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了讓各族群眾共用改革發展成果，青海
堅持「小財政辦大民生」，近些年每年拿出
75%的財力解決民生問題，重點實施了教育
惠民、就業創業、社會保障、全民健康、保
障性住房建設、基礎設施延伸、家園美化綠
化、藏區溫暖、文化惠民、社會管理創新等
「十大民生工程」。其中，2011年，全省財政
用於教育、社會保障和就業、醫療衛生的支
出分別比2006年增長3.7倍、2.7倍和2.9倍。
城鄉居民收入5年內分別增長1.5倍和1.7倍。
27萬遊牧民走出偏遠的草原，住進基礎設

施完備的新居，用上了太陽能照明，畜棚、
儲草棚及飼草基地逐步建成，生產和生活條

件大大改善。「兩基」目標圓滿完成，在全
省藏區建立了「一年學前教育+九年義務教
育+三年職業教育」全免費制度和異地辦學
獎補機制，牧區的孩子們徹底告別了帳篷學
校。
醫改實施以來，作為西部偏遠的「吃飯財

政」省份，青海不斷加大對醫改的投入力
度。三年全省衛生事業費支出累計達121億
元，其中省級財政新增醫改投入40億元，加
上中央醫改資金補助和州、縣財政投入，醫
改投入總量達到114.8億元。今年9月1日，青
海省所有公立醫院對參合參保患者實行「先
住院後結算」。

按照國家主體功能區規劃和青海省
「四區兩帶一線」（東部地區、柴達木地
區、環青海湖地區、三江源地區、沿黃
河發展帶、沿湟水發展帶、蘭青-青藏鐵
路發展軸線）區域發展規劃，青海堅持
頂層設計、總體規劃、合理佈局、加快
發展的原則，以柴達木循環經濟試驗區
和西寧經濟技術開發區為重點，做大做
強以鹽湖化工為核心的循環經濟主導產
業體系，建成全國循環經濟發展的先行
區。在產業佈局上，柴達木地區重點構
建鹽湖化工循環型產業、油氣化工循環
型產業、煤炭綜合利用產業以及高原特
色生物產業和可再生能源產業等產業
鏈。西寧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重點發
展光伏材料、電子材料、裝備製造、有
色金屬深加工、醫藥食品、輕工紡織等
產業。在青海東部地區新佈局海東工業
園區，重點發展倉儲物流、高精鋁材、
生物醫藥、鍛造模具、特色輕紡、農產
品加工等產業，構建青海東部發展的支
撐點。同時，支持有條件的縣、礦區建

設工業集中
區，鼓勵青
南地區發展
「 飛 地 經
濟」，形成各
具優勢、關
聯互動、錯
位發展的產
業格局。力
爭通過五年
的努力，使
園區經濟佔
工業增加值
比 重 達 到
80%以上，成為全省工業經濟增長的重
要引擎。

大批基建能源項目落戶
隨㠥園區的建設、高等級公路的增加、

基礎設施的改善，青藏工業園、千萬噸煤
炭開發和煤化工專案、200萬噸鋼鐵、百
萬噸煉油、百萬噸鉀肥、百萬噸堿、百萬

噸焦化廠等一大批專案相繼在柴達木盆地
建成投產，盆地內豐富的鉀鹽、石油天然
氣、石棉、有色金屬等資源的綜合開發和
循環利用水平顯著提高。據了解，「十一
五」以來，柴達木盆地已經逐步形成了鹽
湖化工、有色金屬開採和冶煉、石油天然
氣化工、煤化工等六大循環經濟產業鏈，
工業增加值持續保持15%以上的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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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建設兩手抓 節約資源改善環境

小財政辦大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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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以來，青

海省依托鹽湖、石油天然氣和有色金

屬等資源優勢，大力推進資源高效利用、循環利用，逐

步構建起一批以柴達木盆地為中心的循環經濟生態城和試驗

區。標誌㠥青海省在新的起點，開啟了科學發展的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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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前，青海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已經進入經濟加快發展、產業加快
轉型的新階段。今後的五年，對於青海來說既是戰略機遇期，也

是青海省深化改革開放、轉變發展方式、實現跨越發展的攻堅期。抓住
並用好這五年的發展機遇，對於到2020年與全國同步實現全面建設小康
社會的宏偉目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青海將立足自身在全國的資源、
生態、穩定三大重要戰略地位，圍繞科學發展、保護生態、改善民生三
大歷史任務，正確處理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三者關係，在更
高層次上實現更大的發展，在欠發達地區實踐科學發展觀的成功之路繼
續闊步前進。

礦產豐環境弱 柴達木雙面刃
柴達木地區礦產資源豐富，是青海省經濟社會發展最具有活力的地區。

但是，柴達木地區的生態又十分脆弱，環境保護的任務十分艱巨。在這樣
的地區既要發展經濟，又要保護自然環境，青海省在發展的道路上做出的
唯一現實選擇就是發展循環經濟。
要金山銀山，更要碧水青山。多年來，青海省始終用循環經濟理念統領

資源開發和經濟建設，嚴格劃分主體功能區，鼓勵引導工業向園區集中，
大力推進資源、產品、產業的融合；走低碳、綠色、聚集、循環發展的新
型工業化發展道路，大力推動開發應用源頭減量、循環利用、再製造、低
排放和產業鏈接技術，推廣循環經濟模式，也形成了一批上下游鏈接、產
業間融合、廢棄物綜合利用等產業集群。
通過多策並舉，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實現經濟發展、

社會進步、生態文明共贏，推進青海綠色文明崛起。

科技創新 轉型生力軍
青海綠色發展中亮點頻生，2011年9月發佈的《2011中國綠色發展指數

報告》中，青海綠色發展指數排名全國第三，僅次於北京、上海。這標誌
㠥青海省在綠色發展上，突出省情、彰顯特色，打出了青海品牌，走在了
全國前列。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青海省㠥力構建符合「生態立省」要求
的低碳化、生態化、高新化的綠色產業體系，在創新「綠色發展」上取得
了重大突破。
在多年的發展中，青海始終站在前沿，堅定不移地走綠色發展之路，堅

定不移地用科技創新推動綠色發展。目前，西寧、柴達木兩個國家級循環
經濟實驗區和省內各級各類工業園區、試驗區、農牧業科技園蓬勃發展，
無論是以鹽湖資源綜合利用為主體的循環經濟，還是以規模化產業化生產
為核心的高原生態農牧業；無論是鹽湖提鋰還是鎂的綜合開發，以太陽
能、風能為代表的新能源和以矽材料、鋁合金材料、鋰鎂材料等為代表的
新材料等新興產業，還是創世界之最的G兆瓦光太陽能發電基地的新能源
建設，這些專案已經深深融進了科技創新的內涵，正在成為推動青海轉型
發展的生力軍。

發展經濟園區 帶動工業增長

柴達木盆地是中國第二大盆地，「柴達木」
是蒙古語「鹽澤」的意思，這裡是鹽的世
界，蘊藏㠥極為豐富的油氣、煤炭及金屬礦
藏。盆地內總面積5,856平方公里的察爾汗鹽
湖是中國最大的鉀鎂鹽礦床，其各類資源總
量達601億噸。自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
鹽湖集團的前身青海鉀肥廠就在這裡開發鉀
肥資源，但是受技術條件和發展階段的限
制，一直以鉀的開發為主，大量的鈉、鎂、
鋰等伴生資源都被當做「廢料」排放。如何
把寶貴的資源吃乾搾盡，成為迫在眉睫的現
實問題。如今，從單一開發轉向綜合利用、
延長產業鏈條等循環經濟模式的探索，有效
實現了資源的「再利用」。

污染浪費同時解決
在鹽湖集團車間裡，一袋袋PVC產品從生

產線上陸續送出。今年9月底百萬噸鉀肥產
品綜合利用專案一期工程將全部投料試車成
功，打通全部工藝流程。除了PVC，目前還
生產出了氫氧化鉀、甲醇等產品。工藝流程
全部打通後，還將生產出合成氨和尿素。這
一專案的建成首次實現了柴達木盆地中的鹽
湖資源與天然氣資源、煤炭資源的有效結
合，標誌㠥鹽湖資源開發由單一的鉀鹽生產
向鉀堿結合、無機化工向有機化工轉換。如
今，在整個柴達木盆地，諸多企業不僅通過
延長產業鏈來提高資源再利用水準，而且通
過產業間融合推進尾礦「資源化」。
在柴達木盆地西北部錫鐵山鎮，年採選礦

石能力超過150萬噸的西部礦業錫鐵山鉛鋅
礦是國內最大的鉛鋅原料生產基地之一，這
個企業除生產鉛精礦、鋅精礦外，每年還會
產生10多萬噸尾礦硫精礦。20多年來，大量
的硫精礦尾礦堆積如山，污染環境。
為了處理尾礦污染和浪費的問題，當地政

府於2007年引進了產業關聯度極高的青海創
新礦業開發有限公司選礦尾渣製硫酸、磷酸
一銨專案，不僅全部消化掉鉛鋅礦當年產生

的尾礦，而且消化了一部分以前堆積的尾
礦，帶來了數十億元的工業產值。與此同
時，一個由採選礦、硫酸化工、化肥和水泥
組成的循環經濟產業網也應運而生。

加快產業融合 優化資源配置
今日柴達木，像青海創新這樣的發展模式

已不鮮見，通過加快產業融合和優化資源配
置，柴達木盆地內資源開發正在由粗放型向
綜合利用轉變，循環經濟的發展路徑越來越
清晰。
今年8月初，《柴達木循環經濟試驗區主

導產業體系規劃》正式出台。在未來幾年
內，青海省將投資2,000億元，構建七大產業
體系，培育形成十大產品生產的基地，爭取
到2020年，把柴達木建設成為在世界類似產
業中發展循環經濟模式的典範和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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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多項醫改指標走在全國前列。 ■青海省雜多縣薩呼騰鎮的生態移民新村。

■柴達木盆地澀北氣田首站。青海油田天然氣管輸送能力強，可確

保向甘肅、青海、寧夏三省區源源不斷輸送天然氣。

資源再利用 延長產業鏈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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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達木循環經濟試驗區㠥力提高資源利用

率和減少廢物排放。圖為青海油田格爾木煉

油廠的二氧化碳回收爐。

■鹽湖鉀肥工程工地迎㠥朝陽。■青海烏蘭50兆瓦併網光伏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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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達木一鹽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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