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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广栋

党的十九大对建设现代化经济

体系做出了战略部署，明确提出加快

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

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

2019年3月，国家发改委等7部门联

合印发了《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

年版)》，为加快构建西宁市绿色发展

现代产业体系提供了遵循。

引领与转型促进产业发展

在农业发面，全市市级以上农业

龙头企业210家，包括国家级龙头企

业14家，占全省总数的82%；省级龙

头企业54家，占全省总数的43%；市

级龙头企业142家，各类龙头企业带

动全市及周边地区农牧户达20多万

户。围绕肉牛羊、牛奶、绒毛、中藏药

等特色产业，建设特色农牧业种养基

地，大力发展农畜产品加工业。目前

已形成年加工乳品7.2万吨、牛羊肉

6.5万吨、绒毛1.95万吨、油菜籽14万

吨的加工产能，分别占全省的60%、

70%、90%、73%。油料、蚕豆、马铃薯、

蔬菜特色农作物播种面积达到109.70

万亩，占总播种面积的58.9%。粮油

总产量分别为22.57万吨、7.14万吨，

分别占全省的21.9%、25%。

建成大通边麻沟、湟中县卡阳、

千紫缘、湟源日月等休闲农业示范点

和乡村旅游示范带，建设高原美丽乡

村360个，创建休闲观光农业和乡村

旅游示范点40个。发展农村电子商

务，全市建成农村电子商务各类服务

站（点）441个。

在工业方面，新兴产业引领带

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锂电产业，

以比亚迪、泰丰先行、时代新能源等

骨干龙头企业为载体，下游隔膜、电

解液、电芯、动力电池、储能电池等产

业加速推进，完整的锂电产业链条基

本构建，带动了光伏、电子及装备制

造等产业和铜箔、铝箔、石墨、工程塑

料及铝镁合金构件等产品快速发

展。光伏产业已形成多晶硅产能约

1.75万吨（约3.5吉瓦），新型建材和

节能环保产业已形成560万吨水泥、

460万平方米玻璃的生产规模，高原

生物医药已建成35家制药企业。全

市新材料加速发展，在新型轻合金材

料上，发展以铝、镁、钛等为原料的高

强度、高硬度、耐高温轻质合金及多

元复合材料，聚能钛业电子束冷床熔

炼炉(EB炉)生产钛及钛合金技术达

国内领先水平。在电子信息材料上

形成以中利光纤、青海电子材料、金

阳光等企业为主的电子信息制造产

业集群，在高端金属结构材料上，年

产4000万套高端锂电池结构件产业

化项目落户西宁。

在金属冶炼及延伸加工产业上，

西宁特钢形成年产铁220万吨、特殊

钢210万吨、钢材200万吨综合生产

能力，特色化工产业则充分利用青海

丰富的盐湖资源，已形成年产24万

吨PVC、20万吨烧碱、5万吨无水氟

化氢、80万吨甲醇等规模。藏毯绒纺

产业产品门类从单一的手工藏毯发

展为威尔顿、阿克明斯特、簇绒等多

个门类。高原动植物精深加工产业，

形成枸杞系列产品、菊芋等一批系列

产品。

在服务业方面，物流企业已发展

到855户，“一城四园三基地多中心”

的物流业发展大格局正在构建。截

至目前，全市共有各类金融机构230

余家，占全省75%以上。同时，“一主

一新四副”的商贸流通格局基本形

成。全市共有各类养老机构23家，

建成134个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

250个农村老年之家，居民电子化健

康档案建档率达84.27%，城市社区

服务设施覆盖率达到100%。

资源瓶颈与失衡制约发展

资源瓶颈制约逐步显现，跨越

式发展压力增大。绿色发展使西

宁在生态环境上面临的回旋空间

余地相对更小，人均道路面积仅

12.5平方米。

产业结构有待优化，产业竞争力

不强。农村服务业增加值占农业增

加值比重不足1%，农业社会化服务

体系建设相对滞后。工业传统行业

占比大，新兴行业高附加值产品较

少，2014年~2018年高技术、新能源

产 业 平 均 占 比 分 别 为 11.3% 和

5.1%。服务业主要集中在批发零售、

住宿餐饮等传统服务业上，特别是涉

及金融保险、商务服务、创意设计、电

子商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对一、二产的

产业支撑力不强。

区域发展不平衡，产城融合度不

高。四区三县产业发展分化明显，四

区占全市GDP比重为78.1%，三县占

全市GDP比重为21.9%。西宁经济

技术开发区工业增加值增长9.6％，

占全市工业增加值的59.4%。部分

园区与所在区域的公共中心联系不

紧密，同时各地区对于自然资源、劳

动力、资本等基础性要素的需求竞争

日益凸显。

创新能力和水平较低。全市

R&D支出占GDP比重为1.2%，低于

全国2.19%的平均水平。全市万人拥

有专利数5.06件，低于全国万人拥有

专利数11.5件的水平，科技创新对实

体经济的服务能力不强。

加快整体性和系统性改革

着力推动生产要素、供给结构、

产品服务优化组合，优化要素投入方

式。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

西宁“1+N”布局的整体性和系统性

改革为抓手，继续简政放权、优化流

程，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大幅降低政

府与市场之间、市场内部之间的交易

成本，努力把西宁建成全国制度性交

易成本最低的城市之一。按照电力

供给侧改革要求，在有条件的区域，

建立发电、供电、用电为一体的电力

局域网，对符合绿色发展的现代产业

在用气用水上给予政策支持。

着力推动政府、市场、企业协同

发力，提高科技创新的驱动作用。围

绕全市生产力布局和产业转型升级

需求，建立起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企

业主体的应用型研究体系，优化政府

服务和市场监管机制，创新财政投入

和管理方式。用足用好现有人才，实

施更加积极的人才政策，注重团队

式、项目化引进。用好浦东新区等西

宁的“科技创新飞地”，增强自身的科

技创新实力。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激

励机制，创新财政投入和管理方式，

打通线上线下结合的“堵点”、产学研

协同的“痛点”、大中小企业融合的

“节点”。

着力推动园区、城区、县域错位

发展，提高产业准入门槛。坚持把园

区作为现代工业发展的主阵地，并配

套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把城区作为现

代服务业发展的主阵地，把县域作为

现代农业发展的主阵地，并大力发展

产业特色小镇，强化产业链和创新链

的协同发展，形成产业集聚发展新格

局，加快园区、城区、县域联动发展。

在绿色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中，

聚焦实体经济的发展，加速推进信息

网络技术与现有产业的融合能力，培

育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和有特色品

牌的企业。建立绿色发展准入标准，

逐步淘汰一批效益差、能耗高、有污

染的行业和企业。

着力推动城市、城镇、乡村融合

发展，加快产城融合。整合多巴新

城、海湖新区发展空间，构建综合性

城市副中心，建设南川文化旅游商贸

会展区、北川产学研融合发展创新

区、鲁沙尔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园区，

打造“一主两副、两翼并进、生态环

抱、组团发展”的“大西宁”城市空间

格局。推动产业园区向生产、服务、

消费等复合型城市经济转型，建设国

家级产城融合示范区。用工业化理

念发展农牧业，用服务业方法经营农

牧业，推动城乡要素跨界配置和产业

有机融合，实现产业链延伸、价值链

提升、供应链贯通。

着力推动减量、增量、存量协调

联动，培育壮大市场主体。主动减

量，推动上新庄工业园区去工业功

能，大华工业园区逐步淘汰铁合金企

业；优化存量，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通

过技术升级、产业链延长、资源综合

利用、提高附加值等途径，全面提高

产品技术、工业设备、能效环保水平；

引导增量，大力培育发展新产业、新

业态，提供新的产品和服务，继续扩

大光伏制造企业、配套企业规模，优

化结构，积极培育光伏制造、锂电、铝

镁合金等新兴产业，推动产业不断向

产业链、价值链高端攀升，以新的供

给来创造新的需求。

拓展开放新空间，加大招商引资

力度。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重

点，发展境外生产加工和营销网络，

以企业“走出去”带动商品“走出

去”。强化“展会+产业”叠加和延伸

效应，加快建设西宁综合保税区，探

索推行“保税加工+保税仓储+保税

展销”模式。积极用好对口援青相关

政策，不断加大产业对接，形成优势

互补、合作共赢的产业发展新模式。

积极用好“青洽会”、绿色发展论坛和

“城洽会”等平台，参与国内外知名经

贸会展，形成多元化招商引资格局。

（作者系国家发改委人事司挂职

干部）

□ 鲍文涵

为协助做好“十四五”规划前期

重大问题研究，国家发改委灵寿县挂

职干部赴山东青岛市开展家政服务

提质扩容专题调研。调研发现，青岛

市自2014年开始打造“海螺姑娘”家

政品牌，建立了九大服务平台，延伸

了家政服务产业链条，解决了家政行

业“找不到”“小散弱”“不满意”等问

题，家政服务业逐步进入了高质量发

展的轨道，对改善民生、扩大消费、带

动就业、精准扶贫发挥出积极作用。

“四个结合”构建生态圈

线上平台与线下门店结合。打

造线下体验式家政服务生态综合体，

创建青岛家庭服务就业创业广场，聚

集阳光大姐、管家帮、58到家等50余

家家政企业入驻，成为提供保姆、保

洁、育婴等158项家庭服务的一站式

“超市”；创立家政服务品牌“海螺姑

娘”APP，推动线下门店统一网上营

业，吸引660家家政企业上线，形成

“大众点评”式的家政O2O商业模

式，对用户做到消费有选择、服务有

保障、维权有渠道，建立线上政务品

牌“青岛市家庭服务云平台”，为入驻

企业提供统一办公信息化系统，建立

从业人员动态电子信用档案，帮助企

业实现对人力资源、财务、订单、店铺

等高效管理，同时也为政府提供了行

业监管平台。

家庭服务与社区站点结合。布

局社区服务站，打通服务“最后一公

里”，在各街道社区建设“海螺姑娘美

好生活服务站”生态圈，以最快反应

速度精准匹配周边5公里内的服务需

求，为居民提供便捷可及的家政服

务；配置多种服务功能的“美好生活

服务站”，不仅能及时上门服务，而且

可以提供日间照料、社区助餐、康复

护理、日用品配送等多元服务，并承

担一部分便民服务、残疾人关爱等公

益责任；形成品牌效应，“美好生活服

务站”既为企业做到了品牌推广，让

“海螺姑娘”品牌持续深入人心，而且

起到了信息归集、提高流量、拉动消

费、带动就业的作用，形成生态圈和

社区联动的“1＋N”阵地式发展格局。

有效监管与权益保障结合。以

云平台为载体实名认证，建立从业人

员实名制管理系统，从业人员需要进

行身份安全验证、健康体检和免费岗

前培训后，方可在云平台备案上岗，

并获得电子“上门服务证”；利用“海

螺姑娘”APP归集形成经营异常企业

名单、失信企业名单、异常客户名单

等，建立覆盖供需双方的社会化评价

制度；优化培训体系，进入“海螺姑

娘”APP的从业人员必须参加平台免

费提供的岗前培训，通过建立的近

6000平方米的情景化产教融合实训

基地，与青岛技师学院合作打造家

政人员学历教育体系，为企业提供

有偿的“菜单式”回炉培训；改善从

业环境，建立“海螺姑娘”之家职工

宿舍，为入驻企业员工提供10元/天

的住宿服务。建立多方筹资机制，为

家政服务人员购买商业保险，提高从

业安全感。

上门服务和产品配售结合。建

立产品配送中心，与国内大型生产工

厂或国际品牌合作，定点加工、精选

代售、批量选购价优物美的母婴用

品、保洁用品、护理保健、康复辅助器

具等产品，通过家政服务人员在服务

的同时将产品带到千家万户，亲身示

范带动产品销售；打造“海螺姑娘”生

产基地，逐步建立家政服务产品生产

基地，吸引母婴护理、康复辅助器具、

人工智能等企业入驻，打造一个集研

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产业园区，进

一步延伸产业链条；推动高端产品配

售和服务一体化发展，以生态圈为每

个家庭量身定制康复机器人、仿生假

肢、虚拟现实康复等设备专属康复医

师、康复治疗师和康复辅助器具配置

人员，推动“家政+”融合发展。

“三个支点”助力行稳致远

政策扶持是基础。青岛市相继

出台了促进家庭服务业发展、创建青

岛市家庭服务业产业生态圈等政策

文件，实施品牌引领计划，对入驻企

业给予房屋租赁、吸纳就业、总部入

驻以及平台运营等补贴，降低企业成

本，吸引企业集聚。调研中，来自济

南的一家家政人才培训企业负责人

表示，受到优惠政策的激励，已经把

自己的企业从济南迁到了青岛，进驻

了产业园。

边界清晰是保障。“海螺姑娘”

APP和“青岛市家庭服务云平台”均

由市场主体建设运营，政府主要在加

强规划引导、加大政策支持、完善信

用建设和优化市场监管等方面下功

夫，不插手微观市场，不参与平台经

营，不束缚企业手脚。调研中，多家

企业负责人表示，政府和市场的良性

互动，使得生态圈形态更高级、结构

更合理、分工更优化。

质量达标是关键。在培训方面，

生态圈将“渴求人才”的社会共识转

化为“投资于人”的现实行动，做到了

“无培训、不上岗”，并在后期不断进

行职业技能培训及回炉提升培训；在

标准方面，推广使用统一的合同规范

文本，明确三方权利义务关系，创新

制定了母婴护理、家务管理、家庭清

洁等领域标准，出台适应市场的行业

指导价格区间；在信用方面，对有虐老

虐童等严重不良记录的从业人员纳入

行业“黑名单”，让信用监管成为每个

从业者头顶上的“达摩克斯之剑”。

形成合力促进高质量发展

加大政策落实力度，让企业愿意干。

建立工作协调机制，加快建立由发

改、商务部门共同牵头的促进家政服

务业提质扩容工作协调机制，明确部

门分工，加强部门协同，形成工作合

力；推动政策创新，深入推进放管服

改革，优化市场环境，因地制宜制定

出台地方性政策文件，结合地方财政

可承受能力扶持一批敢于创新、踏实

实干的企业，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提

高效益；加大督促力度，各地要认真

梳理好“硬任务”，形成一张任务清

单，进行清单式销号制管理，真正干

好一件销号一件，实现落实情况看得

见、摸得着、受监督。

推广新理念新科技，让产业有活力。

延长产业链，推动家政与社区、文化、

教育、康复辅助器具等产业融合发

展，挖掘社区服务、产品配送等新的

附加功能，扩大家政产业生态圈；提

升价值链，落实员工制家政企业优惠

政策，为员工制家政企业发展“赋

能”，适应形势变化开发“管家式”高

端服务，填补康复辅助器具配置等

服务领域空白；完善利益链，引导各

地为从业人员购买商业保险，多渠

道为从业人员提供宿舍，建立企业和

员工之间风险共担、互惠共赢的利益

共同体，让更多劳动者“愿来、能来、

稳下来”。

强化培训完善标准，让服务提质量。

加大培训力度，深入开展家政培训提

升行动，让“无培训、不上岗”成为行

业共识，力争到2020年底培训家政

服务人员500万人（次）；推动典型示

范，开展“领跑者”行动，培育一批各

具特色的领跑企业，打造一批家政示

范社区，建设若干示范性产教融合企

业；完善标准体系，推广使用标准合同

文本，修订家政服务国家标准，逐步做

到对家政服务每个细分领域、每个服

务环节都能做到有标准可依。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让市场守规矩。

开展家政服务领域信用建设专项行

动，建立家政服务员和家政企业信

用记录，开展家政企业公共信用评

价，实施家政服务领域失信联合惩

戒；建立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系

统，参考“海螺姑娘”等成熟模式，全

量归集家政企业、从业人员、消费者

的信用信息，为企业提供从业人员

身份认证、犯罪核查服务，为消费

者提供家政企业、从业人员信用查

询服务；完善统计通报制度，加强

家政行业信息统计归集，按季度通

报各地家政服务业发展情况，倒逼

各地加强监管，当好家政市场的

“守夜人”。

（作者系国家发改委社会司挂职

干部）

打造产业生态圈 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
——山东青岛市家政服务业发展专题调研报告

建立绿色发展准入标准 提高产业准入门槛
——青海西宁市构建绿色发展现代产业体系调研报告

青海青海：：生产藏药预防制剂生产藏药预防制剂 为抗击疫情贡献力量为抗击疫情贡献力量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青海省藏医院等单位的工作人员生产藏药预防

制剂分发给疫情防控一线工作人员，为抗击疫情贡献力量。图为青海省藏医院

工作人员正在将藏药装袋。 新华社记者 张 龙 摄

线上职业做培训线上职业做培训 足不出户学技能足不出户学技能

近日，山东青岛西海岸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开通首个线上职业技

能培训直播平台，结合产业实际和企业用工岗位需求，为未就业的城乡劳动者

进行育婴师、中式面点、家政服务等方面的技能培训。图为培训老师李艳红通

过网络直播进行育婴师技能培训。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