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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国静）3月15日，记者跟
随省房地产协会走访了西宁地区多家房地产
企业。通过走访发现，今年二三月份以来，全
省楼市迎来“小阳春”，特别是三月以后，在
省、市政府部门坚持“房住不炒、因城施策”的
主基调下，楼市整体平稳发展。各房地产企
业纷纷表示，当前楼市总体表现出量稳、价升
态势。

房企分析：楼市逐渐回暖

“去年，全市房地产市场整体销售情况较
往年有所下滑。一年来，各级政府部门采取
多种方式助企纾困，通过出台支持住房需求
15 条举措、举办房产展销会、发放购房补贴
券等措施，帮扶房地产企业渡过难关。同时，
企业也采取让利促销、收紧资金等措施，楼市
逐渐回暖。”碧桂园珑悦项目营销负责人李晓
牛说。

走访中，记者了解到，今年二月以来，多家
房地产企业收获了与去年同期相比稳步增长
的“开门红”业绩。据相关人士分析，楼市回暖、
迎来“小阳春”的主要原因是，经过疫情的“冷静
期”后，房产刚需性消费得到释放，特别是来自
各市州的消费者，纷纷前往西宁看房买房，所以
呈现出二三月看房量、销售量回升态势。

“从年初到目前，中海房地产的两个楼盘
已销售商品房300余套，与去年同期相比销
售量有所增加，其中来自各市州的群众占比
较大。”西宁中海房地产营销经理万鹏飞告诉
记者。除了刚需性消费得到释放外，各房地
产企业信心得到提振，以更优质的房源和服
务吸引消费者，为改善性住房的消费者提供
了更多选择。

整体来看，今年以来，西宁地区各房企的
销售量、带客量均有所上升，楼市呈现了量升
价稳的态势。

精准施策，提振房企发展信心

23个住建领域项目开复工、组织召开房
地产企业座谈……今年，我省坚持“房子是用
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稳地价、稳房
价、稳预期，全面落实惠企政策，优化营商环
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启动住建领域助企暖
企春风行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住房
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随着全省住建领域项目集中开复工，23
个重点项目早筹划、早开工，实现了住建领域
项目建设的“开门红”。此外，作为各房地产
企业的“娘家”，省房地产协会积极发挥平台
纽带作用，主动靠前、倾力服务，积极引导房
地产企业在质量、品牌、服务和宣传上下功
夫。各房地产企业表示，在各级党委政府的
倾心倾力帮助下，政企携手前行，共同推动我
省房地产行业发展持续向好。

持续回暖，西宁楼市量升价稳

西宁市图书馆仿佛一下子就成了网
红——

上个周日，3000 余人拥进这里看
书、自习、阅读……

今年1月8日开馆，至3月14日上午
10 时，已有 51327 人次来这里“打卡”。

“短短两个月时间，5 万多人来这里看
书，这个客流量很高！”

“没想到，西宁还藏着这样一座图书
馆，太让人惊喜了。”

“第一次来就爱上了这里，环境清
幽，为我备考提供了很大的支持。”

“每周一闭馆休息，其他时间全天开
放，特别是周末11点以后人特别多，图
书馆都是爆满。”

“西宁人爱阅读、善阅读！”
西宁市图书馆成为“网红”并非偶

然：因为造型新颖，很多市民专程来打
卡，来了之后发现真正吸引读者的并不
是造型：图书馆一开门，就吸引了很多人
前来签到，但即使原本的目的是跟风，但
大家的目光还是会被书架上的书所吸
引，进而感受到一种人文气息，有深度、
有温度，并与之建立情感纽带——这是
一个让人来了还想来的地方。

周末的图书馆有多火周末的图书馆有多火？？““一座难求一座难求！！””

西宁市图书馆开馆后，立刻成为网红，
有多火？阅读推广中心主任靳常生说，周末
如果来晚了一座难求！

居住在城北区门源路的周玲每周都要
带 8 岁的儿子来图书馆看书，用她的话来
讲：不出区就能“坐拥”西宁市图书馆，馆内
的书还可以借阅，实在是太方便。“不过周末
11点以后人就特别多，座位难找！”

记者随周玲来到位于城北区门源路北
侧的西宁市图书馆，一幢四层建筑映入眼
帘：金黄色为主色调的外立面相间黑色玻
璃，与美丽的沈那遗址公园相毗邻，这里有
42.42万册藏书，少儿图书馆、特殊群体阅览
室、新书荐读区、期报刊阅览区、数字体验
区、休闲沙龙区、自习区等18个服务功能区
一应俱全，1400多个阅览席位供读者选择，
是一座基础设施完善，集文献阅览、阅读分
享、数字体验、参观研学为一体的现代化公
共图书馆。

抬高的空间，独特的设计，柔和的灯光，
座椅也极为舒适，坐久了也不会累。“它真的
充满了细节。”在这里看书的读者这样说。

“通过设置各种创意阅读空间，提升了
读者的阅读体验感，从单一的阅读空间向文
化生活空间转型，吸引更多的市民走进图书
馆，畅游书海、爱上阅读。”西宁市图书馆相
关负责人说。

群众为何寄予厚望群众为何寄予厚望？？““肩负重任肩负重任！！””

曾几何时，西宁面临着“人有我无”的尴
尬境地。成立于1979年12月的西宁市图书
馆是国家主办的公益性公共图书馆，当时的
馆舍在西宁市大十字新华书店三楼。2007
年，西宁市图书馆搬离大十字，几经辗转，最
后落脚于麒麟湾公园内的一座小楼，只有
200多平方米的临时办公场地，多年来一直

处于有馆无址状态。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精神家园，是一

座城市文化软实力的象征，我们渴望有这样
的一座图书馆。”市民这样期盼着。

2021年9月，新修建的西宁市图书馆和
博物馆、美术馆、文化馆“四馆”一并和市民
见面，群众对此寄予了厚望。

事实证明，西宁市图书馆没让市民失
望，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载体，西宁市
图书馆是全市文献典藏、文化交流、信息共
享和特色文化传承交流中心，肩负着市属二
县五区图书馆间的协作、协调及业务研究、
辅导和交流的重任。

四十多年来，从有馆无址到将近2万多
平方米的阅读大空间；从为数不多的藏书
量到新馆 80 万册的总设计藏书量；从单一
的藏借阅书籍到开展多元创新的阅读推广
活动；从传统的纸质文献借阅到海量的数
字资源阅览，西宁市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体
现了我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取得的明
显成效。

更让人欣慰的是，图书馆内每周都会
举办多场活动，以此推动、引导、服务全民
阅读。

找准读者需求举办各类活动，这对图书
馆员们也是一种考验。“从坐着办公，到做活
动，感觉自己成长不少。”去年刚入职的阅读
推广中心馆员樊美钰深感责任之大。“一天
几场活动下来，我从四楼到一楼不知道跑了
多少趟，很累，但自己也学到了很多知识。”
接地气的活动聚拢了人气，推广了阅读，也
让年轻的他们获益良多。

西宁市图书馆为何走红西宁市图书馆为何走红？？““西宁人爱阅读西宁人爱阅读””

每个周末，图书馆门口就会排起长长的
队伍，成为西宁市民爱阅读的标志性风景。

“成为网红也好，一座难求也罢，归根
到底是因为西宁人爱阅读，善阅读。”西宁
市图书馆一位负责人这样说。

这并不是空穴来风，去年 4 月份，市
统计局对全民阅读状况及数字化阅读接触
情况开展了网络问卷调查，调查报告显
示：西宁市民越来越喜欢阅读，市民阅读
状况呈现五大特点。特点一：五成以上受
访市民平均每天阅读时间 30 分钟，高学
历、高年龄人群和城镇居民中有阅读习惯
的更多；特点二：数字阅读是市民阅读的
主要方式；特点三：时事新闻、娱乐休闲
和生活常识是市民阅读主要内容；特点
四：男女阅读偏好差异较为明显；特点
五：满足兴趣爱好、工作或学习需要、增
长知识是市民阅读的主要目的。

调查显示，受访市民阅读目的分为四
个层次：一是满足兴趣爱好、工作或学习
需要、增长知识，占比均超过 60%；二是
增长知识、开阔眼界和提升修养占比超过
40%；三是休闲娱乐占比超过30%；四是掌
握实用技能，占比超过20%。

总体看，市民阅读目的明确，爱读
书、善读书的习惯也在逐步养成。

一位在西宁上大学的大学生说，在这
样一座高原城市，竟然藏着一座高颜值、
高内涵的图书馆，这对爱读书的西宁市民
来说，本身就是一种“福利”。

记者手记：
记者在采访中听到了很多对西宁市图书

馆的赞美之声，当然也有一些老年读者认为
扫码借阅对老年人不太友好，还有一些小朋
友希望举办更多适合他们的活动。全民阅读
时代，图书馆应该怎样去满足读者需求？提
升公共服务能力，图书馆能“使劲”的地方
还有很多。

一座图书馆究竟能为城市带来什么？从
高楼座座入眼，到书香声声入耳，是产业硬
实力到文化软环境的全方位展现，是现代美
丽幸福大西宁崛起的必经之路。在图书馆的
一本留言簿上，记者看到这样一行字：希望这
座图书馆能与西宁共成长、共沉淀、共升华。

（记者 张永黎）

本报讯（记者 师晓琼）近年来，随着我
省各地野生动物保护力度不断加大和持续
深入，各类野生动物种群数量逐年呈恢复增
长态势。与此同时，藏棕熊、雪豹、狼等野生
动物特别是藏棕熊造成群众人身财产损失
的事件日益增多。随着春季气温回升，藏棕
熊冬眠过后觅食活动日益频繁，熊害事件也
将出现高发态势。

为保护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避免和减
少人身伤害及群众财产损失，近日，我省采
取多种措施做好藏棕熊防范工作。全面落
实主体责任，强化责任担当，从保护人民群
众切身利益出发，采取有效措施；全面强化
预警防范，通过多种形式开展预防预警工
作，有效发挥生态管护员、牧民群众、民兵力
量预警前哨作用，形成信息畅通、反应迅速、
行动有效的联防预警机制；全面提升预案针
对性和可操作性，确保事发时应急队伍能拉
得出、调得动，处置有力有序有效。全面做
好保险试点，各县（市、区、行委）安排专人积
极配合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青
海省分公司在各县（市、区、行委）开展理赔
工作，进行野生动物致害保险的调查取证、
赔偿受理、资金核算兑现、档案建立等工作，
切实维护群众合法利益。全面加强宣传教
育，多种形式扩大宣传，以具体案例教育警
示群众，引导群众自觉提高主动防范意识。

同时，教育引导牧民群众在放牧转场的
居所内，不存放易被棕熊找寻的食物资源，
加强人居环境整治，集中处理厨余垃圾，防
止随意丢弃生活垃圾给棕熊提供食物诱
饵。各级林草部门要根据棕熊种群数量、分
布、致害发生等情况，按照特许猎捕证核发
规定按程序报批，科学组织开展棕熊种群结
构调控工作，指导有条件的乡、村成立群众
联防队，承担巡护巡防、互通信息、相互预
警、联合防范等职能，在棕熊频繁出没的区
域设立醒目的警示标牌，印制防范棕熊宣传
材料，提醒群众注意防范。此外，倡导多人
联合出行，避免单人放牧、采挖虫草等活
动。如突遇棕熊时要冷静处理，不要大喊大
叫和盲目逃窜，可面向棕熊缓慢后退，避免
过激行为招致棕熊袭击致害。

本报讯（记者 得舟）我市全面落实师德
师风公示挂牌制度。近日，城中区教育局召
开全区教育系统2023年师德师风警示教育
会暨第一季度党风廉政建设专题推进会，教
育全区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坚决不触碰师
德底线、不越红线，树立教师良好形象；城北
区教育局召开全区教育系统2023年第一季
度党风廉政建设专题会，进一步筑牢教育系
统党员干部、教师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
记者获悉，连日来，全市各级教育部门、学校
多形式开展师德师风警示教育活动，进一步
强化师德师风建设，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校
园环境。

记者了解到，西宁全面落实师德师风公
示挂牌制度。据统计，2022 年，全市 295 所
学校在校门口醒目位置公示师德师风投诉
电话和邮箱，畅通了家校沟通渠道；建立健
全师德师风问题定期预警通报制度，分季度
通报师德师风接访接诉 33 件，查实处理 6
件，对研判存在的隐患风险进行预警警示，
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和投诉率高单位重
点督办整改，压实学校师德师风建设主体责
任。督办学校整改措施15条，印发《关于规
范教师线上教育教学行为的提醒函》，制发提
醒通知4份，规范教师师德行为，提升教师育
人水平。师德师风信访投诉量较上年度降低
21%，教师依法执教能力水平有效提升。与
此同时，西宁强化师德教育，将教师职业道德
作为市、县（区）、校三级教师培训必学内容，
纳入教师培训必修课程，培训教师8.2万人
次，举办名师名家职业精神引领主题系列讲
座 27 场，组织 300 名新聘教师开展入职宣
誓；突出师德激励机制，在全市教育系统评
选出先进集体10家、先进个人350人进行表
彰，全力推动师德师风教育融入日常。

西宁市图书馆为何能走红？

我省多措并举防范“熊出没”

西宁全面西宁全面落实落实
师德师风公示挂师德师风公示挂牌制度牌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