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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西部 绿色发展 高原盆地里的“绿色产业高地”

■文/闵 纵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简称巴州，巴
音郭楞系蒙语，意为“富饶的流域”，是祖
国西北边陲的一颗璀璨明珠。东邻甘
肃、青海，南倚昆仑山与西藏相接，西连
新疆和田、阿克苏地区，北以天山为界与
伊犁、塔城、昌吉、乌鲁木齐、吐鲁番、哈
密等地州市相连。东西和南北最大长度
为800余公里。全州辖库尔勒市和焉耆、
和静、和硕、博湖、尉犁、轮台、若羌、且末
八县，行政面积48.27万平方公里。有蒙
古、维吾尔、汉、回等46个民族。

巴州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这里
曾是西汉西域都护府的所在地，西域36
国中有11国在巴州境内。这里曾飘拂过
张骞的旌旗，驰骋过班超的战马，留下过
唐玄奘的足迹。繁荣兴盛了数千年的“丝
绸之路”和举世闻名的楼兰文明至今令人
遐思无限。闻名中外的蒙古族土尔扈特
部东归壮举，在我国民族关系史上谱写了
一篇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1954年6月
23日，国务院批准成立巴音郭楞蒙古自
治州。从此，美丽的巴音郭楞迎来了新的
发展时期，开创了历史的新纪元。

巴州自然资源呈现多样性，动植物
资源丰富。分布的名贵野生动物有野骆
驼、大天鹅、普氏原羚、塔里木兔、马鹿、
罗布泊盘羊、白尾地鸦、新疆大头鱼等；
经济价值较高的野生植物有罗布麻、芦
苇、甘草、紫草、羌活、麻黄、香蒲等。这
里是塔里木石油勘探开发的主战场，是
西部大开发标志性工程—西气东输的起
点。全州已探明蛭石、石棉、红柱石、钾
盐等 74 种矿产。是中国最大的钾盐基
地、最大的蛭石产区、最大的红柱石产
区、最大的甘草产区、最大的麻黄素产区
和最大的香梨生产基地。塔里木油田是
我国第一大天然气产区。巴州水土光热
资源丰富，现有耕地370多万亩，可开垦
优质荒地2000万亩，已成为自治区环塔

里木特色林果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巴州地貌奇特，风景秀丽。境内名

胜古迹、自然景观、民俗风情独具特色，
美丽富饶的巴音布鲁克草原、如画如幻
的巩乃斯国家森林公园、烟波浩渺的博
斯腾湖是旅游、度假、避暑的胜地;色彩
斑斓的民族风情、古老珍奇的“沙漠英
雄”胡杨、雄宏博大的塔克拉玛干大沙
漠、千姿百态的罗布泊雅丹景观、扑朔迷
离的楼兰古国和神奇壮观的阿尔金山自
然保护区令人兴叹赞绝！

巴州区位特殊，优势显著。巴州地
处南北疆结合部，是进入南疆的门户和
连接内地的重要通道。东西和南北最大
距离 800 多公里。境域内有 5 条国道穿
越全州，南疆铁路纵贯全境，民航与乌鲁
木齐、北京等地通航，与首府乌鲁木齐市
全程高速贯通。州府库尔勒市是一座美
丽的城市，先后获得国家卫生城市、中国
优秀旅游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
CCTV中国魅力城市等称号。

献哈达是蒙古族牧民迎送客人和日
常交往中使用的礼节。当尊贵的客人到

来时，主人张开双手捧着哈达，吟唱吉祥
如意的祝词或赞词，渲染敬重的气氛，同
时将哈达的折叠口向着接受哈达的宾
客。宾客要站起身面向献哈达者，集中
精力听祝词和接受敬酒。接受哈达时，
宾客应微向前躬身，献哈达者将哈达挂
于宾客颈上。宾客应双手合掌于胸前，
向献哈达者表示谢意。

客来敬茶是一种高尚的蒙古族传统
礼仪。在蒙古历史上不论是富贵之家还
是贫穷之家，不论是上层社会还是平民百
姓，也不论在交际上或在家里，在旅途，或
在其他一切场合，莫不以茶为应酬品。家
中有客来，茶是必不可少的款待物。在巴
州到牧民家做客，主人首先会给宾客敬上
一碗奶茶。宾客要微欠起身用双手或右
手去接，千万不要用左手去接，否则会被
认为是不懂礼节。主人斟茶时，宾客若不
想要茶，请用碗边轻轻把勺或壶嘴一碰，
主人便即刻会明白宾客的用意。

斟酒敬客也是蒙古族待客的传统方
式。他们认为美酒是食品之精华，五谷
之结晶，拿出最珍贵的食品敬献，是表达

草原牧人对客人的敬重和爱戴。通常主
人是将美酒斟在银碗、金杯或牛角杯中，
托在长长的哈达之上，唱起动人的蒙古
族传统的敬酒歌，客人若是推让不喝酒，
就会被认为是对主人瞧不起，不愿以诚
相待。宾客应随即接住酒，接酒后用无
名指蘸酒向天、地、火炉方向点一下，以
示敬奉天、地、火神。不会喝酒也不要勉
强，可沾唇示意，表示接受了主人纯洁的
情谊。接着穿戴民族盛装的家庭主妇端

来清香扑鼻的奶酒款待客人，这也是蒙
古族的传统礼节。主人会用诗一般的语
言劝酒：“远方的客人请你喝一杯草原佳
酿，这是我们民族传统食品的菁华，也是
我们草原人民的厚意深情”。

蒙古民族的礼宴上有敬神的习俗。
据《蒙古风俗鉴》描述，厨师把羊割成九
个相等的肉块，“第一块祭天，第二块祭
地、第三块供佛、第四块祭鬼，第五块给
人，第六块祭山，第七块祭坟墓，第八块
祭土地和水神，第九块献给皇帝”。这种
习俗可以追溯到古老的萨满教，其崇拜
多种神祗，尔后蒙古族信仰的喇嘛教又
吸收了其古老的民间信仰，把众多的神
祗入了喇嘛教的轨迹。

■文/李晶晶

2024年9月起，一批重要国家标准开
始实施。

《冷轧带肋钢筋》《电梯用钢丝绳》《索
道用钢丝绳》等 6 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对
冷轧带肋钢筋等的质量安全提出明确要
求，将有助于提升钢筋和钢丝绳的产品质
量，规范生产销售，防范和减少安全事故
的发生。

《LTE移动通信终端支持北斗定位的
技术要求》：国家标准规定了 LTE 移动通
信终端支持北斗定位的协议要求、业务功
能要求和性能要求，适用于支持北斗定位
的 LTE 第三阶段及以上移动通信终端的
设计、开发、生产和测试，将为各类移动终

端/芯片的研发提供北斗定位功能、性能及
网络互操作等方面的技术参考。

《电动汽车充换电服务信息交换 第1
部分：总则》：国家标准规定了电动汽车
充换电服务信息交换的总体要求，适用
于具有充换电服务信息交换需求的充换
电服务平台之间、充换电服务平台与其
他系统及设备之间的信息交换，对促进
电动汽车充换电新技术、新模式推广应
用，规范充换电服务平台产业化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危险化学品单位应急救援物资配备
要求》：国家标准规定了危险化学品单位
应急救援物资的配备原则、总体要求、作
业场所、企业应急救援队伍物资的配备、
管理和维护等要求，适用于各类危险化学

品生产和贮存单位。该标准将为开展危
化品事故应急救援，预防事故及次生衍生
事故发生，保障企业安全生产和群众生命
安全提供科学指导和技术支撑。

《物流园区服务规范及评价指标》：国
家标准明确了物流园区运营管理机构应
提供的基本服务、政务服务、商务服务、信
息服务等方面的服务要求，提出了智能化
设备、能源监测、碳排放以及服务质量评
价和持续改进等要求，有助于提高物流节
点运行效率和服务质量，促进物流园区数
字化、绿色化发展。

《登山健身步道配置要求》：国家标准
明确了登山健身步道的定义、分类，并对
登山健身步道的选址、设计、建设、环保系
统、安全救援系统以及配套设施等提出了

具体要求，有利于规范各类登山健身步道
的规划设计、建设管理，为构建更高水平
的全民健身服务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体育公园配置要求》：国家标准明确
了体育公园的定义和分类，规定了体育公
园的基本要求、体育项目配置、场地设施
配置以及其他公园设施配置要求，将为各
类体育公园的新建、改扩建工作提供重要
技术参考，提高体育公园建设水平，满足
人民群众对于体育健身场地设施的需求。

《厨房纸巾》：国家标准规定了厨房纸
巾的吸水、吸油能力及丙烯酰胺、重金属
含量等物理性能和化学安全指标要求，对
于进一步提升厨房纸巾的质量安全，满足
消费者新的消费需求，引领和推动生活用
纸行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王 浡

“黄河长江发源在昆仑，柴达木井架密
如林，油苗遍地似春草，风吹油味遍地香喷
喷，这样富饶的地方哪里有啊，我们的柴达
木是个聚宝盆……”诗人李季用一首《柴达
木小唱》描绘了这个位于世界屋脊上的高
原盆地所蕴藏的丰富宝藏。

柴达木，看似贫瘠荒芜，实则“寸土寸
金”，五光十色的宝藏在这里交错重叠，自
20世纪50年代开始，柴达木盆地的各种价
值逐渐被发掘出来。

“聚宝盆”里的“聚宝盆”

位于柴达木盆地“盆底”的察尔汗盐湖
是中国最大的盐湖，因其丰富的矿藏，被称
为“聚宝盆”里的“聚宝盆”，自20世纪50年
代勘探开发至今，已是中国主要的矿业基
地之一。

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茫崖
市文体旅游广电局的展馆内，一张黑白照
片挂在展馆的显眼位置，照片上是几个衣
衫破旧、骑马前行的人，最前面的是一位牧
民打扮的老人，这个老人就是给柴达木盆
地油气勘探立下汗马功劳的哈萨克族老人
伊沙·阿吉。

20世纪50年代初，为缓解我国石油短
缺的情况，西北石油管理局决定组织 3个
地质队、一个重磁力队和一个地震队，去柴
达木盆地西北部的油砂山一带进行油气勘
探工作。一年后，核实了油砂山、干柴沟有
很厚的含油砂地层出露。

于是，上级决定组织勘探力量，敲开柴
达木盆地的油气大门。1955 年地质局组
织了几百人的勘探队伍进军柴达木。大队
人马出发前，首先由小队长和一些主要技
术干部组成的先遣队前往盆地探路，在柴
达木“活地图”伊沙·阿吉的帮助下，先遣队
顺利寻找到被原油浸湿的沙丘，柴达木盆
地油气开发的序幕由此拉开。

从全年石油产量不过几吨的石油“帐
篷城”到现在最高日产达到6890吨的石油
基地，柴达木地下的黑色资源被逐渐开发，
截至2023年底，青海油田原油产量连续23
年保持200万吨以上“硬稳产”，天然气实
现60亿方连续稳产13年，柴达木盆地成为
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压舱石”之一。

不仅有“光”还有“风”

柴达木的“宝”不仅是有色的矿，还有
看不见的“光”。本地人甚至有这样一个说
法：“五色的柴达木里最值钱的颜色就是阳
光的颜色”。

柴达木盆地海拔高、大气稀薄、云层遮
蔽率低，年平均日照时数在 3500 小时以
上，太阳能年总辐射量大于 6800 兆焦/平
方米，为全国第二高值区。与此同时，柴达
木还拥有近十万平方公里可用于光伏发电
建设的未利用土地，柴达木盆地新能源产
业发展潜力巨大，前景灿烂。

在德令哈市郊，远远就能看到一处闪
耀的高塔，这是青海中控太阳能发电有限
公司光热电站的吸热塔，上万面光热定日
镜如同向日葵般跟着太阳的轨迹缓缓调节
角度，将一束束阳光反射至200米高的吸
热塔，光源在吸热塔顶端的吸热器汇聚，好
似一个耀眼的“小太阳”。

在光热电站的不远处，是连片的光伏电
站。成排的光伏板蔓延至戈壁深处，在阳光
的照耀下宛如一片蓝色的海洋。茫茫戈壁
不再荒凉，炙热的阳光变成电力，从这片荒
滩出发，源源不断地为经济发展提供能量。

“我们作为一家发展光伏发电企业，十
多年前之所以选择在海西扎下脚根，就是
看中这里独特的资源禀赋，现在越来越多
的光伏企业选择来到海西，来到柴达木盆
地，为柴达木清洁能源产业发展作出贡
献。”青海中控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技术负
责人樊玉华说。

不仅有“光”还有“风”。柴达木属狭
长型开阔盆地，地形走向又与我国西北地
区盛行的风向一致，这里的年平均风速可
达4米/秒，全年风能可用时间在5000小时
以上。

漫漫风沙吹过千年，风蚀出茫茫戈壁，
也吹出奇特雅丹，而如今，不知疲倦的疾风
吹动一排排巨大的风电机组，风能化身绿
能，吹亮了长夜，为青海经济社会蓬勃发展
吹来动能。

近年来，海西州积极推进光伏发电和
风电基地化规模化发展，已经建成第一个
千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基地，清洁能源累计
装机达1930.6万千瓦，第二个千万千瓦级
基地也蓄势待发。柴达木沙漠基地被列入
国家“沙戈荒”风电光伏大基地布局规划，
规划新增新能源装机6000万千瓦。

截至2023年底，海西州清洁能源装机
规模1880.6万千瓦，占全省电力总装机的

34%，其中，新能源装机1858万千瓦，占全
省新能源装机的49%。

除了清洁发电，清洁能源装备制造也
是近年来柴达木发展的新动能之一。“隆
隆”的机器声响彻厂房，一个刚刚加工好的
风电塔筒被吊装下线。青海华汇新能源有
限公司总经理金红祥看着眼前的产品，心
里盘算着这笔风电塔筒订单的生产进度。

年过 40 的金红祥是一个地道的浙江
人，2011年3月，金红祥来到柴达木盆地，
依托海西丰富的风光资源，发展新能源装
备制造产业。扎根青海十多年，金红祥将
原来的小企业发展成了专精特新“小巨
人”。如今他有了新的计划：“我们现在的
目标是争取打通产业链，为青海省打造国
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尽一份力。”

像青海华汇一样扎根在柴达木盆地的
新能源装备制造企业还有很多，他们依托
海西资源优势，开拓出新的产业赛道。
2023年，全州规上装备制造企业实现产值
突破10亿元，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已经成
为助力海西发展的新动能。

传统能源逐步变“绿”

在绿色能源发展的同时，传统能源

也在逐步变“绿”。作为青藏高原唯一一
个现代化炼油厂，位于格尔木市城郊的
格尔木炼油厂年原油加工能力150万吨，
是确保青海、西藏汽柴油产品供给的重
要基地。

格尔木炼油厂把将生产废水治理作为
经营发展的“绿色答卷”之一，不断加大废
水治理投入力度，建设污水处理厂和污水
回用装置，对全厂的炼油及化工污水进行
全面治理。

格尔木炼油厂的污水处理系统共有三
个处理池，通过多种物理化学手段对生产
废水进行深度处理，目前，格尔木炼油厂的
污水处理能力已达国家一级标准，水质达
标率为100%。

水质好了，生态就好了。格尔木炼油
厂污水氧化塘周围已形成上万亩的湿地。
天鹅、野鸭等禽类汇聚于此，繁衍嬉戏，构
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面。

由“风”生“水”起走向“风”“光”无限，
柴达木盆地绿色发展的步伐不会停下，绿
色发展的故事也不会讲完。近年来，海西
州不断聚焦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完善
产业体系，越来越多的绿色产业在柴达木
盆地扎根生长，黄色的高原盆地之上，一个
绿色产业高地正逐步崛起。

9 月起 这些国家标准将实施

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西北边陲一颗璀璨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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