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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日报记者 杨晓梅

陕西以争当时代弄潮儿的志向和

气魄，扬优补短、追赶超越，不断把西部

大开发工作引向深入，以一域服务发展

全局。

近十年，陕西省地区生产总值年均

增 长 6.4%，2023 年 达 到 3.38 万 亿 元 ，

连续跨越两个万亿台阶；人均生产总值

上升到 1.21 万美元，跨入中等收入国家

和 地 区 门 槛 ；粮 食 生 产 实 现“ 十 九 连

丰”，年总产量和平均亩产均创历史新

高；能源生产稳居全国前三。

产业体系在创新驱动发展中实现

转型升级。全省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

数达到 71.72%，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倍速增长；产业结构持续

向优，已培育形成航空工业、集成电路、

先进结构材料 3 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国

家优势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居全国前列，

太阳能光伏、超导、新型显示、新能源汽

车、半导体等产业走在全国前列。

城乡区域在协同融合发展中实现

优势互补。推动陕北能源产业转型升

级，支持陕南绿色循环发展。全省常住

人口城镇化率年均增速位居西部前列，

达到 65.16%；西安成为全国最具人口

吸引力的城市之一；全省县域生产总值

达到 1.62 万亿元、接近翻了一番，西部

百 强 县 达 到 8 个 ；“ 千 村 示 范 、万 村 提

升”乡村振兴工程全面推进。

对外开放水平在内陆改革开放高

地建设中实现跨越提升。成功举办中

国—中亚西安峰会等重大外事活动，率

先实现中亚五国通航全覆盖；中欧班列

（西安）领跑全国；市场化、法治化、国际

化一流营商环境建设持续推进。近十

年，陕西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 14.2%、

高于全国 9.2 个百分点。

生态环境在保护和治理中实现持续

好转。陕西牢记“国之大者”，践行“两山”

理念，绿色版图向北推进 400公里，秦岭

陕西段生态环境优良等级面积达 99.3%，

林地、草地、湿地占全省总面积的 71.3%，

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水质稳定在 II类以

上，关中地区空气质量得到阶段性改善，

全省绿电装机规模十年间增长了8.5倍。

人民生活水平在共同富裕建设中

实现稳步提升。陕西圆满完成脱贫攻

坚任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城乡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高于全国，城

镇调查失业率低于全国；学前教育毛入

园率达到 97%，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突破

60%，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名单的高

校、学科数量居全国前列；高铁运营里

程突破 1000 公里，县县通了高速；建成

开放西安国家版本馆、陕西考古博物馆

等一批标志性文化场馆，圆满举办了第

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等活动，群众精神文

化生活日益丰富。

勇 立 潮 头 绘 画 卷
青海日报记者 郭 靓

奋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

产业“四地”，深化对内对外开放……近

年来，青海抢抓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

的战略机遇，奋力谱写西部大开发青海

新篇章。

青海作为青藏高原重要核心区和

大 江 大 河 发 源 地 ，始 终 站 位 全 国 大

局，以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作为青海实

施 西 部 大 开 发 战 略 的 重 要 牵 引 和 关

键抓手，高质量完成三江源全国首个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推动建设祁连山

国 家 公 园 ，积 极 创 建 青 海 湖 国 家 公

园 ，统 筹 实 施 青 藏 高 原 生 态 屏 障 区 、

黄 河 重 点 生 态 区 生 态 保 护 和 修 复 重

大 工 程 ，深 入 打 好 污 染 防 治 攻 坚 战 ，

加强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连续 11

年 完 成 国 家 水 资 源“ 三 条 红 线 ”控 制

目标，地表水国考断面优良水质比例

达到 100%。

青海以产业“四地”为统领，以绿

色发展、科技创新等为重点，着力培育

体现本地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

系 。 全 面 落 实 省 部 共 建 产 业“ 四 地 ”

行 动 方 案 ，制 定 钾 肥 扩 能 发 展 规 划 、

锂资源开发及产业发展规划，持续扩

大钾肥生产能力，积极推动锂盐扩规

提 质 。 坚 持 规 划、政 策、基 地、项 目、

企业“五位一体”，建成全国首条绿电

外送通道，全力打造清洁能源产业高

地。清洁能源装机占比、新能源装机

占比、非水可再生能源消纳比重三项

指标全国领先，全球排名前十的新能

源 企 业 5 家 落 户 西 宁 南 川 光 伏 一 条

街。不断丰富旅游产品和服务供给，

推 进 农 牧、体 育、文 化、旅 游、商 业 等

“五业”融合，高水平打造青海湖示范

区 ，着 力 打 造“ 山 宗 水 源、大 美 青 海”

旅 游 品 牌 ，构 建 生 态 旅 游“ 一 芯 一 环

多 带 ”新 格 局 。 拓 展 精 深 加 工 产 业

链 ，提 高 农 牧 产 品 附 加 值 ，累 计 向 省

外输出各类绿色有机农畜产品 300 多

亿元。推动绿电向绿算转化，率先发

布绿色算力 5 项地方标准，加快推进

绿 色 算 力 基 地 建 设 ，着 力 推 进“ 六 个

一 批 ”工 程 ，加 快 建 设 西 宁 — 海 东 绿

色算电协同发展集聚区，全力争取全

国一体化算力网算电协同试点。

西宁综合保税区封关高效运营，西

宁、海东跨境电商综试区建设从无到

有稳步推进，对外贸易“朋友圈”拓展

到 180 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开行国际

货运班列 329 列。对外通道建设不断

完善，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强毗邻地

区协作，青甘两省签订“1+1+3+10”合

作协议，高水平推进兰西城市群建设

和各领域务实合作，积极推动西宁—

海东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加强青甘川

生态环境保护司法协作，签订黄河流

域（青甘段）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

青川藏跨流域河湖长制联防联控联治

合作协议。

抢 抓 机 遇 再 突 破陕 西
青 海

西藏日报记者 刘倩茹 卢文静

西藏积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同全国一道步入了发展最好、变化最

大、群众得实惠最多的新时代。

今 天 的 西 藏 ，政 治 安 定 、社 会 稳

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睦、边

防巩固、人民安居乐业，呈现出一派欣

欣向荣的景象。

西 藏 完 整 准 确 全 面 贯 彻 新 发 展

理念，依靠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

力，坚持优化一产、壮大二产、提升三

产，大力发展文化旅游、清洁能源、绿

色 工 业 、现 代 服 务 业 、高 原 特 色 农 牧

业 、藏 医 药 产 业 、高 新 数 字 、边 贸 物

流、通 用 航 空 等“ 九 大 产 业”，加 快 形

成 新 质 生 产 力 ，构 建 现 代 化 产 业 体

系 。 2019 年 到 2023 年 ，全 区 生 产 总

值连续 5 年实现百亿级增长，增速连

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列；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连年保持两位数增长，近

5 年增速全国第一。2024 年上半年，

全 区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同 比 增 长 6.1% ，

城 乡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分 别 增 长

6.4%、8.4%，固 定 资 产 投 资 同 比 增 长

25.7%，规 模 以 上 工 业 增 加 值 同 比 增

长 19.7%，主 要 经 济 指 标 增 速 位 居 全

国前列。

西藏是全国唯一由国家全额投资

支持公路建设的省份。在国家持续投

入 下 ，西 藏 高 等 级 公 路 已 达 1196 公

里，农村公路发展能力同步提升。截

至 2023 年底，西藏公路通车总里程达

12.33 万公里，666 个乡镇、4596 个行

政村通了硬化路。

西 藏 着 力 健 全 生 态 保 护 制 度 、

完 善 现 代 环 境 治 理 体 系, 经 过 多 年

努 力 ，西 藏 现 有 各 级 各 类 自 然 保 护

区 47 个 ，总 面 积 达 41.22 万 平 方 公

里 ，林 地、草 地、湿 地、水 域 等 生 态 功

能 较 强 的 地 类 增 加 到 108.11 万 平 方

公里。

西 藏 持 续 深 化 教 育 领 域 综 合 改

革 ，在 全 国 率 先 建 立 15 年 公 费 教 育

政 策 体 系 和 学 生 资 助 政 策 体 系 ，大

力 实 施 基 础 教 育 扩 优 提 质 、职 业 教

育 提 质 培 优 行 动 计 划 和 高 等 教 育 振

兴 计 划 ，努 力 办 好 人 民 满 意 的 教

育 。 坚 持 每 年 为 群 众 进 行 一 次 免 费

健 康 体 检 ，包 虫 病 、大 骨 节 病 等 地 方

病 实 现 愿 治 尽 治 、应 治 尽 治 ，儿 童 先

心 病 、农 牧 民 群 众 白 内 障 诊 疗 水 平

不 断 提 高 ，各 级 各 类 学 校 实 现 供 暖

全 覆 盖 ，高 校 毕 业 生 就 业 率 连 续 多

年保持在 95%以上。

西藏优化对外开放工作机制，主

动对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西部陆

海新通道等，加强与有关省市及中央

企业的务实合作，深化与共建“一带一

路”国家经贸合作，积极服务和融入新

发展格局。加强开放平台建设，举办

中国西藏发展论坛、第五届中国西藏

旅游文化国际博览会和第三、第四届

中 国 西 藏“ 环 喜 马 拉 雅 ”国 际 合 作 论

坛，让西藏更快走向世界，让世界更好

了解西藏。

雪 域 高 原 焕 新 颜
云南日报记者 段晓瑞

位于祖国西南边陲的云南，是西部

大开发战略的重要阵地。近年来，云南

乘着西部大开发的东风，锚定“3815”战

略发展目标，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大力

发展资源经济、园区经济、口岸经济，促

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完善现代基础设

施建设，推动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

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

南亚辐射中心。

特色优势产业蓬勃发展，民族团结

建设和谐边疆，生物多样性保护走在全

国前列……在云南大保护、大开放、大

跨越的发展进程中，处处蕴藏着西部大

开发战略带来的发展机遇，展示着西部

大开发的丰硕成果，一幅充满活力、绿

色宜居、开放包容的新图景正在云岭大

地徐徐铺展。

走进曲靖经济技术开发区，一座座

标准化的现代厂房拔地而起，新能源电

池、硅光伏两大产业已成长为千亿级产

业集群。

推动西部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产

业是支撑。云南加快推动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加快布局

未来产业，积极承接产业转移，有效承

接了一大批绿色硅、绿色铝、新能源电

池、电子信息、服装纺织等重点产业项

目落地云南，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

资源优势、区位优势不断转化为经济优

势、发展优势。

绿色铝、硅光伏、新能源电池成为

云南工业“新三样”；茶叶、花卉、咖啡等

种 植 规 模 和 产 量 稳 居 全 国 第 1 位 ，茶

叶、花卉、蔬菜等全产业链产值均突破

1200 亿元；“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

观”申遗成功。

云南经济要发展，优势在区位，出路

在开放。中老铁路开通运营千日，累计

发送旅客超过 3800万人次，货物运输总

量突破 4300 万吨……这条北起中国云

南昆明，南至老挝万象的黄金线路，为区

域经济繁荣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成为

中老人民的发展路、幸福路、友谊路。

多年来，云南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

步事业，各族群众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和

衷共济、和谐发展，像石榴籽一样紧紧

抱在一起。在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

三营镇郑家庄，汉、白、彝、藏、纳西、傣、

傈僳 7 个民族 170 多户人家和谐共居；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文山壮族苗族自治

州马关县金厂镇罗家坪村，村民熊光泽

一家三代守边的故事家喻户晓，一个个

边民富、边境美、边疆稳、边防固的现代

化边境幸福村逐步展现。

发展的根本目的就是增进民生福

祉。近年来，云南积极将西部大开发的

成果逐步落实到保障和改善民生上，

七成以上的财政支出用于民生，实施就

业、教育、医疗、“一老一小”等行动计

划，每年高质量办成一批为民实事，不

断提高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站在新的起点，云南将立足自身实

情和优势，一以贯之抓好大保护、大开

放、高质量发展，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

加创新的思维、更加务实的行动，在谱

写西部大开发新篇章中展现云南担当、

贡献云南力量。

彩 云 之 南 图 景 新云 南 西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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