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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凉爽、城市干净、美食多多，夏都西宁
今夏格外受青睐！

亲子游、假期游、自驾游……大批游客涌入
西宁，凉爽西宁迎来火热旅游季！今年1月—5
月，西宁市累计接待游客806.83万人次，同比增
长89.69%，实现旅游收入77.96亿元，同比增长
94.85%，分别恢复至2019年的98.73%和77.45%。

人气旺！西宁成旅游热门城市

6月13日，2023携程夏季旅行趋势榜正式
发布，榜单涵盖自然风光、人文历史、消夏避暑、
夜间消费、户外运动等五大主题，西宁斩获“消
夏避暑主题榜”，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造就了西
宁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宜人气候，让西宁成为
消夏避暑的好地方，也成了夏季旅游首选地。
据携程数据显示，陆续进入暑假以后，西宁出行
的旅游产品订单量同比增长超 2 倍，西宁与上
海、重庆、成都、北京等地成为毕业旅行热门城
市。中国旅行社总社相关负责人说：“6月以来，
西宁旅游市场逐渐进入旺季模式，旅行社接到
了来自北京、上海、郑州、西安等地的多趟专列，
尤其是6月25日左右，旅行社所有导游带团人
手都不够了，我相信西宁旅游还将继续升温。”
一酒店相关负责人说：“‘五一’期间酒店入住率
为30%左右，最近已上升到50%左右，游客明显
增多。”

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和不断强化的城市功
能使西宁成为旅游热门目的地。据市文化旅游
广电局负责人介绍，近年来，西宁市不断强化城
市功能，紧紧围绕建设国际一流旅游集散中心、
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标杆城市的发展目
标，借力西宁河湟文化旅游艺术节、青海地方特
色小吃大赛暨西宁美食节、西部自驾车旅游联
盟年会、FIRST青年电影展等活动不断提升城
市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先后荣获中国优秀旅游
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全国文明
城市、中国十大幸福城市等荣誉称号，软硬实力
的提升，加上独特的历史文化底蕴，西宁成为国
内旅游市场上的一匹黑马。

受青睐！美食特产受游客喜爱

“这个是蕨麻，煲汤熬粥很有营养……”走
在西宁的大街上，尤其在市中心繁华地段、小吃
街等地，明显感觉到人流量要比平时多几倍，枸
杞、藜麦、牛肉干等产品摆放在进门最醒目位
置，随处都能看到来自各地的游客挑选或咨询
土特产品。

6月15日，大新街几家特色小吃店里早已挤
满了来自各地的游客，酸奶、酿皮、烤羊肉……不
少游客边拍照边享受着属于青海的味道，每天
傍晚，小吃街里游客更是排起了长队。在莫家
街一家土特产品摊位前，来自珠海的几位游客
挑选了牛肉干、黄菇等青海特产并直接邮寄回
家。“这几天明显感觉外地游客增多，一些本地
特产很畅销。”莫家街市场一家土特产店的老板
告诉记者，每年的旅游旺季催热了青海土特产，
不少特产店一天就能寄出近百个快件，牛肉干、
枸杞、人参果、藏饰等产品都卖得很火。

很暖心！全力健全服务保障机制

“景区内每隔一段就有公厕，休闲椅、游客服
务中心等都很完善，让游客很暖心！”来自山东的
梁女士说。为助力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标
杆城市，落实市委关于“走在前、作表率”的工作
要求，在旅游旺季来临之际，我市全力健全服务
保障机制。聚焦“吃、住、行、游、购、娱、医”旅游
全要素，构建“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
旅游旺季服务保障新格局。紧盯旅游市场乱象、
旅游消费投诉热点、社会关注焦点等问题，通过
高位推动、高压震慑，联合执法、综合施策等方
式，突出拉网式排查，全面开展旅游市场整治，努
力营造健康有序的旅游市场环境。以游客满意
为导向，完善旅游厕所、道路标识等基础设施，提
升出行环境。强化从业人员培训、提高行业服务
水平。畅通旅游咨询、投诉受理服务渠道，及时
有效办理涉旅投诉，妥善化解矛盾纠纷。以“游
客第一，宾至如归”为理念，为确保游客顺利出
行，西宁市推行旅游专用客车和异地自驾游客
车，在我市旅游出行时，不受区域道路和车型大
小的限制，均可在市区道路内优先通行，旅游车
辆优先行、接送游客可临停、旅游线路保畅通、违
章处理更快速、异地驾驶证本地补办、市区景点、
酒店及餐厅可临时停靠等一系列旅游便民措施，
全力保证游客在西宁出行便利。（记者 张艳艳）

人气旺！凉爽西宁迎来火热旅游季

本报讯（记者 晴空）“签了承诺书，就要
说到做到。我们一定会履行职责，把垃圾
分类工作做好，让我们的城市环境变得更
美好！”一店铺老板薛涛说。日前，西宁市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创新推
出西宁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书，面向
全市所有商户全覆盖签订“生活垃圾分类

‘共治共督’承诺书”，约定分类责任与义
务，保障商户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有效落实。

6 月 13 日，西宁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人员沿西关大街进入
临街各商铺，对各商户的负责人宣传普及
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同时，逐一签订西宁
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书。“7 月 1 日，

《西宁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就要正式
实施了，各商户要做好店内生活垃圾的四
种分类，签订承诺书以后就要积极履行责
任和义务。”工作人员详细为商户负责人进
行政策讲解。

根据西宁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书
约定，商户本人要严格遵守生活垃圾分类
的相关规定，依法履行生活垃圾源头减量
和分类投放义务，承担生活垃圾产生者责
任，做好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店内产生的
生活垃圾要按照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
垃圾、其他垃圾进行分类，保证本人及员工
自主分类、精准投放，参与生活垃圾分类，
形成习惯。与此同时，要积极带动、宣传引

导员工、亲朋好友和左邻右舍踊跃参与生
活垃圾分类，主动维护绿色环保的生活环
境，提升社会文明素质。

截至 6 月 14 日，城东区已下发生活垃
圾分类责任书 4406 份，已签订 4406 份；城
中区下发 4490 份，已签订 4490 份；城西区
下发 4844 份，已签订 4844 份；城北区下发
4106份，已签订4106份；东川、南川、生物园
区共下发 1735 份，已签订 1735 份，签订率
100%。

“签了承诺书，就要说到做到”

文明健康
绿色环保

“没想到西宁这么美！”6月12日，来自
南亚、加勒比和中南美洲地区14个国家的
16名外国记者来到青海，用镜头向世界讲
述中国式现代化在青海的生动实践故事。
巴赫塔尔通讯社国际部主任穆罕默德·阿
勒夫·安萨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西宁的
美景给予了赞美！

前不久，在西山脚下，一位叫安正平的
美术老师历时4个月将西宁画到了一幅画
里：西宁的蓝天、白云和地标建筑都浓缩在
了《西宁山水图》内。安正平说，西宁太美，
这幅画卷是送给西宁的礼物！

这几天，西宁最美的季节已来到，天空
很高湛蓝，青杨挺拔翠绿，丁香开了、牡丹
开了，姹紫嫣红，气候凉爽，十分美好，生态
西宁我们的家，无需跋山涉水去远方，最美
的风景就是家门口遇见西宁！

2016年8月和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
两次考察青海，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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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是‘国之
大者’。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切实保护好地球第三极生态。”

“生态西宁我们的家！”如今，生态已成
西宁最亮的生活底色；生态已成西宁发展
成色最重的砝码；生态已成西宁幸福家园
最鲜明的标识。

“一、二、三！雪豹母子三口同时出现
了！”去年3月，大通北川河源区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布设的红外相机再次捕捉到雪豹母
子三口的活动影像，引得观测者连声惊
呼！“西宁的生态越来越好，动物们都跑到
西宁来安家啦！”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这样指出。西
宁时时在思索：我们要留下一个什么样的
西宁给未来？

西宁始终胸怀“国之大者”、牢记“省之
大要”，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统筹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
护、应对气候变化，坚定不移扛牢筑牢国家
生态安全屏障门户、共同守护“中华水塔”重
大政治责任，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美丽西宁，生态环境质量整体稳中向好。

生态兴，则西宁兴；生态美，则西宁美。
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副主任王

霄介绍，今年一季度，西宁市城市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为83天，优良率为92.2%，县级以
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稳定达
到 100%，紧密衔接国家和全省重大战略，
谋划储备生态环境专项资金项目68个，两
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涉及西宁市25项
问题已全部整改完成，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助力经济发展，扎实有效推进助企暖企春
风行动走深走实。

走出城市，进入乡村，生态之变带来的
福祉更是群众身边最真切的感受。

6 月 13 日，湟源县丹噶尔古城内游客
熙来攘往，小镇内商贸兴隆，非遗刺绣作品
搬上街头，在孔庙当一回孔子的学生等活
动为古城“引流”“圈粉”，吸引了众多游客。

湟中区卡阳村曾是众所周知的贫困村，
山是秃山，地是坡地，水土流失严重，全村人
靠天吃饭。2014年10月，全国坡耕地水土
流失综合治理项目湟中拦隆口项目区开工，
卡阳村是受益的村庄之一。此后，坡耕地变

梯田，多样绿植连片成长。卡阳村周边生态
大为改观，逐渐由“浅绿”走向“深绿”。

正是水土保持为卡阳村脱贫“翻身”提
供了立足点。在驻村第一书记鲍武章带领
下，卡阳村走出了一条景区开发与精准扶
贫相结合的特色路子。“要想在西宁周边旅
游圈内吸引游客、留住游客，服务是关键。
以往村民们的服务意识不强，如今客源变
化，对乡村旅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
将陆续开展景区从业人员在服务等方面的
培训，希望通过创新经营给游客带来常来
常新的体验。”鲍武章说。

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西宁
乡村文化旅游嘉年华系列活动将持续到9
月，通过“游乡村美景、品乡村美食、赏民俗
文化、享田园风情”等系列活动，打造乡村
旅游品牌，丰富乡村旅游业态，推动文旅行
业持续复苏，为加快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
的地标杆城市，我们在奋斗！

绿色是工业的底色，把绿色发展的底色
铺好，经济社会发展才能保持高质量、可持
续，才能实现“含绿量”与“含金量”齐头并进。

时间回拨到十几年前，人们对甘河工
业园区的印象是：这里是高污染、高耗能企
业的聚集地，矗立的烟囱内冒着浓浓的黑
烟，没有人愿意在这个地方待。

如何甩掉“黑帽子”，一改甘河工业园
区旧面貌？

西宁深刻意识到，出路必定是加快推
动园区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大力实
施传统产业技术升级改造，培育引进新兴
产业内在活力。近年来，西宁淘汰一批依
赖低电价的高耗能、高污染项目后，结合清
洁能源和盐湖资源禀赋，重点引进新能源、
新材料等项目，计划在“十四五”期间培育
出光伏制造、锂电储能、新型材料三个千亿
级产业集群。

如今，新时代的西宁制造，在经济欠发
达、生态脆弱的高原地区正演绎着践行新
发展理念的绿色、循环和创新发展篇章。
一大批头部企业落户西宁、投资西宁、发展
西宁，西宁温度、高景速度、丽豪速度、世界
奇迹在这里交相辉映！

生态西宁我们的家！孜孜以求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之道，在现代化新青
海建设上走在前作表率，西宁在奋进中奋
斗。你看，天更蓝，水更清，万物更加生机
盎然，美丽生态画卷在西宁大地徐徐铺展。

（记者 张永黎）

本报讯（记者 王紫）6 月 14 日上午，由
青海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办，青海省血
液中心、青海省输血协会承办的青海省
第 20 个世界献血者日主题活动在西宁举
行。

此次活动以“捐献热血 分享生命 传
递真情 爱满青海”为主题，宣读了青海省
荣获 2020—2021 年度全国无偿献血表彰

名单并进行颁奖。我省 4 个市州、17 家团
体、2643 名个人荣获 2020—2021 年度全
国 无 偿 献 血 表 彰 。 其 中 ，西 宁 市 获 得
2020—2021 年 度 全 国 无 偿 献 血 先 进 省
（市）奖。据悉，西宁地区“千人口”献血
率达 17‰，远远高于全国 11.1‰的平均水
平。西宁晚报社获得全国无偿献血促进
奖特别奖。

活动现场上演了精彩文艺节目，展示
了我省广大无偿献血者和无偿献血志愿服
务者真诚奉献的高原精神、互助共济的高
原情怀和厚德仁爱的高原文化底蕴。

西宁市获得全国无偿献血先进省（市）奖

精神文明建设
西宁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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