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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书房是打造全民阅读的重要平
台，也是提升城市品质、建设精致城市的重
要文化保障。如今，喜欢夜读的阅读者越
来越多。书店延时开放、一体化服务，不仅
契合当下年轻人夜间阅读生活的需求，也
让市民可以在家门口享受“精神粮仓”，让
每一位阅读者尽享读书乐趣。

在大新街夜市，生意红火的摊位交织
成一幅生动的市井画卷。在这片喧嚣中，
一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在夜幕下尤为引人注
目，它便是城中区政府匠心打造的综合性
文创空间——“香水书屋”莫家书店，吸引
着众多夜读者在此驻足，寻找片刻的宁静
与慰藉。

昼夜转换书香味不散昼夜转换书香味不散

白天，大新街与兴隆巷被一排排小区
楼院包围着，显得格外宁静。11时，此时的

“香水书屋”莫家书店开门营业，店内的营
业员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书架上排列整齐
的书籍静静地等待着与读者的邂逅。午后
时光，陆陆续续已经有顾客进入书店，店内
偶尔传来翻书页的细微声响。“我是在这条
街摆夜市的，自从这家书店开业后，我几乎
每天忙完都会来这里看一会儿书，感觉要
比翻看手机充实得多。”56岁的严大姐对记
者说道。

而当夜幕降临，书店的周边便换上了
另一副面孔。夜市灯火辉煌，人声鼎沸，吆
喝声、欢笑声交织在一起，热闹非凡。在这
份喧嚣中，“香水书屋”莫家书店却以其独
特的氛围，守护着夜市的那一份宁静。喜
欢夜读的人们，纷纷踏入这间书房。8月20
日夜晚，记者跟随几名夜读爱好者进入书
店内，柔和的灯光洒在每一本书上。读书
的人或坐或站，手捧书籍，沉浸在文字的世
界里。“其实在家里也买了不少书，但是这
里的氛围更让我有看书欲望。在单位忙了
一天，来到这里，时间仿佛放慢了脚步，忘
记一天的疲惫，只有与书相伴，才可以享受
这份难得的宁静与充实。”阅读爱好者王小
磊说。

夜读夜读，，为城市的星空增添文化光辉为城市的星空增添文化光辉

“我们的夏季营业时间是从11时至23
时，冬季从10时至22时，营业一年来，受到
了周边阅读爱好者的好评。”记者在采访中
了解到，“香水书屋”莫家书店是2023年8月
15日开业的。“以前只能在周末到书店或图
书馆去看书，现在出了家门就可以到这里
静静地看看书，而且这家书店关门时间比
较晚，特别能够满足我们这些夜读爱好者
的需求，真是太方便了。有时候还会看到
有学生到这里写作业，写完作业大家一起
看看书，感觉真的很不错。”市民刘海青说
道。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香水书屋”莫
家书店它用自己的方式证明，即使在繁华
与喧嚣之中，也能找到一片属于文化的净
土。不仅为夜市增添了浓厚的文化气息，
更为无数喜欢夜读的人点亮了心中的文化
灯塔。

（本报记者 悠然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徐顺凯 通讯员 市民宗
委）近年来，西宁市始终把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作为政治检验，持续巩固提
升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创建成果，
先行先试，全面推进创建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示范市工作, 擘画民族团结
进步壮美画卷，聚力建设现代美丽幸福
大西宁。

共创建——打造新时代民族团结进
步好样板。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为主线，聚焦创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示范市“一年强基础，两年见成效，
三年创示范”目标，加快构建“5+N”工作
体系，率先起草《西宁市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促进条例》，逐步将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纳入法治轨道；出台

《西宁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测评指
标体系》，推进创建工作标准化；将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市创建与文明城

市、卫生城市创建有机融合，形成“一城抓
总、多城联创、同频共振”的创建格局。累
计打造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 4 家、
教育基地 1 家，省级示范单位 15 家、教育
基地 13 家，市级示范单位 200 家、县区级
示范点 363 个。

共融合——推动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
交流深度交融。纵深推进各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三项计划”“十项行动”，开展“牵手相
伴·共同绽放”等主题活动，先后组织 4899
名各族青少年赴北京、江苏等地研学交流、
联谊交友。搭建“青洽会”“城洽会”等平
台，举办西宁市“双 50”重大招商项目推介
会活动，吸引东部地区各族群众来宁就业
创业，开展东西部协作“红石榴就业”行动，
累计转移劳动力就业32.8万人。深入开发
特色精品旅游路线，推出以“冬游西宁·惠
享夏都”为主题的5大板块14项冬春季文旅
惠民活动。打造以西海路“豹街”、大新街

夜市为代表的集表演、美食、文创等众多西
宁特色元素为一体的文旅街区，以“环青海
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大美青海·高原足
球”超级联赛等赛事活动为平台，推动形成
以赛事为媒、文旅搭台、农商唱戏的生动局
面。

共富裕——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坚持80%以上财力用于民生，不断提
升城市品质，增进民生福祉。近年来，累计
投入资金22.1亿元，实施项目457项，带动
21万户农民增收，2023年全市人均可支配
收入达33497元，同比增长3.6%，让各族群
众共享高质量发展的成果，推动各民族共
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累计投入资金
12.85亿元，推进养老服务“五个一”工程，建
设764个养老服务机构设施和148个爱老幸
福食堂，获评全国10个养老工作成效明显
城市之一，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
强。

本报讯（记者 啸宇）市场主体是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根基和动力。今年以来，西宁
经济技术开发区将培育壮大市场主体，激
发市场主体活力动力作为“稳”住经济高质
量发展良好运行态势的基础性工作，大力
实施市场主体壮大行动，创新落实“有诉必
应马上办”工作机制，厚植经济发展基础和
动能。上半年，开发区各园区新增市场主
体 1089 户；2024 年“青海企业 50 强”中，开
发区企业占21户，市场主体不断壮大，活力
动力不断释放。

据悉，开发区牢牢把握生态文明高
地、产业“四地”建设中“一个创新基地、
三个中心城市”定位，将引育市场主体与
深化招商引资行动结合起来，立足“3+3”
产业定位，聚焦绿色算力、新能源、新材
料、生物经济、新型显示、氢能装备等产

业，着力稳链补链延链强链建链，持续招
大引强、招新引优、招群引链，不断引育壮
大以绿色算力、清洁能源装备制造等具有
绿色发展引领力的新质生产力的企业和
产业。截至 6 月底精准招商，签约招商引
资项目 27 项，签约金额 547.3 亿元。其
中，签约绿色算力项目 9 项，总投资 42.3
亿元。

开发区出台《稳定光伏制造、锂电储
能产业保障措施》等，持续优化准入服
务，降低准入环节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全
方位做好企业服务保障工作。截至 6 月
底，累计帮助企业落实融资 24.2 亿元；组
织开展上下游产业对接 76 次，对接金额
达 156.4 亿 元 。 注 重 把“ 有 诉 必 应 马 上
办”与常态化落实“助企暖企春风行动”
结合起来，深入摸排企业和项目要素保

障、用地、规划、用工、融资等困难诉求。
深入落实重点项目包保工作机制，重点
企业直供天然气、重点项目用水用电等
一批困扰企业发展的难点堵点得到解
决。

同时，开发区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引
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加强高新
技术企业、科技型企业培育，积极创建各类
研发平台和创新平台，加强关键技术研究
和攻关，持续推动产业链转型升级、降本增
效。上半年，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工业产
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 25.3%。规上
工业企业研发投入达9.9亿元，新认定省级
创新中小企业35户，4户企业获得科技小巨
人称号。青海高景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成
为我省首家获得企业标准“领跑者”称号的
光伏企业。

开发区壮大市场主体推动高质量发展

西宁擘画民族团结进步壮美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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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北州，金银滩草原，原子城。
在这片神奇的地方，有着从未远去的荣

光。
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为了强国之

梦，大批优秀的科技工作者，将个人的理想
与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将个人的志向与民
族的复兴紧紧相扣，用汗水、青春、热血乃至
生命，创造了“两弹一星”的伟大奇迹，也将

“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永
久镌刻在青海大地上。

几十年来，“两弹一星”精神代代相传、
生生不息，为后人指引着前行的方向。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之际，来
自全国的专家学者，再次汇聚这片热土，追
寻那份传承——

8 月 29 日，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怀揣
着对历史的敬畏与对“两弹一星”精神的追
寻，来到海北州原子城纪念馆、“596”主题长
廊，从一张张老照片、一件件珍贵文物、一个
个工作场景中用心用情感悟“两弹一星”精
神。

赓续红色精神，凝聚奋进力量。
“向人民英雄、民族功勋一鞠躬！再鞠

躬！三鞠躬！”在缅怀仪式上，全体人员整齐
列队、庄严肃立、静默致哀、鞠躬献花，深刻
缅怀为祖国为革命奉献生命的“两弹一星”
先驱们，并表达对先驱们的沉痛哀悼和无尽
的敬仰之情。

“爸爸，敬爱的爸爸，你知道吗，在这一
刻，在一个个故事里面，我才真正懂得你们
当年所背负的。这里，有你们的青春和热
血，有用生命谱写下的不朽乐章……”原子
城纪念馆的工作人员朗读着原221基地职工
的家信，质朴的语言却充满了力量，触动了
每个人的心弦，不少专家学者听完眼眶泛着
泪花。

仪式结束后，专家学者们肃立在中国第
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纪念碑前。这一刻，时
间仿佛静止，他们心中涌动着对先辈们的无
限敬仰。瞻仰纪念碑后，专家学者们的心情
久久不能平静。“我每次来都怀着一种激动
的心情，为了更好地弘扬‘两弹一星’精神，
下一步我们要把宣传推广、史料征集工作做
得更好。”山东荣成郭永怀事迹陈列馆馆长
李波说道。

在历史情景中学习，在现场体验中感
悟。

仪式后，专家学者们分组进行调研，一
组人员前往十二营旧址等地，追寻“两弹一
星”精神的足迹；另一组前往刚察县，开展细
致的调研考察工作。

“一代代人的奉献，呵护嫩芽扎根的
沃土；一代代人的奉献，撑起民族不屈的
脊梁……”在十二营旧址、原二二一基地一
厂区（一分厂）、爆轰试验场，每一台机器、每
一个工具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无声地
诉说着当年的艰辛与不易。站在这里，大家
仿佛能感受到当年科研工作者们紧张而有
序的工作氛围，以及他们为祖国的核科学事
业默默奉献的精神。参观过程中，大家认真
聆听讲解，仔细观看各类珍贵的文物、资料
和复原场景，不时驻足交流讨论，更加直观
而深入地了解和“触碰”着“两弹一星”精神，
进一步增强了责任感和使命感。

传承是最好的感恩，奋斗是最好的传
承。

“两弹一星”精神源自伟大的历史使命，
彰显了伟大的民族品格，折射出伟大的人生
追求，照亮了伟大的复兴之路。

“今天通过参观我了解了很多历史文物
背后的红色故事，这些故事让我感受到了当
年那些创业者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高贵品
质，而且我也了解到了，这项伟大的事业是
当时千千万万的科研工作者，还有很多部队
官兵以及青海各族群众共同参与完成的，他
们共同铸就了伟大的‘两弹一星’精神。我
相信这个伟大的精神一定会镌刻在青海这
片热土之上，也必将汇入到中华民族的历史
长河当中”中共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委员会
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主任刘志妍说道。

（记者 衣凯玥）

追寻红色印记 汲取奋进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