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在这里提出的建议，初衷就是
要让社区更有‘温度’，让生活在社区的居
民更加舒心。”“社区服务不怕事小，关键
是要办到居民的心坎上。”“社区活动室就
要有这样的活力。”1月11日，记者先后来
到长江路社区、解放路社区、医财巷西社
区，跟随社区工作人员的脚步，亲身体验
社区工作人员忙碌的一天。这天，社区工
作人员在办公室将一天的工作行程安排
好后，便奔波在居民楼院，这一天的主要
工作就是慰问困难群众，将新一年的暖心
问候和关爱送到困难居民身边。

关爱关爱 小卡片送出冬日的暖阳小卡片送出冬日的暖阳

“这些老人的子女因意外或者疾病去
世了，失去唯一的孩子，让他们承受了巨
大的精神压力，内心空虚而无助，尤其在
一些特殊的节日里，对于特殊家庭的孤独
感与失落感是常人无法体会的。新的一
年到来，一定要多关心这些老人，多去家
里走动走动。”1月11日 9时，长江路社区
主任一边带领工作人员前往失独及伤残
家庭看望家中的老人，一边向他们介绍这
些失独老人的家庭状况。为了做好特殊

家庭的关爱帮扶工作，长江路社区工作人
员为计生特殊家庭发放了新年购物卡，让
他们失独不失亲、失独不失爱，切实感受
到党和政府的关爱。

“谢谢你们，现在政府的政策越来越好，
我们非常感谢，我一定会积极乐观地面对生
活。”马阿姨手拿新春卡激动地对社区工作
人员说道。当日11时，记者来到解放路社
区，为了让计生特殊家庭感受到党和政府的
关爱，解放路社区工作人员为失独家庭和独
生子女伤残家庭发放新春购物卡。记者看
到，马阿姨接过购物卡，握着社区工作人员
的手嘴角微微颤抖，当大家离开后，马阿姨
还不停地叮嘱大家要多注意身体。

舒心舒心 文化活动队让老人精神焕发文化活动队让老人精神焕发

“叔叔，阿姨，大家喝点热水，休息一
下吧！”1月11日下午，记者来到医财巷西
社区，跟随工作人员来到社区文化活动
室，此时的活动室里正在排练节目，工作
人员为他们准备了热水和一些小点心。

“为了庆祝春节，我们星光艺术团准备了
三个节目，有合唱、有舞蹈、有走秀。每周
我们都会到社区文化活动室排练，活动室

每天都有不同的项目，大家在这里非常开
心，退休生活丰富多彩。”星光艺术团负责
人冯炎激动地对记者说。随后，记者一行
来到办公室，工作人员拿出安排表介绍
道：“目前，医财巷西社区有9个文化活动
队，文化活动队均由辖区退休人员组建而
成，冬天外面比较冷，我们就会调整大家
使用活动室的时间，大爷大妈们特别配合
我们的工作，从来都不会让我们为难，我
们也挺感动的。”

“千头万绪一根针”，人们常用这样的话
来形容社区工作的繁杂，一天的社区工作体
验，从早上的安排工作、走访慰问到下午的
解决问题、关爱老人，社区工作人员一刻都
停不下来。在采访过程中，记者遇到社区居
民，谈及社区工作者，他们纷纷竖起大拇指
说，社区工作人员真贴心！

到傍晚，记者的采访体验暂时告一段
落，但是社区的工作者们还在继续走访解决
着居民的事…… （记者 悠然）

本报讯（记者 小蕊）为进一步倡导垃
圾分类理念，营造人人参与的环保氛围，
城北区城管局深入调研、精准施策，以引
导理念为抓手，梳理好“问题清单”，抓住
民生小事，实打实解决居民难题、心贴心
满足居民需求，用“微治理”撬动辖区居民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城北区城管局扎实推进示范小区建
设，改造分类设施设备，提高从业人员业
务水平，积极协调街道、社区、物业等，理

清职责，凝聚力量，在示范小区增设生活
垃圾分类投放点，逐步推进撤桶并点工
作，对已设置的投放收集点进行升级改
造，配置照明功能、洗手功能、遮雨功能
等，增设误时投放点，提升居民投放便利
度，充分体现人性化。截至目前，已对示
范小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点升级改
造80余个，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

“微宣传”推动环境“大变样”。城北区城
管局每周组织辖区各镇（街道）开展垃圾分类

宣传活动，在公共场所、公共机构、住宅小区等
宣传《西宁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和垃圾
分类知识。每月对辖区商户进行垃圾分类入
户“微宣传”，执法人员沿街入铺分发生活垃圾
分类宣传彩页，讲解法规条例，对餐厨垃圾如
何分类收集着重宣传，组织商户开展自我检
查、互相检查，互相交流提出意见和建议，并落
实后期整改，持续改善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投
放环境。截至目前，分类准确率从50%上升至
75%,居民知晓率达到96%。

本报讯（记者 宁亚琴）“如今，灾后重建
已全面展开，孩子们更需要‘家·校·社’的共
同呵护，来为他们撑起一片蓝天。”近日，省妇
联联动海东市各级妇联组织和省家庭教育
讲师团，组成巾帼志愿者服务团队，以“家”

“校”“社”为阵地，倾心倾情为地震灾区的孩
子们打造一个有温度、有情感的成长环境。

巾帼志愿者服务团队走进安置点，为受
灾家庭提供心理慰藉和家庭教育指导。她
们与孩子父母面对面交流，倾听他们的心
声，为家长和孩子们提供心理辅导，帮助他
们走出心理阴影。她们教家长们如何用爱
去抚平孩子们的心灵创伤，如何通过家庭教
育让孩子们重新建立起对生活的信心。

在临时搭建的巾帼志愿者服务站，一群
孩子围坐在巾帼志愿者身边，脸上洋溢着笑
容。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红马甲”阿
姨们成了他们的“临时妈妈”。小丽（化名），
一个在地震中失去母亲的孩子，她在这里找
到了慰藉。每当夜幕降临，小丽都会来到这
里，听“红马甲”阿姨们讲故事，学习手工，和
其他孩子们一起玩耍。

在官亭镇中心小学临时教室里，巾帼志
愿者服务团队通过与孩子们互动游戏的方
式，化解孩子们的灾后恐惧心理。一个多小
时的游戏互动时间，孩子们红扑扑的小脸上
洋溢着快乐，这份快乐源自内心的纯真，他
们的笑容，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社会各界的力量也纷纷加入到这场
爱的教育中。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心人士
为孩子们带来了书籍、文具和玩具，帮助
他们重建起对学习的热情。企业捐赠了
学习用品和体育器材，让孩子们在课余时
间能够锻炼身体，增强体质。艺术家们带
来了绘画和音乐的课程，让孩子们的创造
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我们的工作不仅仅是一次次的慰问
和帮助，更是一次次心灵的触碰和唤醒。”
省妇联抗震救灾专项工作组成员说。

本报讯（实习记者 衣凯玥）为充分发挥
团组织的引领力，构建大志愿服务格局，1
月10日，青海省公安厅直属机关团委、共青
团城东区委、西宁市公安局城东公安分局、
城东区青年志愿者协会联合在西宁市福济
医养结合医院、泉景社区开展“青近‘警’
心，共创‘警’彩”志愿服务活动。

在西宁市福济医养结合医院，青海省
公安厅直属机关团委的干警们和团区委
志愿者一一结对走进老年人病房，将手中

的围巾、手套、袜子送到老人手中，叮嘱老
人在寒冷的冬天要注意保暖，详细询问他
们的身体、生活状况，让老人切实感受到

“人民警察为人民”的浓浓深情。走进泉
景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宣传干警通过设置
咨询台、发放宣传资料、零距离讲解等多
种形式相结合，用真实案例和通俗易懂的
语言向辖区老年群体讲解了“杀猪盘”、冒
充公检法、虚假平台投资、虚假购物等多
种形式的诈骗活动，使老年人知晓各类诈

骗骗局，并提醒大家不要存有侥幸心理，
遇到可疑情况及时拨打110报警电话，谨
防上当受骗。

下一步，团区委将紧紧围绕共青团联系
服务青年的定位，紧密联系驻区单位，持续
引导各行各业团员青年进一步发扬志愿者
精神，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培养热爱公益、乐
于奉献、尊重劳动的良好品质，使服务基层
治理的资源要素更加集中、更加精准，合力
营造全民参与志愿服务的浓厚氛围。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在团结、喜庆的
节日氛围，我市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这条主线，深入挖掘河湟文化蕴含的丰富内
涵，凭借良好的生态本底和文化优势，加快培育
和发展特色河湟文化旅游产业，不断推动和实现
文旅深度交汇融合，不断拓展文化对外合作交
流，让文化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不断增
强河湟文化的生命力、传播力、影响力。

让河湟文化品牌让河湟文化品牌““广广””起来起来

文化是非遗的核心和灵魂，而传承人是非物
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重要载体，传承人赋予了
项目生命和力量。因此，保护好、宣传好非遗传
承人是非遗工作中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

在刚刚闭幕的 2023 年中国冰壶联赛（西宁
站）非遗展现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何满在现场
用一锤一錾，展示了银铜器制作及鎏金技艺项目
中的錾刻。

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在发掘、整理、传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截至
目前，西宁市共有老爷山花儿会、塔尔寺酥油花、
加牙藏族织毯技艺、湟源排灯、西宁贤孝、湟中堆
绣、湟中银铜器制作及鎏金技艺等国家级非遗项
目13项，大通傩舞老秧歌、湟源陈醋酿造技艺、大
通桥儿沟砂罐、西宁八门拳、南佛山花儿会、湟中
陈家滩传统木雕等省级非遗项目48项，青海老八
盘、西宁玻璃画、湟源石刻石雕技艺、鲁沙尔高
跷、塔尔寺藏传佛教壁画、西纳川铸钟技艺等市
级非遗项目57项。有国家级传承人18人、省级
传承人60人、市级传承人95人。

让河湟文化让河湟文化““活活””起来起来

还记得那口“大暖锅”吗？2020年11月，在北
京举行的“青海西宁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品展示
月”系列活动中，来自青海湟中的一座高2.8米、
口径达到 2.01 米的巨大暖锅吸引了众多参观者
驻足观看。巧夺天工的技艺、浓厚的文化气息深
深震撼了在场的每一个人。这是西宁市湟中区
鲁沙尔镇的72名银铜工匠经过2个多月的日夜
赶工，精心打造的特大湟中暖锅。

“西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富矿区’，形式
丰富多彩、民族特色鲜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
是西宁悠久历史的见证，更是增强民族凝聚力、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联结民族情感的重要
纽带。”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加牙藏毯代
表性传承人杨永真说。

近年来，为全面展现我市非遗保护工作河湟
文化时代风采，我市通过静态展览、动态展示、活
态展演、扶贫展销等多种形式搭建起了学术研
讨、旅游推介、宣传推广平台，2023年在南京市举
办“夏都西宁·河湟遗韵”非遗展，同年在南京设
立了湟中河湟文化非遗手工艺品南京销售展示
中心和老门东街区青海非遗馆进行长期销售展
览；并与本地特色剧目全国巡演、赴外旅游推介
等相结合，累计举办30余场宣传推广活动，将本
地特色非遗项目及文创产品推向全国。

让河湟文化让河湟文化““兴兴””起来起来

民族团结一家亲，喜迎新春庆团圆。西宁作
为省会城市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人才优势和
市场优势，通过创新和融合发展，西宁不断构筑河
湟非物质文化发展新高地。以“非遗项目进校园”
为切入点，激励新一代青年保护传承河湟文化。
先后在西宁市静雅小学、城中区阳光小学、城东区
北小街小学、西宁新世纪职业技术学校、省青少年
活动中心、南大街小学设立了“西宁贤孝”“青海汉
族民间小调”“湟源排灯”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项目，“西宁八门拳”，“青海老八盘”传习基
地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和“西宁刺绣”

“河湟剪纸”传承基地等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项目，长期为学生提供免费服务，在传承人和青少
年学子之间搭建起了传艺、继承、创新的桥梁。

梳理储备非遗保护传承和相关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项目87项，总投资近300亿元，推动建设湟中
区鲁沙尔手工艺品产业基地、大通县非遗传播中
心、大通县非遗工坊等。2018年以来先后设立省
级非遗工坊4家、省级“青绣”工坊10家、省级“青
绣”培育企业8家、市级非遗工坊13家；推荐圣源地
毯集团有限公司成功申报2023年—2025年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进一步推
广技艺类非遗项目产业化发展模式。

（记者 张艳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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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让河湟文化历久弥新

与社区工作人员奔波在居民楼院

垃圾分类“微治理”推动民生“大幸福”

城东区：营造全民参与志愿服务浓厚氛围

儿童教育专家走进灾区让重建从“心”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