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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国静）在西宁，有这么
一群特殊的“网红”，它们“身份”高贵、体态
优雅！

它们是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
借助网络，这些曾被救助的雪豹“出

圈”，成为“网红”，让越来越多的公众认识
雪豹、关注雪豹物种的保护。今天让记者
带着你，走进西宁野生动物园，聆听该园相
关负责人讲述救护雪豹的故事。

记者专程探访记者专程探访““凌凌””氏家族氏家族

走进西宁野生动物园的豹馆，雪豹“凌
霜”正卧在横木上晒着太阳；“凌夏”时而趴
在横木上休息，时而活跃地奔跑；“凌不服”
则探着头四处张望，警惕地观察着室外的
情况……玻璃房外，有不少专程来观赏雪
豹的游客。

凌霜、凌夏、凌不服……在西宁野生动
物园，一只只被救护的雪豹都有着具有特
殊意义的名字。这些被救护的雪豹为何都
姓“凌”？当记者问及时，齐新章给出了答
案：“凌本意是冰雪，和雪豹比较贴近，另外

‘凌’又有跨过、越过的意思，希望被救护的
雪豹都能越过生命中的这道坎。”

齐新章，是西宁国家植物园科普宣传与
信息管理部负责人，也是很多网友熟知的“网
红园长”。通过他和西宁野生动物园团队的
科普科教，很多人了解到青藏高原的野生动
物，雪豹、兔狲、荒漠猫、猞猁……提到一直占
有高流量的“凌”氏家族，齐新章说：“‘凌’氏
家族的故事，不但让更多人了解到青藏高原
野生动物的神秘故事，而且也见证了青海省、
西宁市在野生动物救护方面的成效。”

四只四只““凌凌””氏雪豹的故事剪影氏雪豹的故事剪影

“凌”氏家族中的每一只雪豹都有着感
人的救护故事，它们或因意外受伤、或因年
老体弱而得到人类的救助。西宁野生动物
园也是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在这
个大家庭中，它们得到了精心的照料和关
爱，让它们重新焕发出生命的活力。

凌霜，野外救助，于2017年在玉树州囊
谦县被救助。它是家族中的雌性长者，在
当年救助时凌霜还只是一只幼崽。曾经因
疾病和饥饿，导致凌霜后肢瘫痪、生命垂
危，在救护人员的精心照料下，它奇迹般地
站了起来，因先天发育不良、不具备野外生
存能力留在了动物园中。已经9岁的凌霜，
是野生动物园豹馆的明星，每当有游客来
看望它时，它的眼中闪烁着坚韧与希望的
光芒，仿佛在诉说着生命的不屈与顽强。

凌夏，野外救助，于2021年5月在海南
州共和县被救助。当天救助团队接到当地
森林公安的电话，称一只雪豹闯入牧民牧
场中，被牧民驱赶后却一直没有离开，雪豹
被雨水淋湿需要救助。救护人员赶到现场
后看到，凌夏体型较小，淋雨后状态极差，
于是迅速将凌夏运回西宁治疗。由于当时
才1岁的凌夏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加之没有
野生放归的条件，成为了西宁野生动物园
里当时救助年龄最小的雪豹。

凌不服，野外救助，于 2022 年 12 月在
玉树州囊谦县被救助。它被誉为这个家族
中的“老战士”。救助时它在与牦牛的搏斗
中受伤严重，几乎丧命。但正是这股不服
输的劲头，让它在救护人员的全力救治后
挺过了生死关头。虽然年事已高，身体无
法再适应野外生活，凌不服却在动物园中
找到了新的归宿。视频记录中显示，它时
常在园区内悠闲地漫步，仿佛在向人们展
示着他曾经的辉煌与荣耀。

说起雪豹凌蛰，想必很多人的脑海中
一定有着深刻的印象。2021年3月，这只雪
豹在海北州门源县境内被救护，几天后凌
蛰被成功放归野外。首次给雪豹凌蛰佩戴
卫星定位项圈、首次让救护雪豹实现放归，
创造了系统救护与个体科研监测相结合的
经典教科书式案例，填补了领域空白。

今年以来，西宁市湟中区田家寨镇积
极响应党中央“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
活品质”的号召，围绕人居环境整治、矛盾
纠纷调处、应急防汛等群众最关心、最现实
的民生问题，出实招、亮硬招，努力将群众
的“需求清单”转变为“满意清单”，用一件
件实事勾勒出群众幸福生活的美好模样。

为人居环境按下为人居环境按下““美颜键美颜键””

走进田家寨镇下营二村，村民周倩边挥
舞扫帚边笑着说：“村里聘请了公益性岗位
负责主巷道卫生，我们也把自家房前屋后收
拾妥当，村里环境好了，住着可舒心啦。”

“以前饭后遛弯，河道满是垃圾，又脏
又臭。现在河道边安了网围栏、置了垃圾
桶，环境越来越棒。”卜家台村“河长”王宏
源感慨地说道。

乡村宜居、生活和美，是田家寨镇建设
“和美乡村”的目标。2024年，田家寨镇通
过定时定点定人清运垃圾、无害化处理农
村厕所、应收尽收生活污水、整治乱搭乱建
等措施，充分发挥村“两委”和党员的带头
作用，广泛凝聚各方力量，持续打造“村美、

田美、路美、山美、水美、人美”的“六美”宜
居村庄。结合“美丽庭院”“五星级文明户”
评选，以身边典型带动村民转变观念、改进
习惯，让更多村民成为“主角”，自发参与到
人居环境整治中，以庭院“小美”推动乡村

“大美”。

为矛盾纠纷按下为矛盾纠纷按下““暂停键暂停键””

“当时冲动了，就为这点小事。昨天我
和儿子把水渠疏通了，不影响你家灌溉。”
田家寨镇坪台村的吴老汉不好意思地挠挠
头说道。

“我也把你家地埂弄平整了，都是一个
村的，咱别伤了和气。”邻居李老汉握住吴
老汉的手说道。

“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有事好商量，
村里风气好了，大家都受益。”田家寨镇社
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井含喜说
道。此前，坪台村两户村民因土地归属引
起纠纷，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收到线索后，立
即组织土管办、农业站和司法所工作人员
前往调解。他凭借“人熟、事熟、环境熟、政
策熟”的优势，多次耐心调解，终使双方握

手言和。
为提高处事效率、办好民生小事，田家

寨镇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发挥“多心合
一”效能，统一调配人员，工作相互支撑，信
息互通共享，高效处置群众诉求。截至目
前，共调处矛盾纠纷41件，满意率达100%。

为防汛减灾按下为防汛减灾按下““保护键保护键””

近期，湟中区进入降雨集中期，田家寨
镇高度重视，早谋划、快行动。修订完善

《田家寨镇防汛抗旱工作应急预案》，严格
实行“三包六落实”和叫应叫醒机制，设置
地质灾害警示牌32块，发放明白卡 283 份，
增强群防群治意识。目前，成立防汛应急
小分队44支，叫应叫醒19户109人，转移安
置6户29人，疏浚桥涵12座、清理淤积沟渠
20千米，辖区内水库等均空库或降至安全
水位以下运行，确保平安度汛。

“全镇严格执行领导带班和24小时值
班制度，值班人员必须在岗在位，保证防汛
电话畅通，随时做好应急处置准备。”田家
寨镇副镇长文昌才让介绍道。

（记者 王琼 通讯员 钱田田）

本报讯（记者 小蕊）“以前我们小区无人管
理，环境卫生脏乱差，出入秩序混乱，现在物业
进来了，大伙都欢迎。”家住门源路46号院的居
民王先生高兴地说。“三无”楼院环境卫生管理
一直是城市治理中的难题，今年以来，城北区
采取财政补贴的方式，为小桥、朝阳、马坊三个
街道办事处的92个“三无”楼院引进物业服务
企业，实行管家式服务，提升“三无”楼院整体
治理水平。

为全面准确掌握楼院数量、居民户数、基
础设施状况等基本信息，区城管局联合各街
道、社区深入各小区开展走访调研，听取民众
意见，详细了解各小区实际情况，制定“一小区
一方案”，为引进物业做好前期准备。同时，按
照“三无”楼院引进物业任务安排，召开专题会
议，及时协调解决老旧小区引入物业工作推进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此外，组织中标物业服务
企业到“三无”楼院管理先进企业观摩学习，交
流先进管理经验，开展入驻前业务知识培训，
提升物业企业服务意识和管理水平。积极向

“三无”楼院居民宣传引进物业后的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服务标准及《西宁市物业管理条例》
等法律法规，为居民讲解引进规范化物业管理
的好处。

据了解，中标物业服务企业已与各街道办
事处签订物业服务合同，92个“三无”楼院已全
部完成引进物业工作，其中马坊片区入驻13个
小区、朝阳片区入驻29个小区、小桥片区入驻
50个小区，服务面积合计61.48万平方米。物
业公司入驻后，区城管局督促其全面科学规划
小区日常管理工作，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一院
一策”，根据日常工作任务合理配置保安、保
洁、维修、客服等工作人员，稳妥有序开展环境
卫生整治、停车管理、安全保卫等物业服务。
一家物业服务企业负责人表示，他所在公司现
在管理着城北区四个社区的50个“三无”楼院，
以提供保洁、门卫、保安、维修、垃圾清运等服
务工作为主，并将进一步做好“三无”楼院内小
区绿化、道路整治等基础设施建设工作，真正
做好业主的娘家人。

本报讯（记者 施翔）近年来，城东区八一路
街道以区域化大党建工作为抓手，党建引领＋
支部建在网格上为领航，以辖区单位资源、居
民的需求、社区的服务为出发点，解决群众的
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基层治理效能。

党建引领聚合力，社区治理换新颜。以党
建引领为核心，依托“三级网格”体系和“在职
党员进社区”等服务载体，运用“三活四清五到
家”工作模式，整合“三张清单”。建立“一核多
元”社区治理新机制，与13家党组织签订党建
联盟契约书，形成“四联五同”工作法，以互嵌
式服务新格局，为居民排忧解难。

党建引领惠民生，社区服务暖人心。博雅
路南社区召开党员和群众座谈会推动社区自
治与精细化治理，居民提出建议后，社区与明
珠物业沟通协调，为小区提供多方面服务保
障。学院社区网格员日常巡查中接到居民反
馈树木问题，社区排查上报后协调专业人员修
剪，解决安全隐患。康南社区以党建引领，以

“惠民服务360”党建品牌统揽工作，变“坐等办
事”为“上门服务”已完成入户3480户，9394人，
新增救助户数，成效显著。

党建引领破难题，基层党建谱新篇。以
“书记项目”为抓手，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紧盯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以可感可知的工作
成效推动基层党建提质增效。各级党组织以

“书记牵头、党员带头、上下联动”工作模式，着
眼实际精准设立服务项目，通过搭建“微平
台”、收集“微心愿”、做好“微服务”三微行动，
打开党建引领网格治理新局面，全面提升居民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本报讯（记者 师晓琼）近日，大通县党
政代表团赴雨花台区开展东西部协作互访
交流，举行雨花——大通数字赋能乡村振
兴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宣传推介会，考察
学习为民服务办实事、新质生产力、数字产
业发展、文旅融合发展等工作。

推介会上，大通县与腾讯生态合作伙
伴中选国味、江苏国硒集团、青之牧、古
南都集团、华东牦牛旗舰店、舰长甄选等
东部企业就牦牛产业营销渠道、旗舰店
建设等工作达成战略合作。同时，大通
牦牛粤港澳大湾区、川渝地区、京津冀地

区旗舰店正式启动装修，旗舰店将承担
“一店三中心”的角色，通过场景设计和
功能植入的方式，打造“大通文旅展示中
心+美食体验中心+渠道招商合作中心”，
最终实现多维度共赢和价值最大化生态
体系。

据悉，近年来，大通县围绕“国际生态
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
设，致力于大通牦牛产业生态链的打造，持
续擦亮“世界牦牛之都”金字招牌。借助东
西部协作，在雨花台区的帮助下，大通县与
腾讯达成战略合作，大通牦牛走进粤港澳

大湾区多家社区店，与江苏省农科院合作
研发推出卤牦牛肉系列，创新牦牛产品业
态。

2023 年以来，青海数字乡村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深入贯彻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战
略，借力东西部协作机制和人才智慧，以

“数字赋能”乡村振兴，成功打造了一系列
具有示范意义的农文旅融合创新项目，招
引企业 6 家，带动就业 500 余人。未来，雨
花台区与大通县将携手共进，走深走实产
业协作，在东西部协作中同心绘就“一城山
水 大境通达”的新画卷。

讲述“凌”氏网红雪豹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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