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
2024年3月20日 星期三

新闻热线
8244111

广告热线
8230542

04A
版面 / 旭升 校对 / 寒倩

西宁下南关街为何火出圈

人流如织，叫卖声不绝于耳……
连日来，下南关街热闹的“烟火气”着
实吸引了大量的市民和游客。城东
区城管局秉持以服务促管理、管理与
服务并重的原则，强化力量、统筹安
排、落实抓细，切实做好下南关市场
秩序维护，用城市精细化管理提升服
务“人情味”，守护城市“烟火气”。

延伸周边治理，做优治理
“微服务”

为有效降低流动摊点对交通秩
序的影响，切实满足群众需求，城东
区城管局配合街道办事处在中南关
路段划定摊位88处，按照统筹规划要
求，在南北两侧统一划线布局，按1.5
米的距离划分摊位397个，进一步规

范摊位摆放。机动巡查设施摆放、防
污染摊布铺设、垃圾桶摆放和卫生保
洁，发现问题，立即整改，确保环境卫
生干净整洁，以系统思维精细“绣
花”，连起城市管理的“万家线”。

做好日常管控，织密治理
“微网格”

城东区城管局坚持为民服务与
严格执法相结合，安排25名执法队员
分组定人、定岗、定时开展巡查检查，
结合市场开放时间，全天候对道路两
侧沿线388处摊点物品摆放不规范、
占用消防通道、妨碍门店经营等问题
及时进行劝导规范，督促经营者按要
求做好环境卫生保洁等工作，营造干
净整洁的街区环境。截至目前，共规

范摊点 150 余处，整治乱堆乱放 150
余处，将疏导和规范相结合，全面规
范经营秩序，让美味与文明并行。

规范道路秩序，打通治理“微循
环”

为进一步规范停车秩序，净化下
南关道路交通环境，方便群众出行，
执法人员坚持边整治、边宣传的工作
原则，安排专岗专人采取右下、左上
的分流措施，在人员流量较大的团结
一、二巷等易拥堵点位进行布控、疏
导，营造平安、有序、畅通的出行环
境。同时，在中南关东口靠近乐都路
装石质阻车器6个，西口靠近胜利巷
口装石质阻车器6个，中南关共计加
装阻车器12个，限制步行街内车辆通
行，引导街内家属院车辆按照早晚出
入时间进出，确保道路通畅，努力营
造秩序井然的街区环境。

拓宽整治范围，汇聚治理
“微力量”

为确保下南关片区环境整洁、经
营有序、管理规范，通过宣传、教育、
引导、约谈等柔性执法方式，引导占
用消防通道、人行通道的占道经营、
流动摊点依法依规开展经营活动。
同时督促沿街商户严格遵守“门前六
包”责任制，规范物品摆放，保持门前
环境卫生干净整洁。截至目前，共计
清理70余处流动摊贩，落实门前六包
90余家，以“规范化+人性化”的柔性
监管方式，全力护航城市“烟火气”。

（记者 晴空）

本报讯（记者 张弘靓）为深入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推动
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省工信厅持续深入全面推进国家关于促进
中小企业发展政策落实，加强我省相关政策配套，多措并举，着力
提质量、优环境、强服务、促融通，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在省工信厅会同省财政厅印发的《2024年青海省中小企业发
展专项资金项目申报指南》中明确，加快项目申报和资金下达进度，
支持中小企业项目建设和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省级中小企业发展
专项资金重点从专精特新能力提升、生产要素补贴、数字化赋能、技
术创新能力提升、先进技术引进、质量品牌标准化建设、贷款贴息、
服务业务奖补、融资担保业务降费奖补和奖励类10个方面，对省内
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和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进行资金扶持。

同时，为积极引导我省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之路，强化
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机制，在年初印发的《关于组织申报第二
批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通知》中指出，要深入挖掘一批基础好、潜力
大、创新强的企业培育认定为创新型中小企业，不断壮大青海省
优质中小企业队伍规模，更好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为深入贯彻落实《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健全中小企业公共服
务体系的指导意见》精神，结合青海省实际，正在研究制定青海省

《关于进一步推进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方案》，以中
小企业普遍性、基础性公共服务需求为导向，逐步构建起纵向联
通、横向协同、优质高效的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为助力中
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

本报讯（记者 师晓琼）为查清全省森林、草原、湿地资源现状
和变化情况，科学评价森林、草原、湿地资源质量和生态状况，全
力推动青海林草事业高质量发展，我省组织开展了2023年全省境
域内的森林、草原、湿地调查监测工作。按照调查监测工作方案
和监测技术方案标准要求，全省共完成7758块森林、草原、湿地样
地和8965个图斑监测任务及数据库建设，其中森林样地5821个、
草原样地1532个、湿地样地372个、荒漠化样地33个。

据悉，为确保此项任务全面完成落实，省林草局和省自然资源
厅联合成立了调查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调查工作的组织实施和统筹
协调，并组织国家林草局西北调查规划院和青海省林业草原规划院
两个技术支撑单位结合青海实际研究制定和下发《青海2023年森
林、草原、湿地调查监测工作方案》和《青海2023年森林、草原、湿地
调查监测工作实施方案》，组织各州县参与调查的技术骨干200余
人开展了全省林草湿生态综合监测评价培训和野外实践指导。结
合工作阶段推进和质量管控要求，全年举办线上线下技术交流、进
度调度、质量督查等会议20余次。历时半年，于2023年10月份全
面完成外业调查工作并通过国家验收。同期同步配合省自然资源
厅调查部门开展了2023年全省林草湿50多万个不一致图斑的核实
认定工作，进一步推进了林草湿数据和“三调”数据深度融合。

此次调查监测工作结合传统的样地调查，充分运用了人工智
能识别、高清晰卫星影像遥感判读、综合监测外业采集系统、“国
土调查云”举证软件、无人机辅助核实等先进技术，完成了100%
县级自查、20%省级复查、0.5%国家级的三级检查，确保了全过程
调查质量。全面掌握了全省林草湿荒四大类资源的状况、资源质
量、资源构成及变化量，建立了2023年林草湿综合监测数据库。

本报讯（记者 悠然）为深化落实国务院安委办部署的消防安
全集中除患攻坚大整治行动要求，我省消防部门在全省范围内全
面排查“九小场所”、多业态混合生产经营场所、人员密集场所、教
育教学场所、敏感特殊场所、易燃易爆场所及其他重点场所（领
域）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风险隐患，对26家存在火灾隐患单位进行
集中曝光：

26家存在火灾隐患单位分别是：西宁市（3家）好事多超市、青
海八味九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青海博华商贸有限公司。海东市（3
家）逗号酒吧、化隆县巴燕镇旭日服装店、民和县葛蕾慕内衣店。海
南藏族自治州（5家）共和达洛桌球俱乐部、贵德县农牧和科技局家
属院、同德星露营三味火锅店、兴海县特色藏餐、贵南县哈白布牛羊
肉铺。海北藏族自治州（3家）门源县花海农家宾馆、青海鑫川矿业
开发有限公司、海北州中园天燃气有限责任公司。海西蒙古族藏族
自治州（3家）德令哈星天美商务宾馆、青海友明盐化有限公司、青
海格尔木鲁能新能源有限公司。黄南藏族自治州（3家）同仁市华
帝矿业恰冬铜矿、河南县星空顶大巴扎烤肉拌面餐厅、尖扎县永和
宾馆。果洛藏族自治州（3家）甘德县江千乡寄宿制小学、中国太平
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果洛州玛多支公司、达日县吉祥电器铺。
玉树藏族自治州（3家）苏
亚（玉树亚姐家具厂个体
工商户）、囊谦县富士森露
营火锅串串香、曲麻莱县
舌尖上牛肉面。

我省2023年林草湿生态
综合监测工作全面完成

我省再曝光26家存火灾隐患单位

遇见美丽西宁遇见美丽西宁

3月19日，记者来到“火出圈”的
下南关街，11时许，这里已人头攒动，
车水马龙，好一派西宁“清明上河图”
景致。形式各样的花花、馓子，堆成
小山的蜂蜜粽子，还有锅盔、酿皮、羊
肠、甜醅……琳琅满目的小吃吸引了
不少市民游客品尝购买。

“空手走不出的烟火巷”。市民
或穿梭于各个摊位询问价格、或边吃
边逛享受美食、或和家人朋友排队购
买商品，或拍照打卡记录，街道上一
派热闹繁华的景象。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在这
条“烟火小巷”中美食绝对是最吸引
人的地方，无论是小火慢蒸12小时的
枣糕、百年传承的黄凉粉，还是煤火
烤制香味诱人的锅盔、三十年独守老
味道的酿皮都引得市民口水直流、争
相购买……

黄凉粉老店独守西宁老味道黄凉粉老店独守西宁老味道

“我家祖辈就在大巷道里支摊卖
黄凉粉，算起来也近百年了，熟悉的
老食客都说我们家的黄凉粉是西宁
独一份。”店家自豪地介绍着自家的

“绝活”。
隔着展示柜，记者被柜台里绿

的、黄的食材所吸引。“我们家从老一
辈就开始在中下南关街内卖黄凉粉
和粉皮了，有年头也有吃头呢！”老板
娘指着柜内的各色凉粉介绍道，“黄
凉粉是青海特色小吃，用豌豆粉制
作，豌豆粉与水1：1搅匀，还要加少量
的盐。我家的黄凉粉能切成土豆丝
样细，成条不烂，软而不断，配上我家
的秘制调料，咸鲜、微辣带麻，吃起来
特有粉质感，口里还有股豌豆的清香
味。”啧啧，这是属于西宁记忆中的老
味道。

1212个小时蒸出糯香扑鼻的枣糕个小时蒸出糯香扑鼻的枣糕

沿路寻找，记者被一阵扑鼻而来
的米香所吸引，沿着香味走来，一家
小甜食店门口大锅上冒着热气的枣
糕，色香味俱全，诱惑着过往行人。
枣糕店老板娘一边忙着招呼客人，一

边向记者介绍道：“慢工出细活，我
们家的枣糕要小火慢蒸 12 小时，这
样口感才更为软糯，才会米香四
溢。”四口大锅同时开火，慢火蒸出
的枣糕确实与众不同，你看，店门口
已排起了长队。酒香不怕巷子深，
这话没错！

外脆内软的烤制大锅盔外脆内软的烤制大锅盔

走进下南关街花儿巷，老远就
看到市民游客在一家馍馍铺前排
队，他家金灿灿的锅盔，外观诱人，
香气扑鼻。据市民介绍，这家馍馍
铺有点小名气，他家卖的锅盔是纯
发面而且是用炭火烤制，外酥里软，
是青海人餐桌上不可缺少的主食。
记者走进这家馍馍铺，铺面不大，案
子上干净整洁，老板很热情地向记
者介绍起来，“我们每天能卖 400 余
个锅盔，每天要烤制 4 次至 5 次。慢
火烤制，火候可是技术活儿！一个
锅盔要烤制50分钟呢！为了顾客能
早早吃到锅盔，我们从凌晨四点多

就要和面、升炉火开始忙活了。”你
看，辛勤的劳动换来了丰硕的成果。

独守三十年老味道只为一独守三十年老味道只为一
碗记忆中的酿皮碗记忆中的酿皮

排队数十米，他们在买什么？原
来是酿皮！这里的酿皮有何不同？
记者带着疑问走进这家青海酿皮店
内。黄色的酿皮，配上红红的辣椒
油，再来点绿绿的炝韭菜，一大勺湟
源陈醋浇进去，看着就让人食欲满
满。“灵魂料汁浇给！”老板风趣地说，

“我们父辈就是做酿皮生意的，为了
保留青海老味道，我们坚持手工制
作，酿皮劲道爽滑，同时调料也很考
究。”这是青海人记忆中小时候的味
道，所以受到市民和游客的喜爱。

想品尝美食吗？来下南关街
吧！这里的美食不胜枚举，馓子、粽
子、狗浇尿、炸洋芋片、自制辣条、老
面包……来这里能感受到美食与文
化的碰撞，特色和民俗的和弦。

（记者 张艳艳）

守护下南关街热闹的“烟火气”

多措并举助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海龙海龙 摄摄

闫鸿闫鸿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