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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主战场”

在风语低回、苍翠绿波中驱车穿
行南北山，抬首，湛蓝天空下，一色的
深青浅绿铺展开来。

在 阳 光 和 煦 、花 红 柳 绿 的 街 头
漫步，放眼望去，春意盎然中，是市
民惬意游玩的身影，是一张张幸福
的笑脸。

西宁地处西陲，城区平均海拔
超过 2200 米，干旱缺水、缺林少绿
曾是这个城市的写照。为了种树，
西宁人车载肩挑，运土栽苗；在山
脚下建泵站，陡坡上铺管道，林灌
系统犹如蜘蛛网遍布山体；无论城
区拆除出的空地，还是大片工业规划
用地，都毫不犹 豫 用 来 建 成 绿 地 花
园或生态园林⋯⋯

西宁城区东西狭长，南北两山对
峙。数代西宁人花了 30 多年时间，使
得南北两山森林覆盖率由 7.2%提升

到 79%，完成从缺林少绿到绿水青山
的“城市换装”。完成国土绿化 501.7
万亩，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 36.5%，区
域森林覆盖率提升至 79%，生态之风
吹美吹绿了西宁。

打造高原“绿谷”城市，立足河湟
谷地自然环境和生态特性，西宁以国
家公园示范省建设为引领，探索推进

“公园城市+自然保护地”新模式，全
面建成自然保护地管理体系。以山
脉、水系为骨架，以河流、交通沿线为
廊道，筑牢“一芯两屏三廊道”城市生
态屏障⋯⋯朝气蓬勃的古城西宁，正
描绘着青藏高原上生态文明典范城
市建设的宏伟蓝图。

抢抓重大国家战略机遇“走在前”

西宁，文化历史悠久。在保护绿
水青山，巩固民生福祉的前提下，创
新发展方式，提升发展能级，保持省
会隆起对西宁而言格外重要。

2021 年，西宁市地区生产总值突
破 1500 亿元大关，较 2012 年 627 亿元
翻了一番多，年均增长 9.2%。2021 年
GDP 增速在全国 26 个省会城市中排
名第 9 位。

既肩负感恩奋进的重任，也有拼
搏赶超的压力。西宁市提出了未来
五年的目标：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
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
系统观念，深化改革开放，统筹发展
和 安 全 ，按 照 青 海 省 推 进“ 一 优 两
高”、建设“五个示范省”部署，以打造
生态文明高地引领高质量发展，推动
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不断
取得新成就，聚力建设现代美丽幸福
大西宁。

目前，在共建“一带一路”、新时
代西部大开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
扶、兰西城市群建设等重大战略机遇
叠加，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绿色低碳
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高质量
发展的基础日益夯实、动力持续增强
的大背景下，西宁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并存。基于此，西宁全市上下正在主
动作为、奋发有为、担当善为，以感恩
奋进、拼搏赶超的姿态和成效，做好
西宁工作、彰显省会担当、服务全省
大局。

蹚出具有地方特色高质量
发展的“新路子”

对于西宁来说，高质量发展不但
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机遇，更是一
个寻求弯道超车、寻求突围的良好
机遇。

走进青海高景太阳能科技能源
有限公司，2200 台单晶炉正在全线
运转，工人们目不转睛地在屏幕前
操作，一旁的架子上，数十根刚刚
出炉的单晶硅棒银光闪亮。随后，
这些单晶硅棒将被源源不断供应至
下游光伏企业，制成各类光伏发电
产品。

西宁经济结构逐步优化升级表
现为三个方面的转变：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三次
产 业 比 由 3.7∶49.4∶46.9 调 整 为
3.8∶33.5∶62.7，三产占比提升 15.8 个
百分点，成为支撑西宁市经济发展的
第一大产业。

——投资结构不断升级。累计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近 1 万亿元，年均
增长 13.1%。工业、基础设施和房地
产 投 资 分 别 占 全 市 投 资 的 20% 、
24.3%、41.2%。民间资本占全部投资
的 53.8%。深入实施招商引资“一号
工程”，推行链长制、包保制等，引进
天合光伏全产业链，高景、丽豪、阿特
斯等一批知名企业、头部企业纷纷入
驻 西 宁 ，产 业 基 础 、集 群 效 应 日 益
凸显。

——消费动能不断增强。实现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621 亿元，较
2012 年增长 2 倍，占全省的 65.5%，
西宁作为全省商业中心功能凸显。
电商交易规模保持年均 22.6%的高速
增长态势，建成万达、新华联等城
市商业综合体 62 家，打造力盟、唐
道 637 等一批特色文化旅游消费街
区，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加速创新
融合。

在新一轮竞争中“突围而出”

西宁城区以西 30 多公里处，西宁
经济技术开发区甘河工业园区的亚
洲硅业多晶硅生产线技术人员正在
紧张地点火、调试还原炉等设备。这

里即将出炉的多晶硅材料，经过一系
列工艺处理，再切片、刻蚀、压印、镀
膜，制成太阳能光伏板，运至茫茫戈
壁滩叠架起“蓝色海浪”。

2021 年 ，西 宁 市 完 成 工 业 投 资
129 亿元，同比增长 54.6%，经济总量
首次突破 1500 亿元；招商引资项目落
地 37 个，总投资 383 亿元，到位资金
200 多亿元。

生态优先，既是产业要求，也是
发展机遇。一大批火力发电机组关
停退出，带动光伏、风机等制造材料
生产如火如荼。“风光”装机量攀升，
新能源汽车备受青睐，促使锂电储能
产业蓬勃发展。

青海高景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车间里机器轰鸣，上千台单晶炉正满
负荷生产。比亚迪动力电池新生产
线正在安装调试设备，新型刀片电池
即将成批出厂。

当前，西宁市多晶硅、锂电材料、
碳纤维三项清洁能源装备生产材料
的产能，分别约占全国的 20%、33%、
36%。

“十四五”期间，西宁市将打造光
伏制造、锂电储能、新型材料三个千
亿级产业集群。依托青海水力、太阳
能、风力等清洁能源发电占比约 90%
的突出优势，全市以电力消耗为主的
传统高能耗企业，正转变为低碳排放
的绿色产业。

2021 年前三季度，西宁全社会能
源消耗中约 7 成是用电。其中以工业
为主的第二产业，能源消耗超过 80%
都是清洁绿电，相比传统化石能耗减
少二氧化碳排放 2860 万吨。

从资源型产业向新能源、新材料
产业转型，西宁不断加快经济发展的

“绿色变身”，形成南川工业园区锂资
源精深加工、东川工业园区硅材料光
伏产业链、生物产业园区重点孵化科
技产业、甘河工业园区有色金属生产
等以深加工及特色化工业为主的产
业发展布局。

总量在增长、结构在优化、民生
在改善、动力在积蓄，经济发展取得
历史性成就，招商引资取得突破性进
展，现代美丽幸福大西宁建设取得开
创性局面。

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6.8%；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8.3%；全市进
出 口 总 值 达 22.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2.4% ，占 全 省 进 出 口 总 值 的
71.8%⋯⋯

主 要 经 济 指 标 增 速 领 跑 全 省 ，
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西宁厚植经
济高质量发展坚实基础取得实效。
这是全市上下统一思想，拧成一股
绳、劲往一处使，感恩奋进、拼搏
赶 超 的 结 果 。 是 建 立 创 新 机 制 体
制，勇于自我超越、比学赶超、争
先进位，努力在新一轮竞争中实现

“突围”的结果。

一流营商环境让西宁经济
驶入“快车道”

根据日前发布的青海省营商环
境评价报告：西宁成为全国营商便利
度提升较快的城市。

西 宁 市 狠 抓 优 化 营 商 环 境“ 一
把手工程”和招商引资“一号工程”，
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以市场评
价为标准、以企业感受为标尺，全力
当好企业“金牌店小二”，构建亲清
政商关系，营造亲商重商尊商浓厚
氛围。

随着一系列鼓励民间投资政策
出台和营商环境不断优化，民间投资
占比提高，全市民间投资发展活力不
断增强，对投资增长的贡献率稳步提

升，成为拉动全市投资增长的主要动
力。西宁市市场主体快速增长，全市
市场主体同比增长 16.9%，达到 23.7
万户。

深化“放管服”改革，市级审批事
项由 342 项减少至 78 项，企业开办、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不动产登记等时
间大幅压缩。实施营商环境“一把手
工程”，市场主体由 16.1 万户增加到
23.7 万户。

全面推行“链长制”，持续掀起项
目建设热潮，36 个延链补链强链项目
落地。全面推行市级领导包保机制，
倾力为企业解决难题，重点包保工业
企 业 实 现 产 值 63.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48.9%。

一系列措施有效促进了相关行
业企稳，有力确保了全市经济提质扩
量增效发展，一批批科技含量高、示
范带动强的好企业纷至沓来，项目落
地开花——

2021 年 总 投 资 约 180 亿 元 的 高
景太阳能 50GW 直拉单晶硅棒项目、
总投资 30 亿元的年产 16 万吨高能密
度锂电材料智能制造基地、阿特斯
光伏年产 10GW 单晶项目、亚洲硅业
年产 4 万吨电子级多晶硅项目⋯⋯
一批含金量高的项目在西宁集中落
地。

在“高景项目”之后，泰丰先行依
托青海省锂资源优势扩大产业规模，

开工建设 16 万吨高能密度锂电材料
生产线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年产值
可达 200 亿元。

西 宁 市 锂 动 力 电 池 、 光 伏 制
造、合金材料、特色化工、生物医
药和高原动植物资源精深加工五大
产业初具规模，在全国率先建成万
吨碳纤维生产基地、光伏智能工厂
200 兆瓦 N 型电池项目、第六代锂
电池生产线。锂电产能接近全国产
能的三分之一，三个千亿级产业集
群加速培育，为积极融入世界盐湖
产业基地和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
建设打下坚实基础。2021 年规模以
上 工 业 增 加 值 增 长 21.4%， 年 均 增
长 13.4%，对全省贡献率达 77%，增
速位居全国前列。规模以上工业总
产 值 由 2012 年 的 1031 亿 元 增 长 到
1571 亿元。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
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由 5.1%提高到
24.7%。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
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增加值分
别 增 长 54.8% 、 54.4% 、 48.8% 和
89.4%。东川、南川、生物园区被评
为国家绿色园区，亚洲硅业、圣诺
光电等 14 家企业被评为国家绿色工
厂 。 入 选 全 国 首 批 “ 千 兆 城 市 ”，
2021 年 数 字 经 济 规 模 达 457.4 亿
元，同比增长 31%，占全省比重提
高到 57.1%。

（数据来源：中共西宁市委宣传部）

西宁西宁：：一座西部城市的绿色发展之路一座西部城市的绿色发展之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青海省西宁市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实现新跨越，与

全国全省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先后荣获全国文明城市、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国家卫

生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等殊荣，正在开启聚力建设现代美丽幸福大西宁

的新征程。

俯瞰生态西宁

西宁朝阳立交桥

西宁北川湿地

亚洲硅业生产线

圣源地毯藏毯生产车间

中复神鹰碳纤维生产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