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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激动了！”向记者说起初遇雪豹时的
情形，赵绪邦的心情依旧不能平静。

赵绪邦是大通县广电局的退休职工，11
月17日上午，他正驱车前往东峡镇，沿途的
山野被白雪覆盖，宁静祥和。行驶至大通县
向化藏族乡时，赵绪邦看到前方的山坡上有
一只动物拖着长长的尾巴在踱步，车行驶到
近处时，他才看清楚，这只长尾巴的动物好
像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雪豹。

心跳加速！雪豹距他大约40米
赵绪邦的心跳瞬间加速，他简直不敢相

信自己的眼睛。要知道，雪豹可是生活在高
山雪域中的珍稀动物，平时难得一见。而此
刻，这只雪豹竟然就在距离他大约40米的地
方，与他四目相对。

而雪豹也注意到了赵绪邦的存在，但它

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慌或敌意。相反，它
依然保持着那份悠闲与自在。

“我当时努力平复自己的心情，调整好
手机镜头，想把这一刻清晰地记录下来。”赵
绪邦利用手机镜头，把这一美好的时刻记录
了下来。

大通北川河源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
员通过视频确认，该动物确系雪豹。据了解，发
现雪豹的地方属于大通北川河源区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2020年4月，大通北川河源区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第一次记录到雪豹影像，填补了大通北
川河源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无雪豹影像资料的
空白。从此以后，雪豹的身影时常在这里出现。

屡次现身！拍摄到雪豹活动影像累计90
余期

近年来，大通北川河源区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通过划
定巡护路线、统计巡护次数、筛选巡护效力、
检查材料上报情况、严格执行季度通报制度
等监督方式，全面开展巡护检查工作，总巡
护里程达12万公里，巡护成效逐步显现。同
时，大通北川河源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
环境整体向好，林地面积不断增加，人为干
扰程度不断减小，野生动物生境范围不断扩
大，物种多样性不断丰富，森林生态系统更
加趋于稳定。此外，大通北川河源区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持续开展野生动物监测工作，运
用数字赋能生态巡护，形成“天、地、空”一体
化信息平台，使监测管理更加可视化、精细
化和智能化，有效地提升了保护区生物多样
性监测效能。300 余台红外相机，取得有效
影像1万余份，拍摄到成体、亚成体等多个年
龄段雪豹活动影像累计达90余期。

大通北川河源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屡
次发现雪豹的身影，不仅是对西宁生态环境
质量的一份肯定，更是这座城市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生动写照。随着雪豹多次被发现，西
宁的“雪豹之都”形象逐渐深入人心。这一
独特的城市标签，如同一张诱人的邀请函，
吸引着国内外游客纷至沓来，感受西宁独特
的魅力。

在雪豹的引领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
注生态环境，积极参与到生态保护行动中
来。“雪豹之都”城市品牌，也因此而更加鲜
活、更加生动。 （记者 师晓琼）

本报讯（记者 施翔）今年以来，城东
区立足儿童保护和服务工作，把建设儿
童之家作为促进未成年人全面发展的重
要平台，以打造“儿童之家”项目建设示
范点为抓手，以多方参与、普惠公益为原
则，强化组织协调，完善体制机制，丰富
关爱服务，织密织牢未成年人保护网。

整合资源灵活建“家”。按照“一
室多用、资源共享”原则，打造了“瞭望
宇宙”“非遗传承”“国风学堂”“自然观
察”为主题四类儿童之家示范点20个，
将“儿童之家”与党建活动阵地、“城市
书房”和“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融合建
设，把“非遗”搬进“家”，把“普法”传进

“家”；把“国学”讲进“家”、把“乐趣”带
进“家”，精心组织一系列具有地方特
色、民族特色、文化特色的学习传承活
动，科学开设一批儿童防溺水、防拐
骗、防电信诈骗等安全教育课程，按需
设置一批假期课业辅导、手工制作、绘
画等实操实践课程的方式，吸纳少年
儿童参与其中，确保少年儿童在课后
有人管、管得好、能管住。

强化组织保障到“家”。建立完善
“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社工”未成年
人关爱服务模式，在镇办设立9名儿童
督导员，在村（社区）设立59名儿童主
任，组织举办儿童主任及儿童督导员专
题培训班2次，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
管、有序推进的工作模式，同时借助网
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优势，加大主动
发现，强化政策保障和巡访关爱力度，
今年以来新纳入孤困等儿童23人，排查
流动儿童416人，留守儿童35人，切实
做到精准筛查、及时保障，构建横向到
边、纵向到底的全覆盖服务网络，确保
各类困境儿童关爱帮扶保障及时有效。

丰富活动服务惠“家”。各村（社
区）切实发挥“儿童之家”实际作用，建
立“四点钟”学堂，引入专业的社会组
织和爱心志愿者，开展“国学文化”小
讲堂、“科技强国”科普主题活动、“以
防校园霸凌”知识讲座等30余场（次），
为儿童提供思想教育、关爱保护、文化
娱乐的一体化服务，进一步健全儿童
关爱服务体系，解决家长的后顾之忧，
为孩子们打造了一个个幸福家园。

本报讯（记者 晴空 摄影报道）为认真落实
党建引领“有诉必应马上办”机制创新工作，日
前，城西区市政公用服务中心紧盯辖区居民反
映问题，全力推动改造提升。

根据有诉必应马上办“12345”政务服务便
民热线反馈，西川南路维也纳小区与世通名城
小区间的人行通道无障碍通行坡道出现老化、
磨损现象，表面变得光滑，给居民日常出行造
成不便。城西区市政公用服务中心接到问题
反馈后，前往实地进行现场核实，确认坡道确
实存在以上问题。

随后，城西区市政公用服务中心党组牵头
会商，技术人员实地进行了勘查与数据收集，
并依据无障碍环境建设相关参数，对坡度进行
了科学的调整设计。在确保不影响周边建筑

结构的基础上，适度降低了坡度，并更换防滑
地砖，确保了轮椅、助行器等辅助设备能够平
稳、顺畅地通过，有效降低了行人特别是老年
人和残障人士摔倒的风险。

下一步，城西区市政公用服务中心党组将
持续深化和拓展“精细管护提档次，匠心向党
优服务”党建品牌建设内涵与外延，及时倾听
民声、关注民需，让更多民生工程落到实处，让
群众感受到更多的出行便利，真正把群众的

“需求清单”转化为群众的“幸福账单”。

本报讯（记者 刘瑜）11月18日凌晨，西宁
市区初雪降临！清晨，城市仿若大型“蛋糕”，
云朵摇曳着洒下雪白的“糖霜”，意味着寒冬
来临。各社交平台一时间被西宁各种银装素
裹的雪景美图刷屏。据省气象台数据，西宁
市区降雪从11月18日1时开始，降水量1毫
米，为小雪量级，西宁地区降水中心在湟中
区，降水量1.6毫米，为小雪量级。

这场雪哪里下得最大？记者从省气象局
了解到，11月16日8时至11月18日8时，全省
283个站点出现降水，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共和
石乃亥，降水量为15.5毫米，截至11月18日8
时，海西、海南、玉树出现积雪，其中最大积雪
深度出现在天峻、茶卡，均为5厘米。降雪过
程中，受强冷空气影响，全省大部气温下降明
显，其中西宁市、海东大部、海西东部、海北北
部、玉树、果洛大部、黄南北部降温幅度达4℃
以上，杂多、囊谦、甘德、达日的部分乡镇降温
幅度超过 8℃。

未来几天是否还有降雪？据预报，11月18
日夜间至11月20日白天，南部地区受低涡切
变东移北抬，玉树东部、果洛大部、黄南南部、
海南南部有小雪或雨夹雪，达日、班玛、久治的
部分乡镇有中雪，主要降水时段为11月19日
夜间到11月20日，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

具体预报，11月19日白天，久治、班玛的
部分乡镇有分散性小雪或雨夹雪，省内其余
地区晴或多云。11月19日夜间到11月20日
白天，玉树东部、果洛大部、黄南南部及兴海、
同德、曲麻莱、杂多的部分乡镇有小雪或雨夹
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11月20日夜间
至11月21日白天，玉树东部、果洛、黄南南部
及兴海、同德、曲麻莱的部分乡镇有小雪或雨
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

西宁天气预报：11 月 19 日，晴，零下 2℃
至 7℃；11 月 20 日，晴，零下 1℃至 7℃；11 月
21日，晴，零下3℃至9℃。

本报讯（记者 小蕊）为切实做好今冬明春
森林防灭火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森
林资源安全，连日来，城北区森防办积极行动，
对各镇（街道）、村（社区）森林防灭火准备工作
及辖区各防火点、祭祀点森林防火工作落实情
况全面开展督导检查。

此轮检查，重点针对辖区内各镇（街道）、村
（社区）森林防灭火应急预案制定、隐患排查治理、
扑火队伍建设、物资储备、防灭火宣传教育等方面
及各防火点、祭祀点值班人员是否在岗在位、是否
认真履职尽责做好人员和车辆入山登记、是否将
物资储备得当、是否熟悉扑火应急处置流程等情
况进行督导。要求各镇（街道）、村（社区）、护林员
高度重视森林防灭火工作，坚决克服麻痹松懈心
理，严格落实进山人员、车辆登记制度和“四个严

禁”工作要求，同时，各防火点值班人员要认真履
行24小时值班值守工作制度，切实做到“看住人、
管住火”，织密织牢森林“防火网”。

下一步，区森防办将继续加大今冬明春森
林防灭火工作落实力度，压紧压实各成员单位、
各联点单位森林防灭火责任，倒逼各单位以问
题为导向，举一反三，尽快落实整改各项问题隐
患，并加强与各单位、各部门间的协作配合，形
成工作合力，共同做好今冬明春森林防灭火工
作，全力维护城北区森林防灭火稳定形势。

本报讯（记者 晴空）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精神，充分发挥文艺书写人民、讴歌人
民的社会功能，打造“唐蕃古道·日月湟源”文
化名片，推动乡村文化振兴，促进文艺创作繁
荣发展，日前，湟源县文化馆联合城中区文化
馆、互助县文化馆成功举办湟源县原创河湟
曲艺剧《歌从湟水来》交流展演活动。

河湟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繁衍生息
之地，汉、藏、回、土、撒拉等多个民族在这里
交融共生，共同孕育了辉煌灿烂的河湟文化，
作为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华夏文明
形成的源流之一。“各美其美”的民族文化特
征与“美美与共”的趋同化愿望，使河湟文化
呈现出相互渗透、共同发展的特点，并在新时
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呈现出
独特魅力。

河湟曲艺剧《歌从湟水来》取材于现实生
活，将河湟曲艺元素与戏曲艺术完美结合，实
现了文艺创新性发展，凝聚着湟源人民心血与
智慧，是集河湟文化、生态文化、红色文化于一
体的精品力作。交流演出现场座无虚席，演员
们用精湛的舞台表演和富有感染力的曲艺唱
腔，生动再现了湟源人民团结奋斗、自强不息，
改变缺粮缺水困境的奋斗历程和精神。

此次交流展演的成功举办，得到了业界
人士的高度评价和现场观众广泛点赞，使广
大观众在了解湟源文化的同时享受了一场丰
盛的视听盛宴，架起了区域文化交流的桥梁。

下一步，湟源县文化馆将继续秉持“走出
去、请进来”的开放交流理念，举办高水平的
交流展演，促进各地文化的对话与繁荣，共同
推动河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相距约40米！在大通境内他遇见雪豹
西宁今冬第一场雪如期而至

湟源县原创河湟曲艺剧
《歌从湟水来》交流展演

城东区：儿童之家
释放护童成长“大能量”

城北区全力筑牢森防安全防线

城西区改造提升无障碍通行坡道解民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