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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这是雨水
中一座荒凉的城……”因由海子的诗歌

《日记》，人们记住了德令哈这座青海的
小县城，也记住了它当年的荒凉与寂
静。

鲜为人知的是，近年来，青海省海
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所辖的德令哈市，
依托资源禀赋发展清洁能源产业，变身
全国闻名的“光热之都”。

2023 年 ，德 令 哈 GDP 增 速 达 到
7.8%，远超青海省平均增速，位列全州
第一。

德令哈转型的故事是怎样发生的？

戈壁滩上崛起科技新城

动车疾驰在柴达木盆地黄色荒原
中，当绿色开始星星点点地出现，“光热
之都”德令哈就近在眼前了。

德令哈很大，陆地面积约 2.77 万平
方公里，与大半个海南省的陆地面积相
当；德令哈很小，常住人口不足 10 万，开
车 20分钟就能穿越整个城区。

过去，这座小城因为海子的诗歌为
人知晓，被誉为“浪漫之都”；而现在，很
多中国光热的“第一”在德令哈诞生，

“光热之都”成了这座城市的新“标签”。
在德令哈市郊，中控 50 兆瓦塔式光

热电站的光热塔在太阳下折射出耀眼
光芒，站在塔下，一块块巨大的定日镜
将阳光精准反射到塔顶，犹如身处科幻
世界。

这 是 我 国 第 一 座 、全 世 界 第 三 座
投入商业化运行的熔盐储能塔式光热
电站。

它的旁边是中广核德令哈 50 兆瓦
光热发电示范项目，国家首批 20 个光热
示范项目中第一个开工建设、第一个并
网发电的大型商业化槽式光热电站。
我国也由此成为全球第 8个拥有大规模
光热技术的国家……

灼 灼 烈 日 加 上 瀚 海 戈 壁 ，勾 勒 出
“浪漫之都”的壮美柔情；光、热、电的循
环转换，让“光热之都”在世界新能源舞
台上大放异彩。

从高空俯瞰，德令哈被光伏、光热、
风能等多种电站“包围”。德令哈市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王少春说，截至
2024 年 10 月底，德令哈市共建成 38 个
发电项目，装机容量 335 万千瓦，累计发
电 251亿千瓦时。

由“清洁”到“新质”，德令哈的产业

链以此延伸，一大批新能源装备制造企
业陆续在德令哈市扎根。

塔筒车间的大门缓缓打开，一节巨
大的风机塔筒被缓缓推出，工人们进到
柱体内部，准备进行焊接作业……从光
伏板支架到风机风筒，青海华汇新能源
有限公司瞄准清洁能源配套装备，通过
科技创新成长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

德令哈市工业信息化和科技局副
局长巨彦博介绍，背靠千万千瓦级新能
源基地，德令哈努力发展清洁能源装备
制造产业链，在“扩链”“延链”的同时，
形成产业闭环，让上下游企业在德令哈
就能实现产业协同。

探秘发展之路

德令哈系蒙古语“阿力腾德令哈”
音译，意为“金色世界”，可德令哈最开
始的颜色却是“灰白”。

德令哈的工业发展始于煤炭、石灰
石等矿产资源开发。2000 年之后，德令
哈引进资金和技术，以昆仑碱业、青海
发投等为代表的国企进入德令哈，逐渐
形成了以纯碱为主的化工产业。

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德令哈
的碱业也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在海西
州纯碱产量最高的 2022 年，德令哈市的
产量高达 291.6万吨，占全省纯碱产量的
60%以上，占全国纯碱产量的近 10%。

以碱业为代表的化工行业让德令
哈迈上了工业发展“快车道”，但同时也
出现了产业单一、低效粗放的发展问
题。“如果仍然沿着过去的路子走下去，
早晚会坐吃山空。”德令哈市工业信息
化和科技局局长徐志鹏说，德令哈的经
济结构转型之路由此开始。

——用好戈壁里的“光”。
德令哈是海西州光照资源最优厚

的地区，也是国内最适合发展光伏产业
的地区之一。

因为看重德令哈这一独特的自然
禀赋，以中广核、中控、国家电投等为代
表的央企进军德令哈，众多新能源发电
项目在戈壁铺开。

“新能源开发的投资大、周期长、见
效慢，需要肯下‘长功夫’的企业在此扎
根”。中广核太阳能德令哈有限公司党
支部书记杨涛说，工程师们顶着烈日在
荒滩上勘查、施工，一个个晒得像“煤
球”。

“如果说未来光照资源是主要能源
来源的话，我们就是第一批‘淘金’的
人。”青海中控质量技术开发部经理谢
寿安说。

“今年初，中广核新能源青海德令
哈光储热一体化 200 万千瓦项目开工建
设，这是目前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塔式
光热发电项目。”杨涛说。

——在黄色戈壁写下“绿色诗篇”。
作为国家公园示范省，生态保护与

发展是青海产业发展的前提。在巨彦
博看来，“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并不矛
盾，生态脆弱的戈壁滩也能变成‘金沙
滩’”。

“大面积光伏光热的铺设降低了地
表的蒸发量，光伏板下的植被越来越
多。”巨彦博说，日益增加的地表植物不
仅让光伏电站变成了“光伏羊”的好牧
场，还减少了空气浮尘，增加了光伏光
热的发电效率。

此外，为了改变传统制碱行业高污
染、高耗能的现状，德令哈通过加大技
术创新，让传统制碱产业从节水减排、
资源高效利用等方面进行产业升级，

“目前，德令哈制碱产业的技术水平和
生产排放标准已达到全国领先地位，成
为同行业的标杆。”巨彦博说。

——不拿工资的“职工”。
谈到来德令哈发展的原因，青海莱

德宝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广帅坦
言，除了看重德令哈优厚的自然资源，
优良的营商环境也是企业扎根的重要
因素。

“除了政策支持，德令哈政府更多
的是跟企业找到共同的发展愿景，谈思
想、讲发展、讲服务。”赵广帅说，本来企
业都已准备在其他省份建厂，但被德令
哈干部诚恳的态度打动，毅然决然到德
令哈扎根。

从招商开始，德令哈相关部门的服
务渗透到了企业扎根发展壮大的每一
个环节。

“企业遇到了问题，经理还没想好
怎么解决，相关部门就已经着手去办
了。”青海赣锋锂业有限公司管理人员
杨海燕举例说，企业落地后的环境评
估、水资源利用等手续都是相关部门的
一把手上门办理，企业省了好多事。

遇到有些需要跟省级部门沟通协
调的事情，也是领导带队协调，不用企
业过多操心，赵广帅说：“对接干部就像

是我们企业不拿工资、没有编制的‘副
总’，随时在线帮助企业解决问题，既热
情又周到。”

去年一年，德令哈市就拿下 14 个特
色产业项目，各类特色产业项目纷至沓
来。其中，总投资 35 亿元的莱德宝年产
20 吉瓦单晶拉棒项目，从初次洽谈到签
约落地不到 2 个月时间，刷新了青海招
商引资纪录。

打造更多新型产业链

小城之变为经济转型提供了强劲
动力，也为德令哈未来的发展打下了绿
色基础。

目前，德令哈正重点打造青海省的
第二条“光伏一条街”，以及全省第一条

“算力一条街”。
在德令哈天防绿色智算万卡项目

现场，机器轰鸣，车来车往，施工人员正
抓紧施工，争取在冬季到来之前赶赶进
度。德令哈市数据局局长王霄对德令
哈绿色算力产业的未来充满信心：

“德令哈天气冷凉，能源富集，是理
想的数据中心所在地，未来肯定是青藏
高原的一个主要算力节点。”王霄说，德
令哈将发挥优势，完善数据产业配套，争
取一批绿色算力项目落户德令哈，将德
令哈打造成青藏高原大数据产业高地。

不仅是光伏光热，德令哈还重点打
造风电产业链、储能产业链、氢能产业
链等多条产业链，并围绕这些产业链打
造区域内有影响力的清洁能源装备制
造产业基地。

“我们现在的发展确实还有一些瓶
颈，比如电力外送通道不足、交通基础设
施不够、未能有效发挥‘源网荷储’一体
化优势等，但只要沿着现在的路子走下
去，德令哈的未来一定充满光明。”德令
哈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王少春说。

“这一片，是未来的储能基地，空气
储能、电化学储能等项目已经陆续在此
落地；那一片，计划再建几个光伏电站，
全力打造多能互补实证基地；还有这一
片，将会发展文旅……”指着办公室里
的德令哈地图，王少春眼里有光。

新华社记者 王浡

德令哈：海子诗歌中的荒凉小城变身“光热之都”

11 月 9 日，盐工们
在盐田里进行旋盐作
业（无人机照片）。

在福建省泉州市
泉港山腰盐场，盐工们
沿用传承千年的七步
走水晒盐技法，依靠阳
光、海风，将海水层层
筛 滤 、纳 潮 、制 卤 、结
晶、旋盐、扒收、淋卤、
堆坨，历时多日晒制优
质海盐。晒盐场景成
为海岸线上一道独特
的自然与人文景观。

据了解，山腰盐场
是福建省第二大国有
盐场，盐田保护区面积
9.2 万公亩，年生产海
盐 6.5 万吨。2022 年，
福建海盐传统晒制技
艺（泉州）入选第七批
福建省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名录。

新 华 社 记 者
姜克红摄

千年匠心
守护盐田

贵州省黔南州平塘县掌布镇新坪
村，有一个巨大的山洞，洞长 300 多米，
占地面积 8000 多平方米。新坪村村民
罗吉岭告诉记者，当地人把这口洞叫作

“清风洞”，“从小就知道这里，但是很少
上来。”让罗吉岭没想到的是，这座家门
口的山洞如今孕育出了产业，也成为自
己每天上班的地方。

这是一处喀斯特天然溶洞，洞内宽
敞，地面铺了水泥。不锈钢架在洞里齐
齐排开，堆满了白色的菌棒，穿洞风不
时吹过带来阵阵菌香。“这是我们首次
尝试种植的洞穴平菇，去年试验成功
后，今年准备全力铺开了。”新坪村驻村
第一书记宋子豪说。

平塘县属中亚热带岩溶喀斯特地
区，多溶洞、天坑等自然景观，据当地不
完全统计，全县大的溶洞有近 400 个。

“以前产业单一，从没想过利用这些溶

洞。”宋子豪说，乡村振兴阶段，既要持
续发展产业，又要保护耕地红线，当地
开始探索利用洞穴发展经济。

宋子 豪 告 诉 记 者 ，大 棚 栽 培 食 用
菌 用 地 受 限 ，且 在 调 节 温 度 、湿 度 等
平 菇 生 长 的 重 要 因 素 上 水 电 成 本 较
高，因此当地的食用菌产业一度发展
缓慢。

“ 而 溶 洞 就 像 是 天 然 的 食 用 菌 大
棚 ，各 方 面 条 件 优 越 。”宋 子 豪 说 ，溶
洞 里 的 温 度 常 年 保 持 在 适 合 平 菇 生
长 的 12 至 20 摄 氏 度 ，不 用 空 调 控
制。溶洞里有山泉水，装上喷淋设备
就可以直接用于湿度调节，大大降低
水电成本。

多地考察之后，新坪村选定了清风
洞作为试验基地。“清风洞前后通透通
风好，山洞南北走向也避免了阳光的直
晒。”宋子豪说。

去 年 ，掌 布 镇 争 取 到 一 家 企 业 投
资，尝试培育 5000 棒平菇。一个多月
后，厚实饱满的平菇破棒而出，试验成
功。罗吉岭之前在广东打工，试验阶段
在这里临时帮忙。试验成功后，当即决
定留下来。“洞里面的菌子长得非常好，
伞大杆小，一定能卖好价钱。”罗吉岭
说，她对这一产业很有信心。

试 验 成 功 后 ，新 坪 村 争 取 到 了 多
方帮扶资金加大投入，完善了基础道
路和喷淋设备，并且提升了产量。“我
们今年将规模提升到了 17 万棒，后期
满负荷生产能达到 35 万菌棒。作为村
集体产业，预计能够覆盖全村 100 户以
上。”宋子豪说。

在平塘县大塘镇新营村，山间溶洞
里摆满了棕色土罐，这是当地苗族群众
自酿的泡糟酒。原本是当地人自酿自
喝的小酒，如今也成了产业。

泡糟酒取材于洞穴里的山泉水，酿
造工艺复杂，灭菌、封坛之后需要放入
洞内储藏 1 年以上。“我们在一些非核
心的环节增添了现代化设备，安装生产
线，而在核心的洞藏环节依然保留传
统。”泡糟酒酿制技艺传承人王国先说，
利用溶洞里稳定的温湿度才能酝酿出
正宗的美酒。

传 统 工 艺 和 现 代 生 产 技 术 相 结
合，让这款当地传统的“老字号”逐渐
走出苗乡。2019 年，平塘洞藏泡糟酒
酿制技艺被列为黔南州非物质文化遗
产。王国先告诉记者，如今，大塘镇的
洞藏泡糟酒年产量 50 多吨，年产值达
200 多万元。

平塘县相关负责人介绍，除了美酒、
食用菌，当地一些乡镇还发展洞穴旅游
研学产业，每年能接待上百批次游客。

新华社记者 杨欣

贵州黔南平塘：探索开发洞穴发展经济

近期，国家产融合作平台助企融
资突破 1 万亿元。通过这一平台，银行
如何精准服务有资金需求的企业？平
台又为产融合作提供哪些便利？记者
对多家银行进行了采访。

平台为媒，金融机构与企业
实现精准对接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是一家集成电路领域新兴企业，在关
键扩产期，一度面临研发和市场开拓
带来的成本压力。中国银行从国家产
融合作平台上捕捉到公司融资需求后
迅速对接，通过投贷联动、固定资产贷
款等多种方式支持了企业需求。

兴业银行苏州分行也是通过这一
平台发现了高新技术企业苏州苏纳光
电有限公司的融资需求。通过积极对
接了解，分行对企业前景看好并授信，
如今授信额度已增至 3000 万元。

促进金融机构与企业精准对接，
助力高效融资，国家产融合作平台优
势凸显。平台目前有网页版和 App 版，
点击网站链接或下载客户端即可登录
平台。

记者了解到，国家产融合作平台
获得了各方积极参与，已汇聚 34.65 万
家企业、近 3000 家金融机构、159 家政
府机构、700多项金融产品。

中国银行公司金融部装备制造团
队主管薛治介绍：“自平台 2021 年 2 月
上线以来，中行实现下辖全部 37 家一
级分行同平台对接。截至 2024 年 10 月
末，中行通过平台与超 1 万家企业对
接，助企融资突破 1700 亿元。”

记者了解到，平台为企业和金融
机 构 提 供 定 制 化 、智 能 化 金 融 服 务 。
企业可在平台上快捷填报贷款期限、
利率、贷款类别等融资需求信息，平台
会自动匹配相应的金融产品，对接金
融机构。

同时，平台也会利用数字化、智能
化等技术手段，快速识别企业的信用状
况和融资风险，对企业数据自动生成评
价模型，为金融机构授信提供参考。

兴业银行机构业务部总经理刘宏表
示，平台推动了中央与地方、产业与金
融、科技与资本、直接与间接融资、产业
链与供应链等多层面产融交流合作。截
至目前，兴业银行在平台支持 2249家企
业，累计支持资金1081.8亿元。

加强沟通交流，创新特色金
融服务产品

平 台 不 仅 促 进 相 关 方 面 精 准 对
接，也促进金融机构丰富完善专属金
融模式或产品。

点击“特色服务专区”可以看到，
平台设置了“产业转移”“先进制造业
集群”等特色金融服务专区，金融机构
可 根 据 专 区 主 题 上 传 适 配 的 金 融 产
品，企业可按需从专区中选择产品进
行对接。

“国家产融合作平台为银行提供

了宣传展示特色产品的平台，同时也
促 进 银 企 针 对 专 属 产 品 加 强 沟 通 交
流，进一步促进金融产品与服务的创
新。”薛治说。

“浦新贷”是浦发银行在平台上线
的金融产品之一。今年春节前，高新
技术企业上海澄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与 下 游 核 心 企 业 达 成 了 大 额 合 作 协
议。在获得平台推送的企业融资需求
信 息 后 ，浦 发 银 行 帮 助 企 业 在“ 浦 新
贷”产品发布当日便完成线上测额，成
功获得 660 万元的贷款额度。春节期
间，企业临时产生资金需求，随即通过

“浦新贷”的全天候在线提款通道，线
上自主完成了提款操作，实现 30 万元
的支用。

浦发银行科技金融部总经理袁蕊
介绍，除了信用贷款产品“浦新贷”，浦
发银行还创新推出“浦科”产品矩阵，为
高科技、高投入、长周期行业提供资金
支持；推出“浦链通”品牌及数智化供应
链服务体系，全流程线上化，有效解决
供应链上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题。

兴业银行在平台上线了针对初创
期企业的“高科技人才创业贷款”。这
是兴业银行基于技术流评价体系打造
的一款信贷产品，可为企业提供中短
期的信用免担保贷款。正是依托这款
产品，兴业银行成都分行为四川康德
赛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成功放款。

目前，中国银行已在平台产品专区
发布 25 个特色金融服务与产品。中行
针对科技企业经营发展特点，研究设计
差异化特色产品与服务。推广“知贷
通”“知惠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类产
品；推出科技金融专属审批模式，研发

“创新积分模型”，量化评价企业信用水
平及成长潜力，提升授信审批效率。

挖掘更大空间，多方协作推
进产融合作

下一步，银行如何加强与国家产
融合作平台的对接和推进产融合作？

兴业银行表示，将密切关注重点
行业政策文件、产业发展规划等，调研
重点行业的发展现状，设计符合需求
的金融综合服务方案，充分利用平台
助企融资机制，拓展更多领域的产融
合作场景。

中国银行表示，将积极参与平台
的建设与运营，鼓励更多分支机构利
用平台资源精准捕捉企业需求，加大
助企融资力度。同时，利用平台积极
推广创新试点产品，为企业提供更多
元化的选择。

多位银行人士表示，为更好支持
产融合作，将深化银政企合作，加强与
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和企业的信息共
享 ，提 高 融 资 对 接 的 精 准 度 和 效 率 。
持续探索推进产融合作新模式，在重
点地区、行业、赛道深化产融合作。在
资源配置上向科技金融倾斜，全力推
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

新华社记者 姚均芳 吴雨

精准对接企业 完善金融模式
—银行积极依托国家产融合作平台助企融资

11月 11日，在长春市第一实验银河小学，学生在操场上进行课间活动。
11 月 11 日开始，吉林省长春市中小学课间活动时长从 10 分钟延长至 15 分

钟。各学校纷纷制定多样化、个性化的课间活动内容，让学生在课间“动起来”
“玩起来”，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成长。 新华社记者 张楠摄

海南省通过优化新生儿出生“一件
事”服务流程，为新生儿父母们“减负”，
改善群众就医体验。

当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预防接种、
办理出生证明、买落地险、进行户口登
记等一系列事项，每一项手续都意味着
在不同部门间的排队等候，耗费大量的
时间和精力，常常让新生儿父母们手忙
脚乱、疲于奔命。

新生儿“出生一件事”是一项创新
的便民服务举措，它将多个部门的业务
进行整合，通过数字赋能，打通各行业
系统数据壁垒，办件自动流转审批，实
现了“一网通办、一次办好”。

今年 6 月，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联合多个部门，对新生儿出生“一件事”
办理系统进行优化。新系统以“数据跑
路”代替“群众跑腿”，大幅精简办事材
料、办理环节、办理时间和跑动次数，变

“群众来回跑”为“部门科室协同办”。
新生儿出生后，护士在出生医学证

明实名登记系统输入新生儿的信息，爸
爸妈妈们只需在“海易办”平台上提交
一次出生“一件事”的申请，系统自动进
行校验，符合条件的自动受理，办件即
时分发。

新生儿父母们在出生医学证明办
理完成后，系统主动受理新生儿落地参
保申报，分发办理户口登记、社会卡申
领、预防接种提醒等 10 个事项，所有办
理事项不需要提供纸质材料或拍照上
传照片，系统自动调取出生医学证明、
身份证、户口本等电子证照或电子证明
文件代替纸质证照进行流转。

“这帮我们大大节约了时间，也不
用想着要怎么跟单位请假，真是太方便
了。”刚刚通过“海易办”平台完成女儿
出生“一件事”申请的王先生高兴地说。

据介绍，新系统于 6 月 25 日在全省
范围内上线运行，截至 10 月 30 日，新生
儿出生“一件事”线上办件率达 85.1%。

新华社记者 刘博

海南优化新生儿出生“一件事”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