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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望无垠的蓝天，延绵起伏的远山，清澈见底的

流水，郁郁青青的草甸，这是青海果洛州玛沁县大武

镇牧场的“新面孔”。

人们可能很难想象，在 10多年前，这里曾是一片

寸草难生的“黑土滩”。

上世纪 90年代初，三江源高寒草地严重退化，牛

羊无食，害鼠肆虐。

1995 年，在国家科委和青海省科委资助下，科研

人员历经 50余天，行程 7000多公里，深入青藏高原腹

地考察，终于找到了退化的“元凶”。

让科技支撑三江源生态保护，从 2011年开始，科

技部和青海省建立了部省会商制度，进一步推动青海

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建设、高原现代农牧业发展、

三江源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

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

生产力。在过去 3 年里，科技部直接支持青海项目

357 项，资助经费 3.87 亿元，为青海实现创新驱动绿

色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部省会商制度建立后，科技部通过一大批项目

的实施，推动了青海循环经济、高原现代生态农牧业、

新能源、三江源生态保护与建设等领域在绿色发展上

的战略性突破。”青海省委书记骆惠宁说。

让“太阳能”温暖世界：一个资源
大省的转型梦想

世界上最大的盐矿储地，世界上饲养牦牛最多的

地区，中国河流发源最多的地区，中国出产冬虫夏草

最多的地方……青海，拥有着令人惊叹的资源。

电力、盐湖化工、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青海堪

称我国的“资源宝库”。

不过，青海人很清醒：资源总有一天要用完，重工

业低效率又高污染，进行绿色发展的战略性突破势在

必行。

2013 年 7 月 5 日，青海德令哈，50 兆瓦塔式太阳

能光热发电站，一期 10 兆瓦工程并网发电。从这一

天开始，我国自主研发的太阳能光热发电技术，达到

了大规模工业化应用水平。

以太阳能综合利用为核心，推动青海新能源经济

发展。时间回到 3年前，2011年 10月 27日，科技部与

青海省政府在西宁举行工作会商制度议定书签字仪

式暨第一次工作会商会议，明确提出了“推动太阳能

综合利用示范基地建设，构建青海太阳能、高原风能、

水电等可再生能源互补的能源体系”的战略目标。

——让太阳光照亮大地。

玉树州，曲麻莱县，一个动人的故事正在上演。

这里，原本仅靠一座二级水电站供电，因为电量

不足，冬日里只能隔天供电，且仅可供 6小时。

2013年 12月，在科技部门的支持下，这里建成了

世界上最大规模离网光伏电站——青海玉树州曲麻

莱县 7.203 兆瓦分布式离网光伏电站，年总发电量约

为 1060万度。

如今，这里的发电量可满足曲麻莱县城 3866 户

常住户，1万流动人口，还有自来水厂、肉联厂、鹿厂、

砖厂、寺院的基本用电需求。

再看西宁国家太阳能光伏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

这里以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川工业园区为依

托，基本形成了多晶硅冶炼—多晶硅铸锭—单晶硅拉

晶—切片—电池片—光伏组件—青海光伏电站终端

市场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聚集了石英坩埚、光伏玻

璃、光伏铝边框、光伏逆变器等配套光伏企业。

2013 年底，这里累计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502 亿

元，年均增长 53%；工业增加值 331 亿元，年均增长

101%；工业销售收入 885亿元，年均增长 102%。

如今，国家 863 计划重大项目——“大型光伏并

网系统设计集成技术研究示范及装备研制”，已获国

拨经费资助 1.3 亿元，集工程示范、技术开发、现场测

试、实证研究和人才培养为一体，将为建设国家级太

阳能光伏发电基地和国家重要的太阳能光伏产业基

地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让太阳能温暖世界。

针对青海在建的太阳能光热电站，以中广核

50MW 槽式热发电项目为依托，主要开展槽式集热

器、蓄热技术、跟踪及控制技术等系统集成研究，组织

开展槽式集热器、蓄热技术、跟踪及控制技术等系统

集成研究，以推动相关技术及产品的国产化和太阳能

光热发电试验示范基地建设。

以 10 兆瓦塔式太阳能热发电站为依托，解决了

追日、定日等太阳能聚光发电的核心技术，实现了太

阳能聚光发电高效率、高可靠性，建成了我国首座商

业化运营的光热电站。

与此同时，大力实施金太阳示范工程项目，推动

新能源的广泛应用，改善无电地区人民生产生活条

件，先后共组织申报国家金太阳示范工程项目 61项，

国家立项 24 项，获得中央财政建设补助资金合计

13.74 亿元，实施建设 93 座光伏电站、109811 套户用

电源、352座通讯基站和 264套光伏提水系统，总装机

容量 89兆瓦。

为把青海建成为全国最大的光伏发电基地和全

国重要的光伏产业基地提供技术支撑，这里支持青海

光伏产业科研中心建设，今年已投入科研经费 3000

万元；推进青海大学新能源光伏产业研究中心建设，

解决相关科学技术问题，同时为产业发展培养人才；

支持搭建青海省新能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青海省硅

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青海省太阳能热发电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等一批光伏产业科研平台。

目前，青海光伏电站并网装机容量超过 310万千

瓦，形成了多种形式、不同类型光伏光热发电技术集

成与示范应用的局面。

“科技春风”吹绿“黑土滩”：为西
部农牧业发展提供样板

从长江源头到澜沧江源头，一路上水量充盈，草

长莺飞。

直到黄河源头区达日县，一片片“黑土滩”上，倔

强地生出一绺绺嫩绿的牧草，让人们看到生态恶化与

治理的争斗依然激烈而持久。

“黑土滩”，高原高寒草甸独有的生态恶化现象，

因过度放牧等原因，草场严重退化，经风蚀和水蚀后

形成“秃斑”状裸露土地。

它像传染病一样，在草原上蔓延，继而成为“黑尘

暴”的沙尘源。

为了让牧民彻底告别草原“脓疮”，科技部和青海

省在协商共建中持续发力。

在科技部支持下，围绕国家三江源、青海湖、祁连

山等生态保护建设工程，青海通过国内科研院所联合

攻关与示范，建立了三江源生态综合监测与评估示

范，查清了重度退化草地黑土滩的面积分布，建立退

化草地治理的样板示范地达到 4万亩；

为三江源地区选育各类适宜草种并进行扩繁，许

多等优良草种已在工程中普遍使用，满足了三江源工

程的需求；

一批农牧区清洁能源技术在三江源地区得到有

效推广，为三江源生态保护与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

针对青海湖生态和环境问题，提出了青海湖流域

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模式，建立了 8个试验示范区和治

沙防控点、以及各类试验示范基地 3.1万亩，相关技术

在青海湖生态工程建设项目中得到应用。

如今，在科技部支持下，祁连山地区生态治理技

术研究与示范，正在顺利实施。

科技春风起，吹绿“黑土滩”。经过持续的探索，

青海以建设高原特色生态农牧业为切入点，为西部农

牧业的发展提供了样板。

——在这里，推进海南州生态畜牧业国家可持续

发展实验区建设。

近两年来，在部省共同推动下，海南州生态畜牧

业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共建设人工饲草料基地 50

多万亩；

选育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多年生牧草新品种

6 个、一年生饲草品种 8 个，4 个优异材料进入国家区

域试验网，筛选出适合青藏高原海拔 3000—4000 米

种植的多年生材料 14份，优异的燕麦种质材料 28分，

并研究制定一系列标准化生产配套技术，牧草新品种

已在该省以及西藏、四川、甘肃等省区大面积种植并

推广应用；

相继研制成功了 D 型肉毒冻干剂、颗粒剂等新

剂型，填补了我国生物灭鼠毒剂的空白，对高原鼠害

防效达到 90%以上，目前已在三江源地区实施 D 型肉

毒灭鼠剂大面积鼠害防治 2000多万亩。

在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的推动和影响下，青海畜牧

业生产逐渐向生态畜牧业方式转变，为周边地区草地

生态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样板。

——在这里，特色农业结构得以调整，实现了农

牧业增效和农牧民增收。

油菜方面，选育出了青杂 5 号、7 号及 11 号等 12

个甘蓝型和白菜型双低杂交春油菜系列新品种，成为

农业部认定的全国春油菜区主推品种，推广应用到内

蒙古、新疆、甘肃等省区，推广面积近 400 万亩，甚至

走出国门到了蒙古、俄罗斯等国。

马铃薯方面，通过选育出青薯 9号、青薯 2号等优

良新品种，建立脱毒马铃薯种薯繁育体系和种薯繁育

基地 20 余万亩，脱毒种薯应用率达到 87%，并结合全

膜双垄等技术，实现了马铃薯生产良种良法的结合。

豆类方面，开发出了溶解性好、功能性好的食用

级蚕/豌豆蛋白质粉，豆类蛋白纯度由原来的 70%提

升到了 80%以上，市场价格每吨由 7000 余元提升至

21000 元，已实现出口食用级功能性蚕/豌豆蛋白产

品 100万吨的规模。

——在这里，在保护利用的前提下，高原特色生

物资源精深开发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

在集成现有成果的基础上，攻克了白刺、沙棘、枸

杞鲜果采收、预处理、贮藏及其有效成分提取技术，高

纯菊粉和低聚果糖产业化技术，冬虫夏草菌丝发酵基

配方和培养液过滤技术；

中藏药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取得了阶段性进

展，攻克了一批藏药规模化生产关键技术，形成青海

特色生物产业规模。

2013 年年底，科技部立项支持了青海省藏医药

产业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建设项目，青海将针对藏医药

产业发展的共性需求，有效整合藏医药产业的优质科

技资源，做大做强藏医药产业。

——在这里，推进农业科技园发展。

目前，遍及青海的农业科技园区成为培育现代农

业产业的发展基地，2 家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31 家

省级园区 2013 年总产值 90.97 亿元，已达到全省农牧

渔业总产值的近 30%，区内农牧民人均纯收入高出全

省农牧民人均收入近一倍。

再造2.4个察尔汗盐湖：让资源
实现综合高效的开发利用

青海是一个资源大省。

据地勘部门统计，这里探明有储量的矿产资源达

107种，其中 11种矿产储量居全国首位。

资源能否实现综合高效的开发利用，很大程度上

将决定青海未来的走向。

加快推进柴达木循环经济实验区和海西州循环

经济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建设，促进盐湖资源钾、钠、

镁、锂、硼的综合开发利用，在科技部支持下，青海推

动将盐湖化工特色循环经济产业集群建成重要的经

济增长极。

海西国家盐湖特色材料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渐

成规模。2013 年，海西国家盐湖特色材料高新技术

产业化基地实现工业总产值 784.2 亿元，工业增加值

425.1亿元，企业销售收入 508.4亿元，净利润 125.4亿

元。目前已构筑钾肥基础产业，镁硼锂综合利用，天

青石芒硝加工，钾盐、钠盐化工，精细化工五大产业体

系、八大产品。钾肥生产方面，氯化钾产能达到 600

万吨、硫酸钾产能达到 60 万吨、硫酸钾镁肥达到 200

万吨；纯碱产能达到 600 万吨；烧碱产能达到 120 万

吨；镁产品生产方面，金属镁产能达到 10 万吨、镁基

合金达到 10万吨、高纯镁砂等系列产品达到 30万吨；

碳酸锂产能达到 5 万吨；硼酸产能达到 10 万吨；PVC

产能达到 230 万吨；硫化碱产能达到 26 万吨。目前，

基地内的企业数达到 498 家。构建了盐湖资源综合

利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2011年到 2013年，在科技部的支持下，青海盐湖

特色产业集群，获科技部立项 21项，省科技厅立项 45

项，共支持资金 8638万元。

围绕柴达木盐湖优势产业，这里攻克了一批制约

优势矿产资源勘查及合理开发利用的关键技术。

察尔汗盐湖，攻克了适应我国盐湖低品位钾矿特

性的固体钾矿浸泡式溶解转化开采工艺技术，技术支

撑察尔汗盐湖固体钾矿工业品位由 8%降低到 2%。

由此，新增钾盐经济基础储量 2.37亿吨，实现“再

造 2.4个察尔汗盐湖”。

同时，钾肥生产钾回收率由原来的 55%提高到现

在的 63%，使国产钾肥自给率提高 10%以上。

在部省合作中，科技支撑了盐湖产业的兴起——

利用盐湖镁资源，开发出了可用于汽车、家电和

通讯器材的系列镁合金；

氢氧化镁阻燃剂、高纯镁砂等产品的开发，已经

取得了初步成功；

盐湖提锂已被列入产业化项目；

以10万吨/年金属镁、50万吨/年PVC、100万吨/年

纯碱、10万吨氯化钙等项目为依托的盐湖镁钠资源综合

利用一体化项目顺利建设。

在一系列技术创新的支持下，青海正在悄然改变——

在这里，盐湖资源开发，已由单纯氯化钾的生产，

延伸到高附加值的氢氧化钾、硫酸钾、碳酸锂、镁盐系

列化工产品，乃至金属镁的全方位综合循环开发利用。

这也就意味着，青海盐湖产业链条逐渐形成。

不仅如此，科技还助推了更多新材料技术行业的

发展。

解决了生箔复合添加剂的制备技术、表面处理工

艺技术等产业化共性关键技术，自主研发了技术水平

达到国内领先的专用高档电解铜箔，产能达到 2.5 万

吨/年高档电解铜箔，市场占有率达 43%；

支持青海三工镁业公司通过技术创新，自主研发

试制出新型高电位镁合金牺牲阳极、AS 系列耐热镁

合金、稀土镁合金和含锆镁合金等系列产品，形成 6.3

万吨/年镁合金锭、棒材、牺牲阳极、挤压型材的生产

能力，构建了从矿山、硅铁、原镁到镁合金及各种挤压

型材的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一系列技术突破，推进了低附加值的普通钢材，

延伸生产出高附加值的高强度钢拉杆和锚杆、高速铁

路轴承用钢、风力发电轴承用钢、高品质钎具钢、高速

铁路机车用钢等产品；

从电解铝的生产延，伸到深加工出电子铝箔、铝

型材、铝合金型材等产品；

铜和废杂铜被开发生产出光亮铜杆、电解铜箔等

专用高档产品。

建起一个“服务”“创新”的坐标
轴：“绿色青海”图景正在显现

绿色经济，绿色布局。

在青海的成长坐标系上，横轴是“服务”，纵轴是

“创新”。

如今，青海，已经站在了新的起点上。

去年年底，资金规模达 1亿元的青海国科创业投

资基金在西宁启动。

作为青海省首个风险投资基金，它将帮助科技型

中小企业和创新型企业破解融资难题，加快科技成果

产业化的速度。

在青海省科技厅厅长解源看来，当前创业投资基

金对产业经济转型发展的影响日益扩大，特别是对科

技型企业的成长作用巨大的形势下，青海省希望通过

引进知名的创投机构来扶持私募创投产业发展，整合

更多资源优势促进地方产业转型升级和科技型企业

的成长，而此次青海国科创业投资基金的启动是一次

有益的尝试。

青海国科创业投资基金的管理机构为东方汇富

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设立的青海汇富昆仑创业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目前，东方汇富在深圳、上海、北京

等多地拥有投资机构，管理资产规模超过 70亿元。

东方汇富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兼国科

基金首席合伙人阚治东表示，这是东方汇富首次进驻

青海。针对青海省内特色民营经济发展快，成长性项

目很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较少的实际，国科创业投

资基金将利用东方汇富在全国的资源优势，有计划引

进更多的国内外高科技项目落户青海，帮助青海省科

技创新企业实现“金融、创投、科技”的深度融合。

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建立多元化的投入机制。

经过 3年努力，青海推动成立了 3只投资基金，基金总

规模达 4亿元。其中，青海国科创业基金已得到了科

技部 2500万元的补助。

在市场完善的地方退一步，在市场孱弱的地方托

一把，“绿色青海”的图景正在显现。

在科技部的支持下，青海农牧区科技信息服务体

系建立了 1 个省级息服务平台、710 个村级科技服务

站点，农业科技信息服务已覆盖 5个县 97万亩耕地的

17万农户和 350家农业企业。

针对科技特派员与后台专家的互动交流，青海研

发了手机版农业信息主动服务系统，完成了 75 种青

海主要农作物生产技术方案。

去年 12 月，青海被列为“国家农村信息化示范

省”建设试点省份。

以建设科技创新平台和基地为载体，逐步提升青

海的科技创新能力。在科技部支持指导下，青海建成

国家高新区、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国家农业科技

园、创新型盐湖化工循环经济特色产业集群等 22 个

国家级科技平台。认定 68家高新技术企业、140家科

技型企业、33 家创新型企业，31 个省级农业科技园

区、58个省级重点实验室、51个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30 个科普教育基地、144 家科研机构。西宁市被

科技部列入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

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

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这是历史和实践带给我们的启示。

转型升级，就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摈弃“高

耗能、高污染”黑色粗放发展模式，自觉推动绿色发展；

转型升级，就要牢固树立生态红线的观念，形成

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保障国家和区域生

态安全；

转型升级，就要大力节约集约利用资源，推动资源

利用方式根本转变，健全和落实资源有偿使用制度；

转型升级，就要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

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

惩机制，彻底转变以 GDP论英雄的观念。

沉重的代价，失衡的天平，黑色的警告，所有的一

切，在今天都该成为绿色的呼唤。

在中国的大西北，资源大省青海，发出了呐喊。

这呐喊中是所有人的期待——

一个天蓝、地绿、水净、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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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技术支撑察尔汗盐湖固体钾矿工业品位由 8%降低到 2%，由此新增钾盐经济基础储量 2.37 亿

吨，实现“再造 2.4个察尔汗盐湖”

●海西国家盐湖特色材料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渐成规模, 聚集企业 498 家，2013 年实现工业总

产值 784.2亿元

●盐湖资源开发已由单纯氯化钾生产延伸到高附加值的氢氧化钾、硫酸钾、碳酸锂、镁盐系列化

工产品，以及金属镁的全方位综合循环开发利用，盐湖产业链条逐渐形成

●科技支撑青海成为大型并网电站建设规模最大的省份，这里目前建成集中并网的光伏电站装

机容量 310万千瓦，光热电站 1万千瓦，占发电装机总量的 18.3%

●西宁国家级太阳能光伏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基本形成了多晶硅冶炼—多晶硅铸锭—单晶硅

拉晶—切片—电池片—光伏组件—青海光伏电站终端市场为一体的产业链

●遍及青海的农业科技园区已成培育现代农业产业的发展基地，2家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31家

省级园区 2013年总产值已占到该省农牧渔业总产值的近 30%，区内农牧民人均纯收入高出该省农牧

民人均收入近一倍

●科技促进了三江源、青海湖、祁连山的生态环境保护，建立了三江源生态综合监测与评估示范，

查清了重度退化草地黑土滩的面积分布，建立退化草地治理的样板示范地达到 4万亩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青海玉树灾后恢复重建应急关键技术集成与示范”，研发与集成了双模式

光伏发电技术等 13项技术，形成了绿色建筑、农牧业生产新范式、信息服务等三大技术体系

●建成国家高新区、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等 22个国家级科技平台，被列为“国家农村信息化示

范省”建设试点省份

美丽的夏都西宁美丽的夏都西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