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宁西宁城市书房城市书房：：
“书香”润古城 市井升“文气”

要闻
2023年11月5日 星期日

编报室主办
责编 / 会刚 版面 / 奕月 校对 / 晓峰

新闻热线
8244111

广告热线
8230542

03A

本报讯（记者 啸宇）“没有中介，卖方
买方面对面交易”。西宁晚报继推出二手房
交易平台后，近日又重磅推出线下二手房
交易活动。广大市民通过西宁晚报微信公
众号、客户端等的二手房交易平台，可以了
解西宁各区二手房房源信息。西宁晚报免

收中介费，并帮忙买卖双方交易。
从今年10月份以来，在前期已免费刊

登大量房源信息的基础上，西宁晚报启动
运行了二手房交易平台，在报纸、微信公众
号、晚报民生公众号、西宁晚报客户端等发
布西宁各区二手房出售、出租转让、求购等

信息，为房产买卖交易双方搭建起了一座
便捷的数字桥梁。平台运行以来已累计上
线房源数百套，前来咨询二手房交易的市
民络绎不绝，收到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线上发布房源，线下帮你交易。”在推
出运行二手房交易平台的基础上，西宁晚
报推出的线下二手房交易活动，是一个“没
有中介，卖方买方面对面交易”的线下平
台。活动设在每周五9点到12点，市民可每
周四来西宁晚报社登记，周五可直接参加
活动。由房屋卖方提供房产证原件复印件、
身份证原件复印件、联系方式以及房源信
息。买方提供身份证原件复印件以及购房
需求后，线下工作人员免费担当中介，帮助
买卖双方进行交易。西宁晚报线下二手房
交易活动推出以来已帮卖方买方介绍多套
房产并已达成交易。

据悉，西宁晚报二手房线上交易平
台、线下交易活动将再接再厉，持续扩大
房源信息，为消费者提供二手房交易的更
多选择，形成更多交易，让晚报的广大读
者受益更多。

咨询电话:0971-5133789

本报讯（记者 王琼） 近日，记者从
省卫生健康委获悉，近年来，省卫生健康
委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
府关于巩固健康扶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工作决策部署，围绕“看得起病、看
得上病、看得好病、少生病”总目标，凝
聚全系统力量攻坚克难，持续提升县、
乡、村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全省35种大病
贫困患者实现“应治尽治”，做实做细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慢病患者签约履约服务
实现全覆盖。

据了解，截至目前，全省脱贫人口、

边缘易致贫人口、突发困难人口中35种大
病患者 2.29 万人全部得到救治和管理，
5.86万慢病患者实现应签尽签。省财政每
年安排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项目资金
1.12亿元，支持15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
扶县和26个脱贫县县级公立医院和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乡村医疗机构和人
员“空白点”保持动态清零，农村地区医
疗卫生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口援青帮扶和三
级医院帮扶，着力提升脱贫地区卫生健
康服务水平，通过 87 所省内外三级医院

对口帮扶 60 所受援医院，持续推动县级
医院综合能力提升，让人民群众就近享
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14 个国家乡村振
兴重点县人民医院 （县中医院） 纳入医
疗人才“组团式”帮扶国家乡村振兴重
点帮扶范围，受援医院诊疗服务能力、
健康管理服务水平明显提升，人才队伍
建设、医院管理水平逐步加强。截至
2022 年，全省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
20.62%，人民群众健康素养水平和防病
意识不断提高，全民关注健康、追求健
康的社会氛围日渐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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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文汇路街道五峰书院
内，23 岁的李嘉敏坐在靠窗书桌前看一本小
说。铺洒在桌面的阳光与窗外挂满金黄树叶的
杨树呼应，温暖、恬静。这是记者近日走访城
市书房时看到的一幕。

“相比图书馆，这间城市书房离家近，环境
温馨，是看书、自习的好去处。”李嘉敏说。

据史料记载，清朝光绪年间，五峰书院由
西宁办事大臣豫师等人创建，因附近有五峰山
而得名。后经多次更名，成为远近闻名的书院
之一。

为挖掘和传承历史文化内涵，2017 年，
西宁市城西区陆续建成以“五峰书院”命名
的十余处书房。目前各书房共存书 30 余万
册，电子图书 23 万册，为市民提供免费借阅
服务。

记者走访发现，散布在街头巷尾的城市书
房，已经成为市民的生活必需品。来此读书的
不仅有年轻人，还有一些退休赋闲的老人，咖
啡香、茶香、书香，构筑起一个城市鲜明的文
化符号。

近年来，西宁市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利用
公园景区、商业街区、街道社区等城市空间，
因地制宜推进城市书房建设。截至目前，全市
已有24家城市书房。

在西宁市城中区，古朴典雅的“香水书
院”引得不少市民驻足。廊庑曲折，方砖铺
道，城墙和亭台栏杆交相辉映。

书院坐落于香水泉遗址，2018年城中区将
其改造为西宁市首家古建筑书院。院内设有城
市书房、生态书屋、陶印坊等功能区。

走进生态书屋，书架上摆放着珍稀动物全
书、植物名录、自然科学等书籍，还有各种植
物、昆虫、矿石标本。书屋负责人严德金说，
生态书屋全面推行开放式服务，通过课外活动
向孩子们普及生态环保知识，并面向社会开展
各类公益讲座。

13岁的韩心月在生态书屋发现了自己最喜
欢的植物标本，站在一旁认真观察。韩心月的
妈妈告诉记者，孩子很喜欢这家书院，“这里有
青海生态保护、重点保护动物物种识别手册等
书籍，离开学校和家庭，城市书房同样可以培
养孩子的阅读习惯和兴趣爱好”。

在西宁这座高原古城，越来越多的人愿意
在闹市区寻一处安静惬意的“书吧”，独享这份
清闲自在。 （新华社记者张子琪）

本报讯 （记者 樊娅楠） 11 月 4 日，市委
副书记、市长石建平前往湟源县调研乡村产
业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把产
业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以打造绿
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中心城市为契机，积
极延伸拓展农业产业链，大力培育发展农
村新产业新业态，以产业振兴带动乡村全面
振兴。

来到湟源县农业示范园区，石建平详细询
问蔬菜产销、亩均收入、园区管理等情况，强
调要学习借鉴成熟运营管理模式，以市场化运
作方式，推动园区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
展，注重把控农产品品质，加强市场营销，促
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

在寺寨乡铧尖村，石建平深入了解畜禽养
殖、草畜平衡等情况，强调要坚持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统筹推进畜禽养殖、饲草种
植、草原生态保护，深挖本地优势资源，探
索生态价值转换新路径，实现生态经济社会
效益协同发展。

来到青海农科院马铃薯高山试验站，石建平
实地了解品种选育、良种繁育和技术推广情
况。他强调，要围绕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
出地中心城市育种中心，加快农业科技自立自
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推进特色作物遗
传改良、优良品种选育与推广，打造西宁高原
高品质马铃薯品牌。

石建平前往湟源县调研乡村产业发展工作时强调

持续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
助推乡村振兴迈出坚实步伐

入冬供暖是绕不开的民生话题。冬季
供暖既是民生关注焦点，也是工作难点，疏
忽一点儿就会“冷”了民心。

进入今年供暖季，我市以正在开展的
主题教育为契机，在群众关切的民生问题
上持续发力，想方设法破解供热质量“疑难
杂症”，解决一批群众关心的突出问题，用
心用情用力把供暖这项“民生工程”办成

“暖心工程”，让群众身暖心更暖。
提前五天预供热

群众心中都有一支“温度计”。冬季供
暖，既是民生工程，也是民心工程。

10月初，随着寒流来袭，我市气温骤降，
面对尚未进入正式供暖期的问题，市住房保
障房产局及时要求物业供热企业于10月8
日前完成打压试水工作，10月11日前开始
预供热，确保10月15日全面正常供暖。

“这两天晚上室温都能达到25℃左右，
今年差不多提前5天屋内就有热感了。”10
月10日10时许起，我市海湖新区、城西区
冷湖路以西、西钢片区、西川新城、多巴新
城等区域提前五天正式开栓供暖。

“全市80%的物业供热小区都在10月
11日前按时预供热，10月15日全面正常供
暖后，我们会同县区（园区）深入物业小区
以走访形式扎实开展‘访民问暖’。截至目
前 ，入 户 测 温 655 户 ，室 内 温 度 在
18℃—26℃，均能达到国家标准。”市住房
保障房产局物业管理科工作人员苏延莲告
诉记者。

有诉必应马上办
“我们小区物业忽然撤场，真想不到你们

这么短时间内就帮我们解决了业委会的成立
和供暖问题，真是太感谢了！”10月27日一大
早，东川警苑小区业主代表为城东区城乡建
设局及大众街街道办事处送来一封感谢信，
对区城建局、大众街街道办事处及康西社区
尽心尽力指导小区成立业主委员会表示感谢。

据介绍，东川警苑小区共有11栋楼44
个单元，471户居民，建筑面积约3.3万平方
米，由2台4蒸吨锅炉进行供暖。自2023年
9月中旬原物业服务公司撤场后，存在冬季
无法正常供暖、卫生无人清扫等问题。

面对即将来临的供暖期，城东区城乡
建设局、大众街街道办事处及康西社区通
过现场部署和微信群等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多次协调帮办，最大限度调动业主参
与的积极性，于10月26日成功选举组成小
区第一届业主委员会，并初步确定入驻小
区物业企业正常开展冬季供暖工作。

据介绍，下一步，城东区将进一步深化
党建引领“有诉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规
范小区物业管理，切实做到发现问题在一
线、化解矛盾在一线、工作落实在一线，不
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让困难群众温暖过冬
困难群众冬季取暖需求始终是党和政

府关注的焦点。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全市民政部门坚

持把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听民声、察民情、解民忧，为2.79万
户城乡困难家庭发放冬季取暖救助金
2440.38万元。

据介绍，为保证困难群众度过一个安
全温暖的冬天，我市采取“兜底保障+取暖
补贴”双重惠民措施，召集县区开展专题会
议，对所有符合条件的救助对象进行系统
摸排，建立台账，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
人”，提升保障能力、提高服务水平、守牢民
生底线，确保群众温暖过冬、安全过冬。

线上供热服务暖了群众的心
“您以后可以直接在手机银行或微信

的生活缴费选项里缴纳取暖费，有任何需
求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客服热线 4712092、
4712345……”走进黄河西宁热电有限责任
公司供热服务中心，客服人员正在为前来
咨询的市民耐心讲解。

今冬供暖期以来，许多市民发现：供暖
缴费、供暖报停、供暖恢复等许多业务都可
以在线上很方便地就办理了。

以前取暖季前，许多市民都有过排队
缴费、到窗口报停等经历，费时耗力。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市住房保障房产
局围绕“立足岗位作贡献”这个主题，以“我
的岗位我负责，我在岗位请放心”活动为抓
手，指导物业供热企业多措并举畅通线上
线下收费渠道，方便居民缴费，保证供热资
金充足，及时采购供热燃气，确保居民温暖
过冬，同时，安排专人常驻12345热线，解决
居民供暖问题。 （记者 施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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