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府工作报告》名词解释
（按《政府工作报告》内容先后顺序排列）

1．“三北”工程：指在中国三北地区（西北、华北和东

北）建设的大型人工林业生态工程。

2．“揭榜挂帅”：是通过政府点题、征集技术需求、技

术评估等方式，由科技管理部门发布技术攻关、成果转化揭

榜任务，组织社会力量揭榜攻关，推动科研成果转化。

3．“三品一标”：指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

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

4．“名特优新”：指知名、特色、优质、新兴。

5．“三清三改治六乱”：“三清”指清垃圾、清污水、清

杂物；“三改”指改水、改厕、改危房；“治六乱”指整治乱

堆乱放、乱倒乱扔、乱搭乱建等行为。

6．市管企业“3+5”：即 3家集团公司，5家一级市管企

业。

7．DRG 医保付费：指按病种分组支付制度，是一种医疗

保险支付方式。

8．“两个只增不减”：指确保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逐

年只增不减,确保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一般公共预算教育

支出逐年只增不减。

9．教育“双减”：指有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

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

10．“三公”经费：指因公出国（境）、公务用车购置及

运行、公务接待所产生的费用。

11．“五个年”：政治能力建设年、综合监管执法强化年、



问题整改攻坚年、清廉政府建设年、执行力提升年。

12．“三个最大”省情定位：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

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

13．“三个更加重要”战略定位：进入新发展阶段、贯

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青海省的生态安全地位、

国土安全地位、资源能源安全地位显得更加重要。

14．“五个必须统筹”重要关系：指必须统筹好有效市

场和有为政府、总供给和总需求、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

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这五个重要关系。

15．“两个重点”“两个标杆”“两个亮点”“三个坚持”：

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打造清洁能源产业高地“两个重

点”，建设格尔木盐湖绿色产业园、德令哈清洁能源和装备

制造产业园“两个标杆”，打造柴达木全域有机枸杞种植基

地、冷湖绿色算力特色小镇“两个亮点”，坚持把发展要素

经济作为海西新发展阶段下的重要定位、坚持把发展飞地经

济作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主攻方向、坚持把改进招商引资

作为调整产业布局的关键举措。

16．“三区三线”：指城镇空间、农业空间和生态空间三

种类型的国土空间，以及分别对应划定的城镇开发边界、永

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和生态保护红线三条控制线。

17．VOCs 全流程治理：指对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

从产生源头到最终排放的整个过程进行系统、全面的治理。

18．“无废城市”：将固体废物环境影响降至最低的城市

发展模式，也是一种先进的城市管理理念。

19．碳达峰九大行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行动、工业领

域碳达峰行动、循环经济助力降碳行动、农业农村减排增汇



行动、服务业绿色低碳行动、城乡建设绿色发展行动、生态

碳汇巩固提升行动、绿色低碳科技创新行动、绿色低碳全民

行动。

20．“两核一轴一高地”：“两核”指西宁—海东都市圈

核心增长极、开放柴达木核心增长极，“一轴”指构建以兰

青—青藏（西格段）—格库铁（公）路为主线横贯东西、侧

翼相连的铁路经济发展轴，“一高地”指以三江源、祁连山

国家公园和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为主体，构筑国家

生态文明高地。

21．“1+4+N”产业体系：“1”指千亿级盐湖产业集群，

“4”指构建清洁能源、金属冶炼、油气能源、陆港物流 4

个百亿级产业集群，“N”指培育壮大新材料、绿色算力、特

色农牧、生态旅游、玉石加工等特色鲜明的新兴产业集群。

22．要素经济：指基于各种生产要素的配置、流动和组

合而形成的经济形态与经济活动。

23．飞地经济：是指两个相互独立、经济发展存在落差

的行政地区，打破区划限制，通过平等协商和自愿合作，在

特定区域合作建设开发各种产业园区，实现互利共赢的区域

经济发展模式。

24．“5 个主导产业、2 个特色产业”招商链条：5个主

导产业链为清洁能源产业链、盐湖化工产业链、金属冶金产

业链、能源化工产业链、陆港物流产业链；2个特色产业链

为文化生态旅游业链、高原特色农牧产业链。

25．“两重”“两新”：指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

安全能力建设，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

26．“首发经济”“首店经济”：指企业发布新产品，推



出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新技术，开设首店等经济活动。

27．“一利五率”经营指标：“一利”指利润总额，“五

率”包括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收益率、研发经费投入强度、

全员劳动生产率和营业收现率。

28．“四上”企业：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质等级建

筑业企业、限额以上批零住餐企业、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

29．“青桂直流”：是全省规划的柴达木沙漠“4+2”总

体规划中的格尔木东基地的外送直流通道，起点在青海格尔

木，落点为广西桂林。

30．“四南”联络通道工程：指国家电网在西北地区规

划建设青海海南—甘南—陇南—陕南“四南”联络通道。

31．“一带四轴、双核七区”：“一带”指西格拉青藏大

走廊与格尔木河绿洲景观复合带，“四轴”指柴达木路城市

东西综合发展轴、江源路城市南北综合发展轴、昆仑资源循

环产业发展轴、格尔木新区科创宜居发展轴，“双核”指昆

仑路城市综合服务核心与格尔木新区政务文体服务核心，

“七区”指格尔木国际陆港铁路口岸区、格尔木国际陆港公

路口岸区、格尔木国际空港门户展示区、昆仑经济技术开发

区、北部城市更新宜居生活区、高原现代农业文旅融合区、

科创商务办公总部经济区。

32．“清水入城”：指城市水系海绵提升工程。

33．“两优惠、三补贴”：“两优惠”指税收减免优惠和

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优惠，“三补贴”指社保补贴、职业培

训补贴和职业技能评价补贴、岗位补贴。

34．学前“双普”创建：指普及学前三年教育和普惠性

学前教育资源覆盖率达到一定要求的创建工作。



35．“县管校聘”：指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对教师队伍进行

统一管理，学校根据自身的教育教学需求和岗位设置聘任教

师。

36．“三位一体”：指信息化、智能化、网络化相结合的

医疗模式。

37．“七大资源共享中心”：指医学检验、医学影像、心

电诊断、病理、消毒供应、药品采购、审方中心七大资源共

享中心。

38．普法“九进”：推动法律知识进机关、进学校、进

企业、进社区、进乡村、进军营、进家庭、进网络、进宗教

活动场所。

39．“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赋予民族团结进步的意

义，赋予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意义，赋予改善民生、凝聚

人心的意义，所有发展都要有利于提升各族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40．宗教活动场所“四进”：指国旗、宪法和法律法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宗教活动场所。

41．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十二进”：指民族团结进步创

建工作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乡村、进学校、进连队、

进宗教活动场所、进家庭、进网络、进医院、进景区、进两

新组织。

42．四下基层：指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下基层，

调查研究下基层，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