们 带 来 这 么 好 的 收

益。”大格勒乡查那村枸杞种植户冯永辉说
起枸杞高兴得合不拢嘴。

一个又一个枸杞丰收年，乐了田里的
种植户，也乐了厂房里的工人。近年来，
格尔木不断加强指导协调，创造性地开展
工作，实现枸杞产业区域化布局、规模化
种植、工业化经营、标准化管理，有效提
升了枸杞产业发展水平。同时，各相关部
门积极为枸杞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
的法制保障，劳动保障部门主动加强与青
海海东、西宁等地的协调力度，及早签订
劳务合同，引进季节性务工人员，有效解
决了枸杞收获时用工荒的难题。红彤彤的
枸杞挂满了枝头，带动一批枸杞种植户致
富的同时，也为枸杞采摘工带来了收入。

“格尔木的枸杞就跟咱家里的朝天椒差不
多，3 个小时就摘了 40 多斤，这就是 40 多
元钱呀！”来自四川 47 岁的王师傅已经连续
几年到格尔木采摘枸杞了，每年都能通过
采摘枸杞获得一笔可观的收入。

近年来，格尔木市围绕调整农业种植结
构，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大力发展枸杞种
植、加工产业，采取扶持引导、银行贷款、
招商引资、统防统治等多种措施，推动枸杞
产业向标准化生产、基地化建设和订单式农
业方向发展，实现了枸杞种植规模的不断扩
大和质量安全管理水平的稳步提升，枸杞产
业已经成为拉动农牧业经济增长的主导产
业，一批批枸杞通过合作社销往全国各地及
欧美等国家和地区，打响了格尔木枸杞的品

牌，也坚定了格尔木市打造有机枸杞的信心
和决心。

为了让格尔木枸杞走出高原，格尔木
不断加大枸杞深加工产业的引领和培育力
度，通过对格尔木枸杞进行包装及品牌推
广 ， 让 枸 杞 走 出 格 尔 木 ， 走 向 世 界 。 目
前，该市建立了枸杞标准化生产基地 1.7 万
亩，占枸杞种植面积的 41.5%；建设出口枸
杞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 1 万亩，洁净晾晒基
地 5 个，完成有机枸杞产地认证 1.2 万亩，
率先建成全省第一个枸杞农产品质量安全
示范区。枸杞林下经济加快发展，枸杞鸡
养殖规模达到 1.3 万羽，枸杞花蜜产量突破
35 吨，枸杞黄酮、枸杞茶、枸杞含片、枸
杞饲料等产品研发顺利，为枸杞产业健康
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2014 年格尔木枸杞种植面积达到 4.6 万
亩，实现产值 3.3 亿元，为枸杞产业健康快
速发展提供了动力。同时，也使格尔木枸杞
产业走向产销一体化道路，编织了一个红色
枸杞绿色发展的梦。

盐 立 方 演 绎 新 传 奇

红 枸 杞 编 织 绿 色 梦红 枸 杞 编 织 绿 色 梦

大 昆 仑 迎 来 生 态 游

说起中国盐湖城说起中国盐湖城，，这这

个名字可谓响当当个名字可谓响当当。。在距在距

离格尔木市北部约离格尔木市北部约 6060 公公

里里，，有一个名为察尔汗的有一个名为察尔汗的

地方地方，，这里有这里有1414个比杭州个比杭州

西湖还大的盐湖西湖还大的盐湖，，面积为面积为

58565856平方公里平方公里，，是我国最是我国最

大的钾镁盐矿床大的钾镁盐矿床，，已探明已探明

钾盐总储量钾盐总储量33..22亿吨亿吨，，还有还有

丰富的镁盐丰富的镁盐、、锂盐等资源锂盐等资源

格尔木还有一张金名格尔木还有一张金名
片片，，就是如金似火的红枸就是如金似火的红枸
杞杞。。远远望去远远望去，，恰似一粒恰似一粒
粒串起来的红玛瑙粒串起来的红玛瑙，，引人引人
注目注目。。每到每到77、、88月份的采月份的采
摘季节摘季节，，一批批采摘工在一批批采摘工在
枸杞地里枸杞地里““淘金刨银淘金刨银”，”，枸枸
杞种植不仅带动了农民增杞种植不仅带动了农民增
收收，，还打造了格尔木枸杞还打造了格尔木枸杞
的品牌的品牌

““环境优美环境优美，，生态宜生态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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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业的戈壁新城宜业的戈壁新城，，通过大通过大

力改善环境力改善环境，，吸引了越来吸引了越来

越多的游客前来观光越多的游客前来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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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羚羊在游客们的细心照料下茁壮成长藏羚羊在游客们的细心照料下茁壮成长

。。李莎莎李莎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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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运行中的年产百万吨钾肥项目建成运行中的年产百万吨钾肥项目

。。马玉宏马玉宏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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