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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 追“光”逐“链”气象新
今年上半年，青海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同比增长 6.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3 个百

分点，增速位居前列。

“今年以来，青海深入实施‘抢抓机遇促

发展’九大专项行动，着力畅通经济循环，加

快释放政策红利，经济运行呈现出总体平稳、

稳中向好、全面恢复态势。”青海省统计局副

局长高平介绍。

文旅消费火热

近日，在门源县圆山观花台景区，游客队

伍如一条长龙，沿着木栈道蜿蜒至山顶，远观

十几万亩连片油菜花海铺展在山川河谷。花

海间的公路上，自驾游车辆穿梭不绝。

门源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任国霞告

诉记者，1 至 7 月份，门源县累计接待游客

112.43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57366.41

万元，同比分别增长 34.15%和 34.81%。

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吕霞介绍，

为提振文旅消费带动，他们制定印发《青海省

文化旅游促消费提振行动工作方案》，上半年

共发放文旅消费券 1441.33 万元，直接拉动消

费 5539.8 万元，间接带动消费 3.88 亿元；通过

开展文化旅游宣传推广活动，推动文化旅游

合作，进一步扩展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合作

领域、拓宽合作渠道，助力青海文化和旅游产

业高质量发展。

进入夏季，青海客流激增，民航客运量和

周转量快速增长。“针对旅游旺季，对旅游团

队，安排专用值机柜台及安检通道，提前预约

办理乘机手续；针对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

结合航班时刻加密机场巴士运行频次，增加

机场市区运行车辆，增加出租车等运行力

量。”西部机场集团青海机场有限公司市场部

服务质量业务经理高斌说。

数据显示，上半年，青海省累计接待游客

1821.9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162.3 亿元，同

比 2022 年增长 98%和 146%，分别恢复至 2019

年同期的 90.5%和 80%。

青海具有一批世界级的高品质生态旅游

资源，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等各类资源俱全。

在此基础上，青海不断完善交通旅游服务设

施，培育红色游、乡村游、冰雪游等。具有青

海特色的旅游线路不断涌现，一批最美湖泊、

最美花海成为热门打卡地。

随着“旅游+”“交通+”“生态+”的发展，

青海道路建设与生态环境、文化遗产、旅游游

憩、产业发展等深度融合，打造了以国道、省

道、铁路沿线为基础，融合交通、景观、游憩和

保护等多重功能的复合型道路，将景区串珠

成链、串点成线，成为兴业富民的“产业道”、

灿烂多彩的“文化道”、山清水秀的“生态道”。

吕霞表示，下半年，青海省文旅厅将深入

挖掘地域文化元素，借力重大文艺演出、体育

赛事、节庆会展、文旅推介等活动，聚焦夜间

消费、假日消费、旅游消费等消费新增长点，

推出各类主题文旅消费券，吸引更多游客走

进青海，畅游青海，体验和感受生态旅游魅

力，助力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

高新产业拉动

8 月 5 日，青海晶科能源有限公司二期

20GW 拉棒切方项目在西宁经济开发区南川

工业园区点火投产。“公司二期 20GW 项目是

继去年 6 月一期拉棒切方项目投产后的又一

重大项目，自 5 月 1 日开工建设，不到 100 天

就顺利实现点火投产。”青海晶科能源有限公

司基地长吴俊丰介绍。该项目预计 12 月实

现满产，届时南川工业园区单晶硅建成产能

将达 100GW，对青海省打造清洁能源示范

省，做强“千亿元光伏产业集群”，加快推进

“四地”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青海省统计局工业统计处处长任晓宁介

绍，上半年，青海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 90.7%，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81.1 个

百分点，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

29.1%，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

达 159.0%。

近年来，清洁能源赛道火热。青海清洁

能源产业具备良好的产业发展基础和优势，

清洁能源进入源网荷储一体化推进新阶段，

技术创新、建设规模、利用效率多项指标走在

全国前列。

青海打造“千亿元级光伏产业集群”引

进落地的重点企业——青海丽豪半导体材

料有限公司的主要产品为高纯晶硅，总投

资 180 亿 元 ，分 三 期 建 设 年 产 20 万 吨 高 纯

晶硅生产项目，预计实现年产值 200 亿元。

该 企 业 应 用 国 际 领 先 工 艺 ，采 用“ 绿 色 电

力”，制造“绿色产品”，打造全球竞争优势

最强的高纯晶硅生产线，实现零碳工厂和

高占比 N 型硅料、电子级质量标准硅料的

“中国制造”。

追“光”逐“链”，锚定高质量招商引资，青

海深入对接产业链上下游关联龙头企业，一

批行业领军企业纷纷落户，形成了多晶硅—

单晶硅—切片—太阳能电池—光伏组件、光

伏电站、对外输送的完整新能源产业链。

重点项目筑基

玛尔挡水电站是国家和青海省“十四五”

重点能源项目，电站总装机容量 232 万千瓦，

由 4 台单机容量为 55 万千瓦和 1 台单机容量

为 12 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成，是黄河流域

在建海拔最高、装机最大的水电站，也是国家

实施西电东送骨干电源点，光伏和风电调峰

潜力的重要项目之一。

“今年是玛尔挡水电站抢抓机遇、赶超进

度、冲刺下闸蓄水目标的关键之年，我们将紧

盯关键部位和关键环节，全力以赴促安全、抓

进度、保质量，打好项目建设‘组合拳’，推动

项目加快建设、早见成效，确保今年 10 月底

下闸蓄水的目标实现及 2024 年 3 月首台机组

投产发电。”国家能源集团青海玛尔挡水电站

基建建管中心主任王海涛说。

为确保全年工作高质量起步，青海明确

省级重点项目 200 项，总投资 7176 亿元，年

度计划投资 1024 亿元。其中，西成铁路、西

宁机场三期、玛尔挡水电站等一批项目加快

推进，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和水生态修复、

西宁大学、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一期）等重点

项目开复工建设，完成投资 182 亿元，较去

年 同 期 增 加 24 亿 元 ，有 力 支 撑 一 季 度“ 开

门红”。

投资是关键，项目是基础。3 月份，青海

集中开复工 1236 个项目，涵盖清洁能源、综

合交通、产业转型升级、新型城镇化、民生改

善等各个领域。

青海省工信厅数据显示，全省招商引资

成果丰硕。第 23 届青洽会签约各类项目 148

个，总投资额 1051 亿元。截至 5 月底，已落实

项目 143 个，开工项目 100 个，开展前期 93

个，到位资金 336.45 亿元。实现项目履约率

96.6%、开工率 67.6%、资金到位率 32%。截至

5 月底，全省招商引资到位资金 217 亿元，完

成全省年度考核目标任务的 43.4%。

今年上半年，海西州德令哈市共签订 7项

投资协议，总投资约 560 亿元。德令哈市市

长王大磊表示，自去年首批“四地”建设项目

落地开工以来，德令哈市围绕建设“工业强

市、文化大市”目标，开展全员招商，延长产业

链条，成功招引了一批大项目。

青海省省长吴晓军在调研重点项目建设

时提出，全力实施投资项目攻坚行动，高质量

加快重点项目建设，更好发挥有效投资的关

键作用，为实现“全年稳”打下坚实基础，注入

强劲动力。

乡村赛事如何成为发展招牌

潘世鹏

近日，2023 年海南（文昌）

乡镇排球联赛在“中国排球之

乡”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举行，

吸引超过 48 万人次观赛。

一段时间以来，类似这样的

比赛，在海南和其他地方还有

不少，也都吸引了大量群众和

慕名而来的游客。很多乡村因

此走红。这得益于当今互联网

传播渠道的快捷，让一个个乡村

赛事活动插上互联网翅膀飞到

了网络大舞台。更重要的是，乡

村赛事展现了乡村生活的原生

态自然美和新时代乡村新气

象。乡村赛事走红，还在于城里

人和游客希望借此契机回到乡

村、回到田园，在观赛的同时亲

近自然，感受乡村生活乐趣。

另外，乡村赛事走红，也形成了

一张张乡村文旅新名片，让乡

村声名远播乃至全国亮相。

同时也要看到，要保持乡

村赛事活动热度，延续赛事期

间的客流量，变成乡村发展的

招牌，还需多方发力。

首先要因地制宜做文章，

打造和培育地方特色文旅品

牌。乡村赛事的爆火走红，并

非一日之功，是这些乡村有着

长期举办体育赛事的优良传

统。各地发展乡村经济，不能

简单复制模仿，搞千篇一律式

体育赛事，要结合本地实际走

适合当地发展的文旅产业新业态。对于已经知名的乡村，

要不被流量裹挟，不急于求成，保留“乡土味”和公益情结，

防止因过度商业化冲淡了活动初衷。要深入挖掘乡村文化

资源，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特色发展之路。

其次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乡村振兴整体发展动

能。不断加强和完善乡村体育场地场馆建设，让更多村民

和游客参与其中，享受乡村文体活动带来的乐趣，变村民唱

独角戏为村民游客唱合唱。要聚焦“吃住行游购娱”全要

素，着力改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状况，满足游客旅游观

光的消费需求。

再次要探索融合发展模式，做好“体育+”文章。以体

育或文艺赛事为抓手，促进体育、旅游、文化等融合发展，进

一步做好“体育+文化”“体育+旅游”等“体育+”文章，推动

文体资源的有效利用、转化，让乡村赛事成为助力乡村振兴

的强大力量。

最后要加大政策扶持，形成政府搭台、群众唱戏的良好

局面。各地应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加大对乡村文旅业

发展的政策支持和资金倾斜，打造和培育更多明星赛事和

示范乡村，让乡村赛事成为乡村振兴的亮丽名片。

□ 本报记者 石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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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 日，游客在福建

省宁德市古田县凤埔龙山

生态茶园参观游览。近年

来，古田县因地制宜发展

高山有机茶产业，将茶叶

产 业 和 生 态 旅 游 紧 密 结

合，用好用活政策资源，大

力发展观光农业，带动群

众增收致富，走出一条茶

旅 融 合 发 展 的 乡 村 振 兴

路子。

王旺旺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