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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转暖，山桃花、梨花、杏花已相
继盛开，为春日里的西宁增色添彩；在
步入最美五月天的急促脚步中，街头巷
尾的丁香花正悄悄地舒展花瓣、散发幽
香……

作为西宁市花的丁香，不仅寓意着
美好幸福，更是西宁市民情有独钟的花
卉之一。常见的丁香花是四瓣，偶尔会
有五个瓣、六个瓣、八个瓣的变异，少见
的五瓣丁香花又被称为许愿花，代表着
幸福和幸运。

这不仅是因为传说中找到五瓣丁
香花就可以收获幸福，还因为其数量
少，在一棵树上的占比是千分之一，甚
至万分之一。而如今五瓣丁香等“重瓣
丁香”已经不足为奇，随着研究人员对
丁香种植的研究和杂交技术的逐渐成
熟，培育出了高品质的丁香种质，其中
大、小花重瓣洋丁香、紫红重瓣洋丁香

等，都属于重瓣丁香类。杂交培育后的
丁香，品种越来越丰富，花朵形状也变
大了、花絮变长了、颜色呈现由浅到深
多种颜色……其中，有香味最浓的香雪
丁香、花瓣最大的大花重瓣洋丁香、树
身高大的乔木暴马丁香、低矮丛状的巧
玲花、颜色最艳的什锦丁香、观赏性高
的爱丽丝等。此外，羽叶丁香作为濒危
植物收入西宁市丁香种质资源库中，如
今也被研究院进一步繁殖和保护。

即便种类如此繁多，有着美好寓意
的五瓣丁香花仍深受西宁人的喜爱，经
常在赏花的同时发现、拍照记录五瓣丁
香花，并以微信朋友圈、抖音短视频等
形式打卡晒出这份幸运。

即日起，晚报邀请您参加“寻找五
瓣丁香”活动，无论您是西宁市民，还是
来西宁工作的新市民、到西宁旅游的游
客，如果你找到五瓣丁香花，可通过关

注西宁晚报微信公众号、下载西宁晚报
手机客户端，发送五瓣丁香花的原照
片、原视频，并注明发现地点及拍摄者
联系方式。如果您还有关于西宁丁香
花的特殊记忆或有趣故事，请您留下联
系方式，我们将第一时间与您取得联
系，倾听您的讲述。

请参与活动的您，在寻找拍摄五瓣
丁香时不要损坏花草树木，不要在禁止摄
影的区域拍照。请文明参与活动，不要发
布不当言论或图片。 （记者 张弘靓）

本报讯（记者 樊娅楠）今年一季度
完成进出口额超8.3亿元，增长57.4%。
新能源、黑色金属、青藏高原动植物深
加工等产业进出口额分别增长1.6倍、
1.2倍、3.5倍……面对依然严峻的外部
形势，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

“开发区”）外贸开局有力、起势良好。
今年以来，开发区紧紧围绕“项目

为王、产业为基，争分夺秒拼经济”工作
主线，强化产业支撑，培育特色优势，工
业外贸实现快速增长，实现一季度外贸

“开门红”。
持续壮大外贸主体，发挥开发区国

有平台公司在市场化资源配置中的引
导作用，全方位为园区提供产业投资、

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资源盘活等
服务保障。加快“走出去”步伐，积极组
织园区企业参加国际国内重点展会，大
力推介宣传“青海产”“西宁造”优质产
品。加快出口企业自有品牌培育，引
导、鼓励企业开展跨境电商，支持企业
建设海外仓，打造新的外贸增长点。

积极培育重点和特色产业，坚持错
位发展，与省内其他开发区开创联动发
展“新格局”。持续增强外贸服务能力，
以各园区外贸转型升级示范基地为载
体，鼓励锂电池、多晶硅、碳纤维、地毯、
冬虫夏草等特色优势企业拓展海外市
场，推动丽豪半导体、中昱新材料等企
业尽快开展进出口贸易，持续扩大进出

口规模，为全市进出口增长提供重要支
撑。依托 4 个省级外贸转型升级示范
基地，加强国家级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培
育，全面完善“一站式”综合式服务，精
心为每一家外贸企业量身定制个性化
服务套餐“一企一策”，及时帮助企业解
决融资、物流、证件办理等方面的困难，
助力企业“轻装上阵”“扬帆出海”。

“下一步，开发区将进一步聚焦重点
领域、特色产业，充分发挥‘经开+自贸+
综保’功能叠加优势，加快培育外贸新主
体，大力扶持外贸新业态新模式，不断优
化开放环境，扩宽开放通道，为全市经济
高质量发展点燃新引擎、注入新动力、凝
聚新动能。”开发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说。

4 月 13 日，西宁市共收到安全隐患举报 37 件，其中
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接收举报32件、西宁市应急管理
局接收举报1件、西宁市消防救援支队接收举报4件。举
报件主要反映小区物业、消防安全、市政道路、城乡建设等
问题，已及时联系相应县区政府核实处理。

本报讯（记者 张国静）记者从相关会议上获悉，今年我
省继续实施老旧小区改造、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农牧民居
住条件改善工程，在精准摸排城市危旧房的基础上，改造
C、D级危险住房，继续为城镇住房困难家庭发放公租房租
赁补贴，满足群众基本住房需求。

据悉，今年计划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2.75万套，统
筹完善小区内供排水、供气、供电、通信、消防等设施短
板。为城镇老旧小区住宅加装电梯100部，有效解决群众
上、下楼难问题。实施农牧民居住条件改善工程4万户，切
实改善农牧民居住条件。依托城市危旧房摸底调查系统，
对照已摸排出的城市危旧房底数，精准改造城市（含县城）
建成区范围内国有土地上C、D级危险住房248套。

同时，推广申请公共租赁住房“一件事一次办”事项，
进一步提升住房困难群众办事的便捷度、满意度。持续做
好公租房小区规范化管理，让困难群众住得进、住得好。
为4579户城镇住房困难家庭发放公租房租赁补贴，积极解
决重点群体住房困难问题。

2.75万套！全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启动

西宁市安全隐患举报受理情况日报

一季度开发区外贸实现“开门红”

寻找五瓣丁香寻找五瓣丁香

城市与花，呼吸与共；市花与城，和
谐共生。

市花是一个城市地域特点和人文
特色的象征，是现代城市形象的重要标
志和个性名片。她不仅刻录在城市的
记忆里，绽放在市民的生活中，更积淀
着城市独特的文化底蕴、人文特色和精
神气质。

一朵花读懂一座城。
用什么花来读懂西宁？
花香浓郁、素雅清秀的丁香脱颖而

出！
“五月丁香开满城，芬芳流荡紫云

藤。”每到4月中下旬，西宁市就会呈现
满城丁香、芳香馥郁的美景。那时，城
市与花香，街道与满树丁香花碰撞出独
特的气质，让西宁化身成“高原花城”。
也是这份独有的魅力，让丁香在 1985
年被正式定为西宁市花。

从此，西宁与丁香结下了不解之
缘。

丁香力压群芳当选市花丁香力压群芳当选市花

丁香，在青海的栽培历史悠久。一
直以来，西宁人就对丁香花情有独钟。

1985年3月23日，西宁市九届人大
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柳树为
西宁市树，丁香花为西宁市花。其实，
西宁市树、市花评选工作是从 1982 年
开始，历时三年，才最终正式确立的。

丁香树，属木樨科植物，主要分布
在我国北方地区，开的花形状为圆锥形
花序，花小密集而且繁多，多为紫色、粉
色和白色，其香袭人，是著名的观赏树
种。同时，作为青海乡土树种，丁香在
城市园林绿化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
用，种植面积占我市城区花卉面积的
70%。

很多林科专家认为当年评审团认
可丁香花的原因可能有三个：第一，丁
香花在西宁的种植历史悠久，市民对她
格外喜爱；第二，丁香花耐寒、耐旱、耐
贫瘠，不争奇斗艳，和高原人民坚韧谦
逊、朴实无华的气质非常相似；第三，丁
香花适应性强、生长表现良好，且姿态
端秀、花色淡雅、香气浓郁，有吉祥幸
福、兴盛昌荣的寓意。

丁香成为扮靓城市的主角丁香成为扮靓城市的主角

丁香在我省的栽培分布很广泛，特
别是湟水河沿岸的百姓家中，几乎都会
栽种一、两株丁香树。丁香的观赏价值
很高，历来是世界各地花圃中的重要成
员，在常见的香花中仅次于桂花、兰花、
玫瑰而名列第四。

如今在西宁，丁香的芳踪更是随处
可见。四五月间丁香进入盛花期后，街
道、绿地、公园、游园中都可闻到她醉人
的独特花香。或约上三五好友、或和爱
人携手前往，去宁大路、八一路、浦宁之

珠、丁香园等处，观赏丁香绚烂的风姿，
那里丁香成排，远望去像紫色的云霞一
般，蔚为壮观。

丁香花满城的美好景象，让高原西
宁在春日里也散发出独特的魅力。

丁香种质资源库丁香种质资源库，，西宁丁香的西宁丁香的““摇篮摇篮””

成为“市花”后，西宁对丁香花更为
重视了。

我市进一步加大了丁香的种植力
度，同时深耕丁香的研究和繁育，2013
年西宁市林业科学研究所成立以来，开
展了丁香资源调查、品质收集、适生品
种筛选、种质资源库建设等工作。据了
解，2020年，西宁成功建成全国唯一的
丁香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丁香品种从
原先的18种增加到103种，实现可繁育
品种69种。

据市林业科学研究所专家介绍，经
过多年的栽培研究，丁香种质资源库成
为西宁丁香的“摇篮”。从单瓣花到重
瓣花，从单一色彩到色彩丰富，西宁丁
香呈现出“花大色艳、抗性强、花香浓
郁”的特点。随着相关研究不断深入，
丁香培育基地也从西宁延伸到了青南
高海拔地区，逐渐满足青藏高原低海拔
到高海拔地区对丁香的需求。

如今，作为国内丁香繁育品种较多、
种植面积较大的城市之一，西宁已成为
名副其实的“丁香之城”。（记者 张国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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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特约记者 李欣）4月13日，省委副书记、省长
吴晓军在海南州共和县调研督导青海湖生态保护和国际
生态旅游目的地青海湖示范区创建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重
要讲话精神，坚持生态保护优先，更高水平打造国际湖泊
湿地型国家公园建设样板区、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示范
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典范区，推动生态保护、
旅游发展、民生保障互促共赢。

在倒淌河镇甲乙村，吴晓军深入民宿，与村民亲切交
谈，实地了解配套设施、产业收入等情况。他指出，要通过
引导扶持、规范管理，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打造生态宜居宜业和美村庄，提升游客的体验感和参与
度，吸引更多游客进村入户，做强集体经济，不断增加村民
收入。来到游客服务区、二郎剑景区和黑马河镇班禅敖包
观景点，吴晓军详细了解旅游公路建设、服务设施提质升
级改造、景区经营等情况，强调要加快景区交通提升、智慧
化景区、服务体系建设，推进旅游业态升级，更好满足游客

“吃、住、行、游、购、娱”需求。要进一步完善联农带农机
制，带动周边群众持续增收。在倒淌河镇洱海，吴晓军调
研督导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反馈的倒淌河断面水质问题整
改落实情况，要求因地制宜制定水质超标问题整改方案，
加强各类污染源管控和生态系统监测监管，按期高质量完
成整改任务，坚决扛牢保护生态重大责任。

随后召开的专题会上，在认真听取海南州、海北州和
省直有关部门的工作汇报后，吴晓军安排部署了下一步重
点工作。他强调，要加强顶层设计和规划布局，加快完善
配套政策规划，做到整体谋划、相互衔接、系统推进。要持
续推进生态保护和系统治理，深入开展青海湖流域生态环
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健全监测监管体系，着力提
升刚毛藻综合防治质效。要提质升级旅游基础设施，加快
完善交通旅游、住宿餐饮、购物娱乐、医疗健康等设施与服
务要素。要强化旅游服务质量提升，完善旅游要素服务体
系，加强旅游从业人员培训管理，强化旅游市场监管，坚决
防范旅游乱象，维护游客合法权益。要推进共创共治共
享，抢抓国家政策机遇，统筹好当前和长远、发展和安全、
质量和效益，强化责任落实，充分调动企业、群众积极性，
形成工作合力。要全力做好迎接旅游高峰准备工作，做到
安全、秩序、质量、效益四统一，更强激发生态旅游发展活
力，更好展示大美青海形象。

吕刚、刘涛、何录春参加。

吴晓军在调研督导青海湖生态保护和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青海湖示范区创建工作时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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