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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旁的工地老是深夜施工，各种噪声吵得人睡
不着；隔壁的工厂一天到晚机器都发出刺耳的声音，
听得人心烦意乱；每天固定时间段都有隆隆的响声，
不知是从哪里传来的……生活中，市民或多或少会遇
到来自声音的烦恼。

如今，随着人们对生态环境质量的期望越来越
高、追求宁静和谐的生活环境，噪声污染随之成为市
民关注的焦点。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西宁市生
态环境局在学深悟透上再聚焦再发力、在细照笃行上
再聚焦再发力、在常态长效上再聚焦再发力，把“干部
要干、思路要清、律己要严”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各方
面，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改
善环境质量的思路、措施和本领，落实“走在前、作表
率”要求，以担当作为、真抓实干推动生态环境保护高
质量发展提质增效。

“我们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更好为群众办实事，
不断提高噪声监测能力和水平。随着我市主城区15
个声环境自动监测站点全面规范建成、声环境功能区
自动监测系统的试运行，不仅能有效为‘宁静西宁’、
噪声治理提供坚实技术支撑，还能为人民群众安静舒
适的生活环境保驾护航。”西宁市生态环境监测站站
长尹晓东说。

1515个声环境自动监测站点亮相主城区个声环境自动监测站点亮相主城区

近日，不少细心的市民发现，西宁市主城区新增
15个声环境自动监测站点，分布在生活小区、学校、医
院、园区企业等敏感区，每个站点监测的各种声音，都
会同步上传到环境噪声在线监测数据联网及综合管
理平台上，每10分钟显示一次监测站点的噪声数据。

假如监测站点附近噪声太大，超过了标准，就会
自动识别声音来源并录取下来。监测人员分析之后，
可以找到这个地方噪声超标的原因，是因为汽车鸣
笛、广场舞音响声音大、道路施工，或者是市民在大声
喧哗……

绿树成荫、鸟语花香，走进驿安苑小区，这里仿佛
与世隔绝了一样，小区里不但干净整洁，就连行走在
小区里都能清楚地听到风声和落叶的沙沙声。小区
随处可见“低声喧哗 益人利己”的标识牌，并在醒目位
置摆放着《宁静小区居民公约》。小区深处的绿地里，

“站立”着的声环境自动监测站点十分醒目。
“金属杆上端黑色的圆球是声音的传感器，通过

它的采集，传输到下方接收和上传噪声箱子里，在下
方的箱子是环境噪声自动监测仪。与一般常见噪声
监测设备不同的是，这个监测站点上有可以360度转
动的摄像头，当有噪声发出的时候，它的摄像头会根
据声源转到声音发出的方向并捕捉记录画面。”西宁
市生态环境监测站副站长张青伟指着监测站点逐一
介绍道，“上方白色圆柱形的部分是气象参数监测设
备，如遇到大风、雷电、雨雪天气，这样的噪声数据会
自动进行判别。”

说话间，由于声音较大，记者看到监测站点上方
的摄像头开始转动，寻找声源……10分钟后，环境噪
声在线监测数据联网及综合管理平台显示了驿安苑
小区监测站点的实时数据。

2424小时监测守护市民安静的夜小时监测守护市民安静的夜

“从原来一年4次的手工噪声监测，到现在的24小
时不间断噪声自动监测，声环境功能区噪声自动监测
系统全面建成，可有效守护市民安静的夜。”尹晓东说。

为切实解决居民关切的噪声污染问题，提高声环
境自动监控水平，补齐噪声自动监测短板，健全我市
生态环境监测网络，西宁市生态环境局以作风突出问
题专项整治为载体，将提高全市噪声污染治理水平融
入主题教育始终。从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监测点位选
址论证、技术报告审查、组织实施到自动站落成，局主
要领导亲自安排、现场指导、协调各方，确保主城区15
个声环境自动监测站点全面建成，实现城市声功能区
类别全覆盖，点位覆盖密度全省最高。这是自1995年
开展功能区噪声监测以来，首次实现由手工监测到自
动监测跨越式转变。

据悉，声环境功能区自动监测系统实现各自动监
测点位数据实时上传、智能统计、科学分析、自动预
警，可为全市声环境管控提供高效数据支撑，改善城
市声环境质量和强化城市环境噪声管理。

“15个监测站点自10月底建成以来，目前正在试
运行阶段，经过不断监测、调试，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后逐渐完善系统，力争在年底验收通过后正式投入运
行。未来，随着系统的日益完善，我们还将尝试绘制
噪声地图，推动本地噪声污染防治工作。”尹晓东说。

（记者 张弘靓）

以花寄情、以花表意，弥漫着生活美
学的“鲜花经济”犹如春花一般兴盛起
来，对我市居民的消费以及创业增收产
生了积极作用。

鲜花经济催生了西宁消费新业态，
也改变人们的消费理念。如今，它正搭
着时代的顺风车，在西宁蓬勃发展。

鲜花经济玩出新鲜花经济玩出新““花样花样””

11 月 9 日，记者走访了城西区的一
家鲜花店，多肉植物、小仙人掌、玫瑰、百
合等各类花草映入眼帘，店里的鲜花价
格从几元一枝到几百元一束不等。“现在
人们观念变了，不同性别、各个年龄段的
人都会来店里买花。”店员告诉记者。近
年来，随着物质生活的不断提升，我市居
民的精神生活品质也在不断升级，人们
对于生活更加追求仪式感和“浪漫气氛”，
根据国家统计局西宁调查队数据显示，在
有过鲜花消费行为的人群中，20岁—30
岁的占16.8%，30岁—40岁的占17.7%，40
岁—50 岁的占 30.1%，50 岁以上的占

35.4%。不难看出，鲜花消费打破了年龄
壁垒，逐渐融入中老年人的生活日常。

鲜花消费需求的不断增长，也催生
了不同的销售模式。线下实体店的鲜花
售卖正酣，线上电商销售更是使出浑身
解数吸引顾客，鲜花零售新模式层出不
穷。据统计部门调查，61.1%的消费者选
择在花店买花；31%的持家主妇或主夫们
在早市买菜途中就能完成一次愉快的购
花体验；26.6%的网购达人会选择以线上
方式完成鲜花消费行为；19.5%的行色匆
匆或临时起意的消费者会在流动摊位买
花后转赴下一个人生舞台。

鲜花消费有了新含义鲜花消费有了新含义

过去的鲜花是礼物，现在的鲜花则
是生活。

据了解，以前的西宁花店经营选址
大多在医院附近，售卖的也是提前打包
好的整把花束，而如今以花为媒的消费，
有了更丰富的含义。一束鲜花从美的视
觉冲击到爱的勇敢表达，再到祝福的真

情传递，不仅能融洽感情、增进友谊；还
能装点生活，取悦自己。

来到西宁花卉展销中心，记者看到
不少人正在挑选心仪的花束。谢女士告
诉记者：“我喜欢多头玫瑰，经常买不同
的品种放在家里。自己插花打理，很有
成就感。”“今天是我闺蜜的生日，我特意
挑选了和她年龄一样数量的花束送给
她，希望她能幸福快乐。”手捧一大束玫
瑰的王女士说。在走访中记者还注意
到，几乎每个鲜花摊位都有菊花售卖。
店主介绍说：“这几年许多客人选择购买
菊花来祭奠亲人，对于菊花的需求是一
直存在的。”一束鲜花寄托一份哀思，花
束也让“祭祀”变得更加环保。

鲜花经济鲜花经济““痛痛””在哪里在哪里

随着“走出花店带走鲜花”的市民不
断增多，西宁的鲜花店如雨后春笋般应运
而生，依附在鲜花经济上的就业平台也变
得更加宽广。鲜花经济“前程似锦”，但这
种消费新业态也难免存在痛点。

我市的鲜花大部分由昆明空运而来，
途中难免受到挤压、碰撞，且鲜花的保鲜
期极短，如果不能在外观最完美的状态下
售出，会给经营者造成不小的经济损失。
同时，在网购、外卖等新销售模式下，有些
线上店铺为了冲销量，将鲜花价格压得很
低，对实体店产生了一定压力。

另外，多元化的鲜花销售模式虽然
便利，但线上消费维权也给顾客带来诸
多烦恼。顾客在网上订花，商家通过快
递或者外卖发货，这项生意看起来并不
复杂。鲜花配送可以说是与时间赛跑，
一旦鲜花质量或物流配送出现问题，也
进一步增大了消费者维权的难度。鲜花
经济要想长远发展，未来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 （实习记者 李静）

本报讯（记者 晴空）11月9日，记者
从青海省科技厅获悉，近日，由河南省科
学技术厅主办，青海、四川、甘肃、宁夏、
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沿黄九
省（区）共同启动的“黄河流域技术转移
协作网络”建设签约活动在郑州举行。

据了解，“黄河流域技术转移协作网
络”建设旨在推动黄河流域在科技成果

高质量供给、成果供需精准匹配对接、成
果转移转化生态构建、成果转移转化体
制机制优化等方面的协同合作，共同构
建要素齐全、功能完善、开放协同、专业
高效的区域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体系，
打造形成覆盖黄河流域、辐射全国、链接
全球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高地。

青海省技术转移机构将积极融入协

作网络中，联合共建单位制定黄河流域
技术市场交易规则，构建黄河流域技术
转移人才队伍体系，建设黄河流域科技
创新资源智库平台，举办黄河流域特色
品牌活动，发挥技术交易线上平台区域
优势，互鉴经验、互联互通、资源共享，为
进一步优化区域技术转移体系、推动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作出积极贡献。

本报讯（记者 晴空）日前，由中国科
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兰州大
学和云南大学等单位组成的联合科考队
完成昆仑山东部温泉盆地新生代地层剖
面综合考察和野外采样工作。

记者从青海省科技厅了解到，此次
野外考察持续近 3 个月，对青海省昆仑
山东部温泉盆地的地形地貌以及该区

保存的新生代地层进行了详细的地质
探勘、地层厘定和野外采样等，共勘测
等剖面 1000 余米，采集了用于年代学、
微体化石、地球化学分析和建立所考察
剖面的年代学框架的地质样品 5000 余
件。科考队成员将根据各自分工，建立
采集剖面的基于古地磁和碳酸盐/磷灰
石 U-Pb 测年手段的年代框架，重现高

原东北部的隆升历史，利用团簇同位
素，分子有机地球化学、环境磁学、微体
古生物化石等方法，揭示高原东北部隆
升背景下的气候生态环境变化历史特
征。该项工作将会为全面认识青藏高
原隆升的生态环境效应、预测评估未来
区域发展趋势提供重要的基础资料和
理论支撑。

本报讯（记者 晴空）11月10日，记者
从省科技厅了解到，由青海大学、上海交通
大学、重庆大学、青海盐湖股份有限公司、
青海海镁特镁业有限公司、青海盐湖镁业
有限公司和青海盐湖特立镁有限公司共同
承担的，省级重大科技专项“高性能镁合金
压铸件开发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日前通
过专家验收，项目解决了原镁纯净度低、压
铸镁合金难热处理强化和压铸件致密度低
等难题，突破了镁合金压铸件不能在汽车
大型薄壁主承重部件使用的瓶颈。

据介绍，项目研发了电解镁纯化控
制新技术，建成了一条年产万吨级高纯
电解镁生产线；研制了高强韧可时效强
化 AE44-2 压铸镁合金，形成了镁合金
熔炼铸造及热处理生产工艺和全套装
备，建成了一条年产 1 万吨的高强韧镁
合金生产线，镁合金产品在汽车零部件、
受力压铸件等领域应用广泛，可实现汽
车轻量化目标；开发了高真空压铸系统
和热平衡压铸模具及工艺，建成了一条
镁合金高真空压铸生产线，大幅提升了

压铸件的屈服强度等性能指标，在汽车
功能件压铸和部分高密封要求的5G通
讯器材制造等领域应用广泛。

此外，项目执行期内授权发明专利
10件，制修订标准7件，为企业升级镁合
金压铸生产线提供了科技支撑。通过项
目实施，提升了企业镁合金汽车件真空
压铸产品核心竞争力，提高了镁合金压
铸件产品质量和规模化生产能力，为企
业培养了一批镁合金压铸技术人才，预
计可为企业新增产值3亿余元。

切实解决市民关切的噪声污染问题

15个声环境自动监测站亮相主城区
“黄河流域技术转移协作网络”建设签约活动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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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高性能镁合金压铸技术取得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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