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心中的你心中的““西宁名片西宁名片””有哪些有哪些？？

“西陲安宁、河湟文化、唐蕃古道、茶马
互市、塔尔寺、丹噶尔古城等，是西宁这座城
的名片，它们经历了上千年的积累和积淀。”

西宁在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
灿烂辉煌的河湟文化和开放包容的城市气
质。对于我们来说，丹噶尔古城也好，唐道·
637也好，她们共同构成、交织、重叠着这座
城市的古老文化和现代文明。还有始建于
元代，河湟谷地古老文明的见证之一的城隍
庙，以及虎台南凉遗址，与北山美丽园、湟水
河湿地公园一道，必然成为老百姓心中的

“西宁名片”。
西宁名片，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它

不但是西宁昨天的辉煌，还是西宁今天的骄
傲，我们可以在“西宁名片”所蕴含的故事里，
寻找到、感知到这座城市的前世今生，进而记
住这一城市，并沉淀为一段抹不去的回忆。

那么，西宁的文化符号，在哪里？
网友@New Sky：青海北禅寺是中国第

二大悬空寺，1900多年历史，如果能开放，那
才是西宁最亮的名片！

网友@粒子：古城是一座城市的固体记
忆，更是人们乡愁的寄托。茶马古道、海藏
咽喉，湟源有一座古城叫丹噶尔，这也是西
宁的一张文化名片！

网友@卢光明：真的，南北山应该是我
们西宁的名片！

网友@丫丫：离开西宁很多年了，说起
西宁名片，脑海中浮现出的是中心广场，那
是反映西宁百姓幸福生活的一个窗口，可以
代表西宁！

网友@七月泪心：我优先推荐“共”字
桥，就在我家楼下，各个角度拍摄都好看；其
次是南山上的千帆竞发，寓意好，辨识度高。

还有外地游客海心打来电话：“每年夏
天都去西宁，凉爽的天气，避暑胜地，但最吸

引我的还是西宁如梦如画般的蓝天，干净透
彻，反映了西宁的生态之美。”

“观门街、前营街、水井巷、莫家街……
西宁的许多老街道很有文化味，是有历史的

‘西宁名片’。”市民李达明说。

西宁十大城市名片即将出炉西宁十大城市名片即将出炉

湟源县一位民俗专家表示，这些西宁文
化符号，将让城市传统与现代的文明理念相
互融合，它们见证着整座城市的历史与发
展，是西宁的眼睛与品牌形象，是认识和了
解西宁的金钥匙，是留存于人们脑海中的深
刻记忆。

回望过去的几年，西宁积极融入国家公
园示范省建设，着力构筑城市新型生态格
局，先后建成海湖湿地、宁湖湿地和北川湿
地三大公园，成功培育出第三极看海洋、高
原观熊猫等特色文旅产品，先后荣获世界旅
游名城、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全国水生态文
明城市和全国文明城市等诸多殊荣，蝉联三
届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西宁逐渐成为游客
寻找和向往的“诗与远方”。

西宁是黄河流域河湟文化的发源地，是
古“丝绸之路”南路和“唐蕃古道”的必经之
地。当前，西宁以生态保护优先理念，充分
发挥比较优势，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向长远发展蓄势赋能，向全国、全世界，展示
作为生态文明高地城市典范的担当和魅力。

我们也欣喜地看到，西宁正发挥省会优
势，强化省会担当，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上
走在前作表率，奋力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
地标杆城市。

接下来，西宁晚报将邀请专家综合市民、
网友的推荐评选出西宁十大城市名片，并对
此进行深度解读，持续释放文化符号效应。

西宁名片还需市民再推荐西宁名片还需市民再推荐

发现挖掘城市名片，对于一座城市和

生活在这里的老百姓而言，都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通过提炼城市名片，将吸引和调动
人们总结城市内涵，建立精神属性和城市归
属感；将有利于激发文化生产力，实现社会
效益、经济效益与文化创作生产的有机统
一，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
需求；将催生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繁荣，赋能
城市高质量发展；优秀历史文化资源优势将
转化为城市形象塑造的“助推器”，使之为城
市建设服务，助力城市转型升级。

这些城市名片是城市的生命、城市的
根，是几朝旧事的见证，是市民念兹在兹的
名片，是定格于西宁人心底的永恒记忆，是
一座城市潜移默化的传承和流淌。

她看得见，摸得着，听得到！她就在我们
身边，需要我们去发现和挖掘，各位读者，马
上行动，写电子邮件、发微信、寄信、来电……
你可以采取任何一种方式联系我们，让我们
一起来寻找“西宁名片”。

欢迎广大市民游客将心中的“西宁名
片”，如物产、建筑、名胜、人物、事件、美食等
进行提名，并写出推荐理由或故事，让我们
一起来发现“西宁名片”。

读者可通过以下方式推荐：
邮件：编辑邮件发送到 56746323@qq.

com。
联系电话：0971-8230535 13709748510

18609719610。
添加晚报微信：搜索微信号“西宁晚

报”。
啥能代表西宁？让我们来寻找“西宁名

片”。晚报请你来推荐，我们期待你的参与。
（记者 张永黎）

遇见美丽西宁遇见美丽西宁

“人的一生中，有两样东西

永远不会忘记，一是母亲的面

孔，二是城市的面貌。 ”土耳其

诗人纳乔姆希克梅这样写道。

蜿蜒100公里湟水河在南北

两山之间流淌出西宁人不屈包容

的气质。塔尔寺、海藏咽喉、丹噶

尔古城、沈那遗址、莫家街、水井

巷、虎台南凉遗址……当抽象的

西宁人文精神以具体的“西宁形

象”出现时，谁将能扛起西宁城市

名片的“大旗”？

7月4日，西宁晚报正式启动

“寻找‘西宁名片’——西宁文化符

号征集活动”。活动启动后，受到西

宁市民及全国各地游客的热烈关

注，大家纷纷推荐自己心目中的“西

宁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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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市民眼中的市民眼中的““西宁名片西宁名片””都有啥都有啥

本报讯（记者 施翔）为进一步发挥市法
学会在服务法治西宁、平安西宁建设中的重
要作用，组织和引导法学法律工作者积极参
与全面依法治市工作，7月13日，市法学会召
开“市级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库”成立会议，受
聘的36名市级首席法律咨询专家代表参加
会议并作交流发言，各县区法学会及市法学
会成员单位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制度的建
立，是法学会有益探索和创新实践的重要成
果，是广大法学法律工作者参与公共决策、
风险防控、矛盾调处和信访积案化解的法治
实践平台，也是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
期、利长远保障作用的有力抓手。

会议强调，首席法律咨询专家作为第三
方力量，要始终保持“中立、客观、专业、公
益”性质，充分发挥专业化优势，紧扣实地条
件和工作需要，认真履职尽责，严守职业操
守、维护司法公平正义，积极提供权威意见，
及时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依法治理提供优
质高效服务，切实发挥“智囊团”“人才库”

“防火墙”作用。
会议要求，市县（区）两级法学会，要全

力推动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制度的实施，有效
整合广大法学法律工作者资源，积极探索首
席法律咨询专家与其他社会治理主体的多
元化合作模式，夯实法学会工作基础，积极
组织法律专家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依法治理
提供智力支撑，真正让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制度
成为服务平安西宁、法治西宁建设的有效途径
和有力抓手，为西宁市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上
走在前、作表率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本报讯（记者 刘瑜）记者从省人社厅获
悉，上半年，全省各级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
裁机构不断提升劳动人事争议案件处理质
效，在案件数量持续攀升的情况下，充分发
挥调解仲裁制度高效解纷优势，为确保全省
劳动关系保持和谐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
截至6月底，全省各级仲裁机构共立案受理
劳动人事争议案件1630件，审结1472件，其
中成功调解1031件，调解率达70.04%，涉及
劳动者 1738 人，涉案金额 7588.48 万元。全
省各级劳动争议基层调解组织共调解劳动
争议案件290件，其中成功调解229件。

上半年我省劳动人事争议案件呈多元
化特点：案件受理量大幅攀升。受新冠疫情
后实体经济恢复发展、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等
因素影响，用人单位欠薪、欠保、单方面解除
劳动合同等问题时有发生，加之劳动者维权
意识不断提升，案件受理量大幅攀升，较去
年同期增长 36.4%。案件地区分布差异较
大。受地区经济发展、企业地区分布等因素
影响，全省劳动人事争议案件多分布在经济
相对发达、企业用工密集地区。西宁市受理
案件量占上半年案件总量70.49%、海东市占
比 16.63%、海西州等其他地区占比 12.88%。
私营企业案件频发。私营企业基数大、用工
人数多，因依法依规用工意识相对不强、用
工行为相对不规范、规章制度不够健全等原
因，导致省内私营企业劳动人事争议持续多
发，今年上半年受理私营企业劳动争议案件
占案件总量的 94.97%。案件处理难度增
大。随着劳动人事争议主体多样化、争议原
因多样化、争议诉求多样化，加之劳动者期
望值高、用人单位法治观念淡薄、争议双方
对抗强，案件处理难度不断增加。

下一步，全省各级调解仲裁机构将不断
健全争议多元处理机制，加大争议案件处理
力度，强化劳动人事争议源头治理，防范重
大风险矛盾，把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
实施案件分类处理、繁简分流、优化流程，实
现简案、急案、重案速裁速办，提高案件终结
率，同时完善调解仲裁与诉讼衔接机制，形
成多部门齐抓共管共同化解劳动人事矛盾
纠纷合力，确保全年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率达
到60%以上，仲裁结案率达到95%以上。

市级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库成立市级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库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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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啸宇）推进生态共建环境
共治、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创新
协同产业协作……为进一步落实甘青两省
的合作框架协议，持续推动甘青两省推进
兰州—西宁城市群建设专项协议落地落
细，日前，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衔接
甘肃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制定甘青
两省深入推进兰州—西宁城市群建设重点
工作任务，全力推动兰西城市群建设。

【全面推进生态共建环境共治】 为落实
好《兰州—西宁城市群发展“十四五”实
施方案》，2023年甘青两省将全面推进生态
共建环境共治，共同推进祁连山国家公园
建设，实施祁连山水源涵养与生态保护修
复项目；合力推进交界河段区域环境问题
整治，实施湟水规模化林场、南北山绿

化、宛川河流域生态修复、黄河刘家峡库
区良好水体水源保护等项目。

【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在建成兰新
客专兰西段达速提质工程基础上，推进西宁
至成都、兰州至合作铁路建设，加快西宁机场
三期扩建工程进度，实施兰州中川机场综合
交通枢纽环线铁路工程。持续推进同仁至赛
尔龙至郎木寺段等续建项目，力争建成G341
线加定（甘青界）至海晏（西海）段公路，研究
谋划青海德令哈至甘肃酒泉高速公路。

【推动创新协同产业协作】加快新能源
产业合作发展，支持兰州新能源汽车产业
与西宁锂电产业开展上下游产业配套对
接，合力打造“锂电池—新能源汽车”制
造产业集群。支持两省企业合力开拓碳纤
维复合材料及下游产品开发。推动两省大

型能源装备骨干企业合作，延伸发展光伏
发电系统集成产品等。推动文化旅游融合
发展，联合打造青甘精品旅游大环线，推
出红色旅游经典线路。

【共同推动国际班列常态化运行】促进
对外开放提速提质，支持两省联运中欧、
中亚、南亚、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着力
发展兰州、西宁、海东跨境电子商务综合
试验区，共建共享区域分拨中心和海外仓。

【开展跨区域医疗服务】在推进兰西城
市群建设中，两省还将进一步促进市场要
素对接对流、推进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探
索海东市民和县与兰州市红古区跨区域医
联体建设等，开展跨区域医疗服务，就近
方便群众就医，推动基础教育精品课等数
字资源共享。

甘青两省深入推进兰西城市群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