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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范生栋 摄影报道）为深
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扎实推进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0周年和青海解放70周年，进一
步凝聚建设生态宜居区和“双创”聚集区的
独特文化底蕴，不断激励全区广大干部职工
在新时代创先争优、拼搏进取的激情，加快
建设绿色发展样板城市和新时代幸福西宁，
全面开创“双创”聚集区和生态宜居区新局
面，9月18日至24日，中共城北区委宣传部
在小桥街道市民中心举行“壮丽七十年·奋
斗新时代”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摄影图片展暨《北城·时空》纪念画册首发
仪式，吸引众多市民前来观看。

本次摄影图片展共分为“光辉历程”“幸
福生活”“生态宜居”三个篇章，共展出 120
余幅作品。其中“光辉历程”篇章集中展现
了城北区在改革开放中不懈奋进、励精图
治、奋发图强，城乡面貌实现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历程。“幸福生活”篇章由城北区政治生
活、文化生活、物质生活的照片组成，描绘了
城北区这片连缀着现代化厂房、学校、医院、
超市、公园的热土，在70年铿锵有力的步伐
中，已经把往昔的荣耀和现在正在书写的宏
伟蓝图优美地交织在一起，展现了30多万各
族群众用勤劳、勇敢、智慧书写出的城北发
展与进步的故事场景。“生态宜居”篇章由城
北区城市设施、小区建设、城市装饰照片组
成，展现出如今的城北区正站在历史发展的
新起点上，青春迸发、斗志昂扬。

近年来，城北区积极唱响主旋律，凝聚
正能量，围绕重要宣传节点，先后组织出版
了《北城·风物》《北城·牵手》《北城·生态》

《北城·记忆》等“北城”系列纪念画册。今年
出版的《北城·时空》纪念画册通过采取现代
航拍技术支撑下的俯视镜头展示城北区的
发展与进步，同时也是“北城”系列画册的续
册。整个摄影图片展暨《北城·时空》纪念画
册均以图文并茂、今昔对比、全景航拍的形
式，向世人展示一个生机勃勃、发展进步、和
谐美丽的生态宜居北区，多角度全景式展示
城北区人民在各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绘就

出环境优美、人民安居乐业、城乡群众幸福
和谐的美好图景。

举办本次摄影展既是讴歌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0年来全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是集中展示全区在推进
精神文明建设和繁荣群众物质文化取得的
丰硕成果，将有助于广大群众更好地了解北
区，也必将激励全区人民团结一心、锐意进
取，不忘初心、奋勇拼搏。

壮丽70年摄影展彰显奋进北区

本报讯（记者 樊娅楠）70年来，在党的
坚强领导下，大通县抓住改革开放的重大机
遇，奋力赶超、众志成城，在富饶的北川大地
上播撒希望，结出了累累硕果。

经过 70 年的建设和发展，大通县经济
规模由小到大，经济实力由弱到强，取得了
历史性成就。全县生产总值成倍提高，从
1990年的4.51亿元到2018年的100亿元，突
破百亿大关仅用了18年。人均生产总值由
1990 年的 1189 元增加到 2018 年的 22175
元。财政收入由 1949 年的 0.5 万元增加到
2018 年的 40475 万元，年均增长 17.8%。财
政支出由0.5万元增加到401976万元，年均
增长 21.8%。第三产业对全县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逐年提高，2018年达到8.64%。

70 年来，该县农业得到持续巩固和加
强。全县农业总产值由1950年的1105万元

增加到2018年的344504万元。农业结构逐
步向效益农业方向调整，高原特色农业、设
施农业和农业产业化不断发展，农业农村现
代化新动能倍增。

70 年来，该县工业得到稳步提高和改
造。从老牌工业县到国家级循环经济示范
县建设地区，大通县坚持把稳工业作为稳增
长的关键点，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从调整工业结构入手，注重引导现有大
中型企业创新科技，实现提质升级。关闭退
出大通煤矿 120 万吨落后产能，全力打造

“西宁—大通沿北川河”千亿元综合产业经
济带，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计划，培育
出口外贸型企业，该县的
所有制结构朝着多元化
方向发展。

70年来，该县三产服

务业得到高速发展和改善。以创建全域旅
游示范县为目标，强化景区基础设施建
设，加快景区提质升级步伐，编制《大通县
全域旅游规划和乡村旅游产业带规划》。
着力打造绿色发展和乡村旅游产业“双
轮”驱动发展样板示范区，集中力量打造
窎沟、景阳、东峡片区和双新公路沿线四
条乡村旅游产业带，积极推进老爷山景
区、娘娘山景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构筑
以乡村为基础、以城镇为依托、以景点为
支撑的文化旅游产业新格局。2018 年全
县旅游总人数 358.96 万人（次），实现旅游
业总收入 10.83 亿元。

本报讯（记者 王琼）9 月 23 日，城北区
第四届农民篮球精英赛在美卡篮球馆开赛，
上百名农民篮球爱好者齐聚一堂，共享篮球
运动的快乐。

在中国农民丰收节，举行此次比赛旨在

鼓励广大农民参加体育锻炼，从而带动大家
积极投身全民健身运动。本次比赛共有
100 名队员参赛，以往与农田为伴的农民，
在篮球场上挥汗如雨，奋勇拼搏，穿插跑动、
运球突破、妙传、扣篮、得分，猛烈的进攻配

合、顽强的防守，赢得了场外观众的掌声和
呐喊声。

据悉，此次农民篮球精英赛的举行，提
升了农民身体素质，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向普
及性、高水平发展。

本报讯（记者 施翔）在第 19 个“全民
国防教育日”来临之际，为深 入 贯 彻 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全民国防教育的
一系列重要指示和决策部署，突出宣教主
题，普及国防知识，9月17日上午，城东区
委组织召开中心组（扩大）学习会，集中观
摩《赞颂辉煌成就、军民同心筑梦》图展。

区国防教育委员会高度重视全民国防
教育活动，以“赞颂辉煌成就、军民同心

筑梦”为主题，精心制作内容涉及国防基
本知识、改革强军的巨大成就、国防法规
及征兵知识普及等17块展板。在现场讲解
员的引导下，中心组成员认真聆听讲解，
仔细浏览图文。通过观摩，使党员干部进
一步弘扬了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
神，提高了国防观念，增强了保卫国家安
全的意识，激发了党员干部强烈的民族自
豪感和国家荣誉感，营造了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和青海解放70周年的浓
厚氛围。

观摩活动结束后，党员干部纷纷表
示，通过学习认识到了加强国防建设的重
要性和紧迫性，将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强
烈的使命担当，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坚
定爱国信仰，强化国防观念，真抓实干，
开拓创新，把城东区国防教育工作推上新
的台阶。

本报讯（记者 张艳艳）在上滨河路社
区，随处可见民族团结的标语以及奔波于邻
舍间的党员志愿者们，“生活在社区大家庭，
各民族群众就是一家人。”上滨河路社区党
委书记洪娟说。

近年来，上滨河路社区党委立足辖区少
数民族群众多、多民族群众混居等实际，依
托城市基层“幸福党建”联盟，在泰和园小区
示范打造“建滨河民族团结之舟、扬文明和
谐幸福之帆”党建项目，大胆探索出一条独
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创新基层党建新路子。

民族团结重在交心。为了做到“将心比
心以心换心”，社区党委积极动员24名党员
融入楼院党小组，落实“三联三帮”工作机
制，以宣讲党的惠民政策、民族宗教政策，宣
传“三个离不开”思想等为主要内容，通过定
期组织召开党小组会议、共过主题党日、上
门义诊等形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引
导小区各民族居民在学习生活中加深了解、
增进感情。

“睦邻屋是咱们居民和社区党委的‘连
心桥’，在这里，我们商量自己的事情、解决
自己的问题。”家住6号楼的陈有贵是“睦邻
小屋”的忠实“粉丝”，每次“睦邻小屋”开会
议事，他总是发言最积极的一个。“现在党小
组经常来院里搞活动，还到家里陪我们说话
聊天，帮我们干活，我觉得这样很温暖，也希
望能参与进来，让大家越来越好。”57 岁的
辖区居民苗贵琳作为一名老党员，以主动加
入的方式支持“党员进楼院”活动。

在发挥党员作用、民主议事阵地打造的
基础上，社区党委在楼院里建起了“滨河欢
乐大舞台”，结合各重要时间节点开展不同
主题的文化活动，积极展现各民族风采，极
大地促进了各民族居民之间的相互了解，让
小区居民切实感受到了身处“大家庭”的温
暖。

“我们将以推进小区各民族居民自我管
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为落脚
点，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力度，有效营造人
人参与自治、人人服务社区的生动局面。”上
滨河路社区党委书记洪娟表示，今后，社区
党委还将通过挑选各民族文字书籍布置书
吧、展示各民族特色手工艺品、搭建“求职导
航速递平台”等方式，不断深化党建项目内
涵，画好民族团结“同心圆”。

本报讯（记者 王琼）9 月 15 日，记者从
省残联获悉，为切实改善贫困残疾人的居家
环境和生活条件，加快我省黄南州贫困残疾
人家庭脱贫攻坚进程。2019 年，黄南州共
投入资金91.6万元（包含滨海新区残联援助
资金 19.6 万元），对 152 户贫困重度残疾人
家庭进行了无障碍改造，其中：同仁县 66
户、39.6万元；尖扎县36户、22万元；泽库县
50户、30万元。

据了解，无障碍改造项目包括家庭通
道、厨房、卫生间以及辅助器具的适配。重
点为肢体残疾人家庭设置入室坡道、扶手、
降低厨房灶台、卫生间蹲改坐或增加坐厕
器、浴凳、地面防滑处理等;为听力言语和视
力残疾人配备电子闪光门铃、防触电装置、
电泄露报警或自动切断装置、紧急呼叫器
等。在无障碍改造工作中，紧扣居家无障碍
的要求，根据改造对象的残疾类别、残疾等
级和残疾障碍程度以及残疾人家庭实际，实
行“量体裁衣”式个性化服务，为他们量身定
做改造设计方案，坐到一户一策、一户一设
计。

通过实施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项目，
对贫困重度残疾人家庭居家设施加以改造，
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残疾人日常生活中的
困难和不便，提高了他们的自主生活能力和
生活质量，同时也传递了党和政府的关爱。

中华民族一家亲
同心共筑中国梦

社区共画民族团结同心圆

152户贫困残疾人家
庭实施无障碍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