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
2023年3月1日 星期三

新闻热线
8244111

广告热线
8230542

04A 编报室主办
责编 / 会刚 版面 / 文灿 校对 / 柯心

雷锋精神是一面永不褪色的旗帜，只要有心，
每个人都能在平凡的工作生活中，作出自己应有
的贡献，把雷锋精神代代传承下去。

当我看到有人需要帮助时，总有一种上前帮一
把的冲动！希望有朝一日，生活处处都是活雷锋。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扎根基层，始终牢记“为人民
群众服务”的使命，从小事入手、把小事做好，给老百
姓送去最需要的服务，让老百姓感受到温暖……

在西宁，每一个关爱他人、扶危济困的热心
人，都在演绎着自己的雷锋故事。

他们发出不同的光亮，足以点亮一片天空；他
们不是雷锋，又都是雷锋，是无数个雷锋的缩影。
雷锋离开了吗？没有，他从未离开。

从军营走出来的学雷锋标兵从军营走出来的学雷锋标兵

“新时代，我们如何学雷锋？时代在变，学
雷锋的方式也在变，但雷锋精神的底色从未改
变。”青海省岗位学雷锋标兵石彦宝说出了所有
退役军人的心里话，为了让雷锋精神传承下去，
他们身体力行，在生活中去践行雷锋精神。

自主择业后，他和战友一起组织志愿服务活动，
多次倡议并组织退役军人为青海省13所学校开展义
务国防教育和应急训练等，受益师生12万余人；2020
年8月29日参与西宁市城北区特大暴雨内涝抢险救
援任务，转移人员67人，车辆13辆；2021年1月15日
和战友一起筹资16000元对西宁市城中区20家困难
户进行慰问；2021年4月22日协同青海省退役军人
事务厅、城东区政府和志愿服务队人员共同植树
24722株；2021年5月22日玛多县地震，组建29人小
分队，储备10万余元物资，行程519公里进行电力应
急救灾；2020年至2022年多次倡议退役军人149人，
为青海省血液中心献血27800毫升。

石彦宝说，奉献就是雷锋精神的内核，我们要
把雷锋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做新时代胆大心细的做新时代胆大心细的““女雷锋女雷锋””

“让学雷锋成为一种习惯，成为一种本能，那
么我们就会遇见更加闪亮的自己”。女退役军人
徐艳枫今年48岁，多年来，她把“学雷锋”当成习
惯持之以恒，带动着更多的人参与到了学雷锋的
行列中来。她会给贵州贫困山区的孩子捐款捐
物，每年六一儿童节，会邮寄爱心包裹给这些孩
子们，直到孩子们考上了大学；她会跟着志愿服
务队的同事们一起给贫困老人和家庭送去慰问
品，并将慰问金塞到老人们的手中，她还会给贫
困的农牧民送去御寒的衣物；疫情期间，她不喊
苦不喊累，40多天在小区核酸采样点4号采样台
从事消杀工作，干练的她一边做消杀，一边引导
居民，这一刻，她就是守护居民安全的“女雷锋”。

她说：“雷锋精神的实质就是一种真善美。乐
于助人是一种善，无私奉献、立足岗位是一种真，
不乱扔垃圾、按序排队、尊老爱幼、文明礼让、遵守
交通规则和社会公德等则是一种美。”

他们都是群众身边的他们都是群众身边的““活雷锋活雷锋””

2月28日，在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雷锋
同志题词60周年之际，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命名
表彰我省 10 个集体为“青海省学雷锋活动示范
点”、10名同志被评为“青海省岗位学雷锋标兵”，
来自城北区火车西站社区的赵辛霞榜上有名。

“当我看到有人需要帮助时，总有一种上前帮
一把的冲动。”赵辛霞说起了一件事，这件事让她
对“雷锋精神”有了更深刻的认识。2022年10月
31日，初冬的寒风中，赵辛霞正带领着社区工作人
员给居民配送生活物资。这时电话突然响起，电
话的另一头传出充满焦急的声音，“赵主任，我母
亲现在喘不上气，呼吸困难……”接到电话后，她
急忙联系急救人员，顶着寒风急速奔跑至病人家
中。可惜的是，老人没有等到急救人员，生命就走
到了尽头。看着已经去世的老人，赵辛霞顾不上
悲伤，她发挥了一个共产党员为民服务的精神，与
社区副主任韩杨、老人的女儿一起给老人换上了
寿衣，随后安排社区工作人员及时开出相关证明
等。处理完老人后事后，她才哭出了声。因为惋
惜，因为不舍，因为每次入户老人亲切的声音让她
热泪盈眶。

她说：“时代在变，雷锋精神永远不变。我们
都是雷锋精神的接班人，永远在离群众最近的地
方服务。” （记者 王琼）

本报讯（记者 一丁）保护消费者合法
权益涉及千家万户，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
有重要作用。好消息从西宁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传来，经报请市委市政府同意后，
经过10个月的筹备，被注销了三年的原西
宁市消费者协会于2月28日正式恢复成
立，恢复后的西宁市消费者协会将提升维
权效能、发挥维权作用，形成消费维权新
格局，成为西宁市消费者更“硬气”的娘家
人。

据悉，原西宁市消费者协会自1988年
成立以来，共受理解决消费投诉4万余起，

占全省总投诉量的51.2％，为消费者挽回
经济损失3500余万元。消协组织已成为
维护我市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保护人民
群众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的重要载体，既是
消费者的代言人、娘家人，也是政府联系
消费者的桥梁和纽带。由于机构改革等
原因，原西宁市消费者协会于2020年被注
销。

为建立健全我市消费者保护组织，
2022年5月23日西宁市市场监管局党组
决定重新成立西宁市消费者协会，因西宁
市消费者协会曾经被注销，给后期核名工

作带来极大困难，经多次协调省民政厅、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于2022年6月
24 日正式核名为“西宁市消费者协会”。
西宁市消费者协会办公地址仍位于西宁
市城西区海晏路88号，下设综合部、投诉
调解部、消费监督指导部三个常设机构，
合计78个会员，西宁市消费者协会不收取
任何会费。

西宁市消费者协会恢复成立大会后
还召开了第一次会员大会，会上还选举了
西宁市消费者协会第一届理事会和监事
会成员。

精神文明建设
西宁在行动

一讲两稳三促进
万名干部下乡

抢抓机遇促发展抢抓机遇促发展··青海在行动青海在行动

本报讯（记者 宁亚琴）近期，为深入宣
传中央和省委一号文件精神，全力推进“三
农”工作，市妇联驻湟中区冰沟村工作队集
中精力，走村入户开展宣讲活动。宣讲全
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
神，坚持“一讲两稳三促”的要求，结合当前
春耕备播、乡村振兴、疫情防控等重点工
作，推进宣讲活动取得显著成效。

每入一户，工作队与老乡一边寒暄拉
家常，一边用通俗的语言讲一号文件精
神，既关心和了解了家庭近况，又宣传党
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通过入户了解家
庭近况，为有就业意愿的农户，推送就业
用工信息，有针对性地介绍工作，同时在
村庄信息公布群里推送用工信息，多渠道

促进脱贫人口稳岗就业。还与村医联合
一同入户，为慢性病患者量血压、测血糖，
建立家庭健康档案，同时送去防疫口罩和
食用盐。为家庭较为困难的马文花、李海
花、马有录、马占虎等10户脱贫户送去慰
问金各200元，为春耕备播助一臂之力。

在入户宣讲中，工作队发现个别脱贫
户务工情况不乐观，工作缺少责任心。脱
贫户马有录辞掉了护林员工作，现在在帮
别人养牛；脱贫户马进财辞掉了甘河工业
园区清扫员工作，现在在家养牛；脱贫户
马忠花养殖产业长期断档，工作队多次督
促做工作仍然无效；脱贫户马鑫在云天化
开叉车，收入较高且稳定，但是他经常请
事假，影响了收入。针对类似农户，工作

队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耐心地与他们讲
道理谈心，希望他们珍惜就业机会，抓住
增收的机遇，放开眼界，努力干好每一天
的工作，过好每一天的日子。

通过此次入户宣讲，把党的“三农”政
策转化为实际行动，深入群众，着重在宣
讲的过程中发现难题、解决难题，以“做”
促“讲”“讲”“做”结合，工作队成员既当宣
讲员，又做办事员，在服务群众中将宣讲
工作向纵深推进，着力打造美丽宜居宜业
新农村，努力实现乡村振兴。

他们都是雷锋精神接班人

西宁市消费者协会恢复成立

走村入户做宣讲 一号文件进家门

本报讯（记者 啸宇）重点关注生存困
难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对6000多户
企业全面开展帮扶，9方面政策措施切实
帮助市场主体纾困解难……我市抢抓机
遇促发展、助企暖企春风行动开展以来，
各县区、各园区、各相关部门高度重视、迅
速行动，认真贯彻落实省市相关工作部
署，加快设立组织机构、全力编制工作方
案、筛选企业建立台账、精心选调助企人
员，助企暖企各项工作有力推进。

2月28日，记者从市发展改革委了解
到，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相关工作方案的
起草制定，完成并印发了《西宁市抢抓机
遇促发展活动方案》及《西宁市助企暖企
春风行动工作方案》等9个专项行动若干
措施，全市7个县区同步制定本地区工作
方案，压实压细各项工作任务。建立市级
领导包联机制，由市级领导分别包联7个
县区4个园区、30家重点企业、29个重点
项目。全市推动形成各单位、各有关部门
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各地区（园区）上下
联动、各方协同、合力推进的工作格局。

按照全省助企暖企春风行动工作安
排，坚持“抓大不放小”，我市面向全市符
合条件的各类市场主体，重点关注生存困

难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确定全市帮
扶企业对象，目前已确定帮扶企业 6619
户，占全省帮扶企业的55%以上。在积极
承接国家和省级61条政策措施基础上，推
出市本级相关惠企政策12条，研究制定推
动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9方面28条，
切实帮助市场主体纾困解难。全力推动
重大项目建设，一季度437个重点项目已
开复工84项，完成投资7.4亿元。

同时，我市多措并举强服务，助企“春
风”促发展。加速金融助企纾困政策落
地，围绕金融助企纾困“26条”、稳经济大
盘“24条”措施，助力我市重点项目建设。
积极为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提供精准
金融服务，今年以来，已为815家企业新增
投放贷款119.17亿元，1398户个体工商户
新增信贷3.71亿元；按照全省抢抓机遇促
发展工作部署，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
先位置，争取省级资金660万元用于促消
费活动，并培育发展“政府促消费+企业促
销售”消费新模式，加快活跃二手车市场，
开展新能源汽车
和绿色智能家电
下乡等，充分释放
消费潜力；积极做

好企业用工服务保障，主动落实用工补贴
政策，鼓励企业招用重点群体，符合规定
的给予企业社保补贴。今年以来，已为全
市 1.86 万 户 企 业 释 放 惠 企 政 策 红 利
3604.1 万元，开展线上线下招聘会 24 场
次，提供就业岗位 1.21 万个，为 1.95 万户
次市场主体缓缴“两费”636.09万元，1367
户次企业缓缴社保费583.55万元，有效纾
困市场主体资金压力。

据悉，我市将深入推进助企暖企春
风行动各项工作，推动助企暖企春风行
动走深走实，充分发挥各地区、各行业主
管部门助企暖企主力军作用，通过入企
沟通座谈、政策宣传等活动，摸清企业存
在困难及成因，全力为企业纾困解难。
另外，加快推动各类助企暖企政策落实，
具体化、机制化落实好“1+9”助企暖企各
项政策，细化举措、精准发力，用心用情
用力为企业排忧解难，切实把政策“含金
量”转化为企业获得感，助推企业提质增
效、升级发展。

我市对6000余户企业全面开展帮扶

本报讯（记者 师晓琼）初春的高原古
城处处透着清澈的美。2月27日正午，阳
光正暖，西宁湟水国家湿地公园宁湖片区
飞来7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大天鹅，
它们在河中的滩涂上歇脚，现场呈现一派
安逸景象。

“这不是宁湖片区第一次迎来大天
鹅，近年来每年都会有大天鹅来这里‘做
客’，这7只大天鹅也是在迁徙过程中把这
里当作了‘服务区’，在这里调整休憩。”青
海国家公园观鸟协会会长王舰艇说。

据了解，大天鹅是一种大型水鸟，雌
雄同形同色、通体洁白、颈部极长、体态优
雅，是世界上飞得最高的鸟类之一，喜欢
栖息于开阔的、水生植物繁茂的浅水水
域，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每年的9月中
下旬开始离开繁殖地往越冬地迁徙，10月
下旬至11月初到达越冬地，翌年2月末3
月初又离开越冬地往繁殖地迁徙，3月末4
月初到达繁殖地。它们对生存环境的选
择较为苛刻，只有良好的水质、丰富的食

物以及安全的环境才能成为它们的落脚
点。

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湟水
国家湿地公园也受到了众多珍稀鸟类的

青睐，目前园内分布有鸟类152种，其中国
家Ⅰ级保护鸟类3种，国家Ⅱ级保护鸟类
19种，省级保护鸟类12种，已成为重要的
候鸟迁徙地和野生动物栖息地。

大天鹅做客湟水国家湿地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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