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宁灯会”带您领略古城光影魅力城光影魅力

本报讯（记者 晴空）为促进湟源县旅
游业高质量发展，巩固省级全域旅游示范
区不断深化改革，打造好“青藏高原第一
古镇，中国西部排灯之乡”的文化旅游品
牌形象，加强南京和西宁两地文化交流，
日前，湟源县牵手南京共同举办“双宁灯
会”，将第一批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的“秦淮花灯”和“湟源排灯”同时
展现在湟源丹噶尔古城和秦淮老门东，以
此推动两地文化事业协同发展，让更多游

客和群众领略两地厚重的历史渊源和特
色文化旅游资源。

本次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秦淮
花灯”和“湟源排灯”在丹噶尔古城的惊
艳亮相，为即将到来的新春佳节增添了
喜庆的色彩，一场“艺术的盛会，人民的
节日”聚焦非遗文化展示为广大人民营
造出了欢乐、文明、祥和的节日氛围。在
湟源县丹噶尔古城的大街小巷，花灯安
装工人们正忙着组装彩灯，悬挂“秦淮花

灯”和“湟源排灯”。
首届双宁协作灯会湟源分会场项目

经理吴松说：“我们受邀制作湟源丹噶尔古
城双宁灯会，以灯组的形式展现两地不同
的文化。比如拱海门一侧是南京秦淮花灯
和南京状元郎，另一侧是湟源剪纸、皮绣、
排灯，两地不同文化的设计灯组交相辉映，
给湟源老百姓呈现不同的视觉盛宴。”

南京秦淮花灯和湟源排灯亮丽的灯
饰吸引了不少群众驻足观看，除了红灯
笼、中国结等造型，还增添中国龙、狮子、
荷花、骆驼、锦鲤等新样式，彩灯颜色丰
富，色彩搭配协调精彩纷呈，给广大群众
带来不一样的视觉感受，更为古城增添了
浓浓的年味。

此次灯会采用了LED节能灯具，营造
美景的同时确保降低用电量，并且在古城
原有亮化工程的基础上，做到高起点设
计、高规格制作，实现传统与现代相结合，
采取多节点布局的形式将美景、节庆、文
化等多个元素融合在一起，打造出多层
次、立体化的城市夜景。

双宁灯会将从2024年元月正式呈现在
群众眼前，聚焦非遗文化展示，深化东西部
文化交流，旨在讲好湟源故事，让群众在光
影中感受浓浓年味，领略古城的光影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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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什么制定《军事设施保护法》
军事设施是国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军

队履行使命的依托，是国家战略能力的重要
支撑。加强军事设施保护，是发挥军事设施
功能、保证军事活动正常进行的现实需要，也
是巩固国防、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需要。

二、什么是军事设施
军事设施，是指国家直接用于军事目

的的下列建筑、场地和设备：
1. 指挥机关，地面的地下的指挥工

程、作战工程；
2.军用机场、港口、码头；
3.营区、训练场、试验场；
4.军用洞库、仓库；
5.军用通信、侦察、导航、观测台站和

测量、导航、助航标志；
6.军用公路、铁路专用线，军用通信、

输电线路，军用输油、输水管道；
7.边防、海防管控设施；
8. 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规定的

其他军事设施。
三、对划入军事管理区的军事设施如

何保护？
军事管理区管理单位应当按照划定

的范围，为军事管理区修筑围墙、设置铁
丝网或者界线标志。

军事管理区管理单位以外的人员、车
辆、船舶进入军事管理区，或者对军事管
理区进行摄影、摄像录音、勘察、测量、描
绘和记述，必须经过军事管理区管理单位
批准。

在水域军事管理区内，禁止从事水产
养殖；未经军区级以上军事机关批准，不
得建造、设置非军事设施；从事捕捞或者
其他活动，不得影响军用舰船的战备、训
练、执勤等行动。

四、对没有划入军事禁止、军事管理
区的军事设施如何保护？

没有划入军事禁止、军事管理区的军
事设施，可以委托当地人民政府予以保护。

在一定安全距离内进行采石、取土、
爆破等活动的，不得危害军事设施的安全
和使用效能。

在军用机场净空保护区域内，禁止
修建超出机场净空标准的建筑物、构
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不得从事影响飞
行安全和机场助航设施使用效能的活
动。

在军用无线电固定设施电磁环境保
护范围内，禁止建造、设置影响军用无线
电固定设施使用效能的设备和电磁障碍
物体，不得从事影响军用无线电固定设施
电磁环境的活动。

在边防、海防管控设施周边安排建设
项目的，不得危害边防、海防管控设施安
全和使用效能。

五、有破坏军事设施行为的依照何法
追究何种法律责任？

破坏军事设施的；盗窃、抢夺、抢劫军
事设施的装备、物资、器材的；泄露军事
设施秘密的，或者为境外的机构、组织、
人员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军事设
施秘密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
事责任。

非法进入军事禁止；在军事禁止外
围安全控制范围内，或者在没有划入军
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的军事设施一定距
离内，进行危害军事设施安全和使用效
能的活动，不听制止的；毁坏军事禁区、
军事管理区的围墙、铁丝网或者界线标
志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规定
追究法律责任。

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

石榴籽家园：

让各族群众全面交流广泛交往深度交融
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我市始终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在青海不谋民族工作，不足以谋全局”的殷
殷重托，牢牢抓住“推进民族团结进步”这一实践载
体，聚焦“一年强基础，两年见成效，三年创示范”目
标，持续探索社区“石榴籽家园”建设新路径，推动

“石榴籽家园”向全方位延伸、全领域覆盖，以“石榴
籽家园+”促进各族群众在各领域各行业更广范围的
全面交流、广泛交往和深度交融。

一社区一特色——
让石榴籽家园有型有效有感

朝曦迎客艳重冈，晚雨留人入醉乡。
走进城北区朝阳街道祁连路西社区，民族团结

进步创建工作品牌“朝曦”二字尤为醒目，而这个品
牌正是源于这句诗词。

今天，苏轼笔下的美景照进北川河畔，映照出祁
连路西社区居民的美好愿景，也将各族居民的幸福
佳音娓娓道来。

“开席咯！”随着一声吆喝，几百人参加的百家宴将
祁连路西社区第四届“朝曦·邻里节”系列活动推向高
潮。一碗碗回味无穷的熬饭，一句句寒暄问候的话语，冲
破了钢筋水泥墙的阻隔，流淌出浓浓的幸福味道，用最
具烟火气的方式表达着最温暖的情谊。社区党员寇明
善一边维持着百家宴的秩序，一边开心地说：“在百家宴
活动中，我们既品尝了美味，又拉近了邻里间的关系，真
正把‘社区邻里节’办成了老百姓最喜爱的节日！”

将一个个小家串成一个大家，将邻里情化为亲
情，祁连路西社区依托人民广场和社区综合服务中
心精心打造“朝曦·和煦里”社区“石榴籽家园”服务
平台，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在这里长盛常开。

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妥香珍说：“我们将民
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融入社区各项工作中，以构建‘共
居、共学、共事、共乐’的新型社区为出发点，形成了‘红
4立方’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法，有力推动社区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走深走实。”

据了解，我市始终坚持将社区作为促进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主阵
地，不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探索出了

“一社区一特色”创建格局，努力实现“社区石榴籽家
园”服务平台全覆盖。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我市紧扣如何“铸牢”、怎样
“铸牢”这个根本问题，着力从加强党的领导、法治保
障、系统化具体化、夯实基层基础、有形有感五个方
面铸牢，以“五个一”工作体系为抓手，推进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市创建工作走深走实。目前，已
制定《关于进一步创建全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示范市的意见》《西宁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创建体系测评指标》，正在论证修改完善，《西宁市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条例》立法工作正在积极推
进，建成西宁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基地
和城东区、城北区、城中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教育展馆、主题公园、教育基地等实践载体。

以“石榴籽+”融合发展——
绘出各族群众幸福生活新画卷

“我们用手里的针和线绣我们的民俗文化，绣我
们老百姓日新月异的幸福生活。”61岁的刺绣传承人
李生兰指着一双缝有红石榴的鞋垫说。

走进城东区慈幼社区“红石榴”展厅里，一幅幅
图片、一件件物品、一个个故事，形象地展示了辖区
各族群众在“石榴籽家园”建设中的点点滴滴。

“以前没想过花卷还可以这样卖，能成为增收的
‘香饽饽’，心里特别开心。”东关阿娘玫瑰花卷带头
人张有菊不禁赞叹道。

作为城东区第一批市级“石榴籽家园”，城东区
东关大街街道慈幼社区整合辖区资源，打造创新创
业新窗口，深入挖掘少数民族女能人、致富能手，打
造“东关阿娘”美食品牌，依托成立“城东区味益卓食
品店”，建立4个工坊，实行坊主、坊员“4+N”运行机
制，号召辖区各民族困难家庭妇女制作“东关阿娘玫
瑰花卷”，为困难家庭增加收入。

作为一个典型的多民族聚居社区，怎样更好地满足
各族群众的需求，高效地提供服务是社区工作的关键。

“我们立足实际，坚持以服务各族群众为出发点
和落脚点，着眼于各族群众的多元需求，组建了‘石
榴籽志愿服务队’，开展义务劳动、环境清洁、治安巡
逻等志愿服务，营造互为邻里、相交相融的良好氛
围。”慈幼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陈凤莲说，“我
们还为辖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解读、创业就业、民生
保障、困难帮扶、文体娱乐等便民服务，有效提升社
区各族群众幸福生活指数，不断促进辖区各族群众

交流交往交融。”
据了解，为持续深化“石榴籽家

园”建设，推动“石榴籽家园”向更广领
域延伸，我市创新开展九项“石榴
籽+”（“石榴籽+乡村产业”发展渠道、

“石榴籽+文化旅游”发展路径、“石榴
籽+社工服务”工作模式、“石榴籽+人

民调解”工作机制、“石榴籽+先进模范”引领
方式、创建“石榴籽+全民阅读”文化阵地、“石
榴籽+岗位服务”便民窗口、“石榴籽+志愿服
务”示范品牌、“石榴籽+爱心捐助”公益平台）
创建活动，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
导各族干部群众当好每一个“石榴籽”，为打造
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好样板筑牢坚实基础。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我市坚持把各族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在发展
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升生活品质，持续推动
民生工程建设、不断提高公共服务共建能力
和共享水平，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内为各族群
众释放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红利，促进创建成
果惠及各族群众。 （记者 施翔）

本报讯（实习记者 李静）“买药不用
卡，只需医保码”“医保信息在手机上一目
了然”“异地就医备案线上就能办”……记
者从市医保局获悉，近年来，我市医保局
不断创新服务模式，借助互联网、大数据
等技术手段，推出了一系列“智慧医保”服
务，让市民享受到了更加智慧、贴心的医
疗保障。

据了解，我市智慧医保项目主要包括
医保电子凭证、医保移动支付、医保智能
审核等方面。其中，医保电子凭证为广大
市民提供了便捷的医保身份认证服务，市
民只需通过青海医保手机APP、国家医保
服务平台或者支付宝的实名认证，即可在
线办理医保业务。医保移动支付服务的推
出，让市民在药店购药时无需携带医保卡，

只需通过人脸识别（刷脸）或手机扫码即可
完成支付。同时，市医保局还推出了医保
智能审核系统，通过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
能技术，对医保报销进行智能审核，提高了
审核效率和准确率，2023年审核出违规数
据39万余条，追回违规金额228万余元。

自我市“智慧医保”项目实施以来，已
经为超过180万参保群众提供了便捷的医
疗保障服务，截至12月中旬，电子医保凭
证刷码人次达到154万，刷脸结算人次超
过372万。

我市电子医保刷脸结算人次超过372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