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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青海省十一次党代会以来，省委明确提出要闯出一条欠发达地区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成功之路，着
力推动跨越发展、绿色发展、和谐发展、统筹发展，积极探索具有青海特点的科学发展模式。
《四个发展——青海省科学发展模式创新(基于科学发展评估的实证研究)》正是基于这一目的所做的
一项具有支撑性、基础性的研究。
书中指出，“十一五”时期，青海各族人民抢抓西部大开发历史机遇，着力加快“四个发展”，开创
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新局面；在“十二五”时期，青海必须进一步加快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更
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四个发展”，努力探索符合青海实际、具有青海特色的科学发展模式，闯出一条
欠发达地区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成功之路。
本书由孙发平，刘傲洋著。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四个发展>>

作者简介

　　孙发平，汉族，1962年出生于甘肃省夏河县。
现任青海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兼任第九届、第十届青海省政协委员、青海省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长期从事区域经济学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先后独立、合作、主编书籍10余部，发表论文70余篇，主持
完成各类课题20多项。
获青海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项，二等奖2项，三等奖5项。
获青海省优秀调研报告一等奖3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2项。
刘傲洋，汉族，1976年出生于青海省西宁市。
青海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工作，先后独立或合作完成专著、论文、研究报告及基金项目共计70余项
。
获青海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项、三等奖3项，省部级入选论文奖6项、优秀论文奖1项，省
优秀调研报告一等奖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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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十二五”时期青海推进科学发展的战略任务
第四节　“十二五”时期青海科学发展的前景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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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以全省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为契机，加快推进跨越发展　　玉树州以《青海省“四区两带一线
”发展规划纲要》和《青海省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定位，以建设“三江源”文化生态旅游目的地及青
南、藏北、川西三地客货通衢和商贸中心为重点，转变发展方式，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通
过区域合作不断加快跨越发展步伐。
　　坚持以发展特色“优质高产高效”生态型农牧业为主攻方向，推动草原畜牧业向生态畜牧业转型
、传统种植业向设施农业转变，建设青海高原特色农畜产品生产基地。
以组建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组织为载体，大力实施退牧还草等重大工程项目改善畜牧业基础设施条件
，转变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进一步推广人工种草、家畜品种改良、舍饲与半舍饲养技术。
加强天然草场改良，草地补播改良和饲草料基地，牲畜棚圈及贮草设施建设，科学建设草场和草料产
业。
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建立青稞、马铃薯良种繁育基地，加强青稞生产基地建设，推进脱毒马铃薯、杂
交油菜、高原蔬菜、中藏药材等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
进一步完善农牧业发展政策扶持体系，加快农畜产品、中藏药材等动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大力发展
乳品、牛羊肉、青稞、薯豆、芜根、甜菜加工，加快开发冬虫夏草及中药材、动物血液及脏器等新兴
产业。
做好地理标志产品、商品域名、商标注册工作，努力将特色资源优势转变为产业优势。
加强与各州、地、市的合作与交流，抓好大型专业市场建设，积极扶持壮大一批特色农畜产品加工企
业，引导特色农牧业开发的工作重点从生产层面扶持向产加销多个层面扶持转变，从重视基地建设向
通过扶持企业带动基地建设和农户生产转变，从强化外延扩大向通过科技推动促进内涵扩大转变，从
原产品生产向深加工产品生产转变，努力把玉树打造成全省重要的高原特色农产品基地。
　　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吸纳劳动力强的特点，积极引进技术、资金和人才，继续组织实施好加工开
发民族服饰、安冲藏刀、帐篷、藏毯、陶艺、佛教工艺品、嘛呢石刻等为主要内容的“七小工程”，
大力开发承载藏文化特征的旅游商品，不断扩大民族手工业发展规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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