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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实习记者 文月婷）10 月
下 旬 ，国 家 统 计 局 西 宁 调 查 队 对
相 关 部 门 及 24 家 家 电 销 售 企 业
开 展 以 旧 换 新 情 况 调 研 ，并 对 市
民发放调研问卷，结果显示，当前
家电以旧换新政策在我市实施效
果显著，家电企业积极响应，市民
得 到 了 优 惠 ，有 效 激 发 了 市 场 活
力。

打出政策组合拳，激发市场
蓬勃活力

2024 年 3 月以来，中央、省、市
相关部门先后出台多项促进家电以
旧换新措施。为积极引导多主体参
与，打好政策组合拳，宣传家电以旧
换新政策红利，我市制定印发了《西
宁市加力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
计划》，随着以旧换新政策的持续推
进，家电市场展现出强劲的增长势
头，有力激发了市场消费潜能。据
西宁市商务部门介绍，截至 10 月 31

日，申请家电以旧换新活动 48414 人
次，申请补贴资金达 5058.6 万元。
其中，44128 人已通过审核，获得补
贴资金 5537.5 万元，撬动消费约 3.7
亿元。

企业紧跟步伐，市场反响热
烈如潮

活动启动以来，各大家电企业
纷纷响应政府号召，截至 10 月 31
日，参与以旧换新的家电企业数量
达到 329 家。企业均表示，家电以
旧换新活动期间，客流量与销售量
得到了“双提升”。据京东甘青战区
负责人黄海梅介绍，在政府以旧换
新政策的支持下，京东也积极让利
消费者，为市民提供现金直降、套装
赠品等优惠，让消费者享受到最大
的福利，仅“双十一”期间，京东青海
线下门店销售额达到 3600 万元左
右，较去年同比增长 20%以上，订单
量明显增加。

市民尽享福利，消费潜力释
放

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激发家电消
费潜力，让市民尽享政策福利。市民
冯启胜表示，在活动期间，自己陆续
购置了冰箱、电视机等家电，在参加
以旧换新的基础上叠加使用了政府
的各类补贴及消费券，节省了4000多
元，自己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优惠。
与冯先生有同样感受的市民不在少
数。调研显示，18.3%的受访市民对
家电以旧换新政策非常满意，61.1%
的市民比较满意。其中，16.6%的市
民已经参与了以旧换新活动，12.9%
的市民有计划参与。已经参与活动
的受访者中，家庭年收入在10万元以
下的占70.7%，在问及“愿意参与西宁
市家电以旧换新的原因”时，淘汰老
旧产品降低安全隐患、旧家电故障已
无法维修、以旧换新活动补贴力度大
分别位居前三位。

本报讯（记者 王琼）11月15日，
我市成立了首支青少年手球训练
队，这将对我市发现选拔培养手球
后备人才、推动学校竞技体育和校
园体育良性互动等方面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据了解，为贯彻落实国家“双
减”政策，丰富学生课后服务内
容，落实好校园“阳光体育运动”，
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帮助学生养
成长期、自主、科学的体育锻炼习
惯和健康生活方式，西宁市南川
西路中学将手球项目引进校园，
2019 年中国手球协会专家组实地
考察评估后，确定该校为“全国手
球传统项目学校”“西宁市手球特

色学校”，与此同时，学校积极组
建校手球队，多次代表学校参赛
并取得了好成绩，于是在此基础
上，以体教融合为目标，该校与西
宁市体工队共同组建成立了我市
首支青少年手球队，至此双方形
成了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成果共
用的良好局面。

自 2019 年西宁市首次将奥运
项目之一的手球运动引入高原以
来，我市先后承办了2019年全国青
年女子锦标赛、2023年第一届全国
学生（青年）运动会女子手球（公开
组）预赛、2024年全国青年女子手球
锦标赛，相继举办了 2023 年“奔跑
吧·少年”西宁市手球邀请赛、2024

年“奔跑吧·少年”西宁市第二届手
球比赛。在全市范围内布局发展了
16 所手球特色学校，培养了 4 名中
手协认证的 D 级教练员和 20 名国
家二级裁判员，推动了手球运动在
高原的蓬勃发展，打下了深厚的建
队基础。

今年以来，我市依托西宁市
培林青少年体育训练中心，在前
期成立的田径、射击、摔跤、冰球、
花样滑冰、冰壶、跆拳道 7 个项目
的青少年体育运动训练队的基础
上，继续扩充体育运动项目，成立
西宁市青少年手球训练队，助推
我市青少年体育战线迸发向“新”
力。

本报讯（记者 王琼）11 月 18 日，
记者从省民政厅获悉，近年来，省民
政厅立足部门职责，务实工作举措，
聚焦推动民政服务提质增效，创新开
展为老爱老“六进”服务，切实以民政
服务“小切口”做优民生保障“大文
章”，全省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明显提升。

““红马甲红马甲””导诊服务进医院导诊服务进医院

为解决老年人特别是农牧区老
人到西宁就医时面对各式自助服务
手足无措、对医院环境和就医流程
不熟悉等问题，省民政厅积极创新
服务模式，先后投入资金 300 万元，
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安排 32
名“红马甲”志愿者在青海省人民医
院、青海大学附属医院、青海省中医
院、青海省红十字医院和青海省心
脑血管病专科医院，重点为老年患
者、残疾人患者以及偏远农牧区少
数民族患者入院就医提供志愿服
务。截至目前，已累计服务超过 30
万人次。

居家养老服务进家庭居家养老服务进家庭

为减轻老年人家庭及成员的照
料压力，省民政厅每年争取省级财政
资金投入 1.1 亿元，支持专业社会力
量进村入户为经济困难老年人和 80
岁以上高龄老年人提供助餐、助洁、
助医等基本生活照料服务，充分满足
居家老年人多样化养老需求。同时，
连续四年实施经济困难老年人家庭

适老化改造7500余户，让老人居家生
活少了一些“磕磕碰碰”，多了一些安
全便捷。

康复辅具租赁进社区康复辅具租赁进社区

为解决社会残疾人、老年人和伤
病人对康复辅助器具的应急性、临时
性需求，省民政厅自2021年以来投入
611万元，在全省31个县（市、区）投建
运营45个公益性共享康复辅助器具
社区租赁服务点，通过自助租赁、嵌
入社区服务、线上个性化定制等方
式，就近就便、免费向有康复辅助器
具需求的群众提供轮椅、护理床、呼
吸机、制氧机等31类康复辅助器具租
赁服务。截至目前，已服务 3000 人
次，累计服务时长达 13.8 万小时，群
众满意率99%。

明眸工程项目进牧区明眸工程项目进牧区

针对我省地处高原紫外线强、
偏 远 农 牧 区 医 疗 条 件 不 足 、白 内
障眼疾患病率高的实际情况，2023
年 以 来 ，省 民 政 厅 联 合 省 福 利 慈
善 医 院 ，面 向 青 海 户 籍 农 牧 区 群
众 及 城 市 低 收 入 家 庭 ，组 织 实 施

“明眸工程”医疗救助项目。两年
来 ，医 疗 团 先 后 赴 玉 树 州 、果 洛
州、黄南州、海南州等地，开展白
内 障 疾 病 筛 查 ，普 及 白 内 障 发 病
原 因 和 预 防 知 识 ，解 读 免 费 手 术
项 目 政 策 ，共 筛 查 眼 疾 患 者 近
6000 人 ，为 2000 多 名 患 者 成 功 实
施了免费白内障手术。

文化活动帮扶进村庄文化活动帮扶进村庄

为帮助解决易地搬迁点老人精
神文化生活匮乏等现实问题，省民政
厅积极筹集资金140万元，在民和回
族土族自治县北山乡集中搬迁点，乐
都区马厂乡、芦花乡、七里店集中搬
迁点，互助土族自治县松多藏族乡来
曲花园搬迁点，门源回族自治县后沟
沈家湾搬迁点，通过政府购买社会组
织服务的方式，开展社火队表演活动
孵化工作，广泛招募对社火表演有兴
趣的老年人加入社火队，为他们进行
表演技巧、服装道具使用、团队协作
等方面的培训，并配备了一批音响、
二胡、扇子等文娱设备。截至目前，
共组建了 5 支社火队，服务人次达
5000人次。

移动殡仪平台进小区移动殡仪平台进小区

为解决城镇小区居民没有专门
办理丧事场所普遍搭建帐篷办理丧
事，用电用火方面存在一定的安全隐
患、环境卫生遭人诟病和受天气影响
较大等现实问题，省民政厅积极探索
殡仪服务新模式，于近期投入资金
60 万元，购置 2 套移动式殡仪服务
站，在西宁市开展殡仪服务进小区试
点工作。移动式殡仪服务站由民政
部门公办机构负责运行管理，相关服
务收费按照低于市场平均价进行定
价，充分体现公益性，切实减轻群众
丧葬负担，帮助城市居民小区群众告
别“三顶帐篷”送逝者现状。

鼓励引导全民积极参与，不断增强废弃物循环利用的内生动力；
积极推广“互联网＋”等新型回收模式，持续拓展废旧物资高

效回收利用链条；
推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行业规模化、集约化、智能化、品牌化

发展；
推进废弃物精细管理和有效回收，变被动处置为科学利用，着

力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近年来，我市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紧扣生态文明高地上的中心
城市定位，以推进国家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重点城市建设为抓
手，不断完善政策保障机制，创新再生资源回收模式，探索构建具
有西宁特色的资源循环型产业体系和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全
市废旧物资资源化和再利用水平明显提升，生态环境和城市面貌
持续改善。

创新绿色金融服务模式创新绿色金融服务模式

为了创新绿色金融服务模式，我市建立完善政金企融资对接
机制，以南川零碳产业园区建设为契机，引导金融机构大力发展
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绿色租赁，为控排企业和资源回
收利用等绿色环保类项目提供定制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着力解
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支持引导绿色企业上市挂牌，扩
大直接融资规模。截至2024年9月，全市上市企业7家，新三板挂
牌企业3家，青海股权交易中心挂牌企业269家。指导政府性融
资担保机构优先为生态环保类企业提供融资担保，精简绿色普惠
金融业务办理流程，推出“生态环保贷”“夏都科创贷”“个人绿色
账户”等绿色金融产品，进一步降低担保费率，扩大绿色融资担保
规模。2024年上半年，全市绿色信贷余额达到1871.07亿元，同比
增长16.4%，占全部贷款余额的30.6%。

创新发展创新发展““互联网互联网++回收回收””模式模式

采用国有企业与社会化企业合作运行的模式，引入“互联网+
智能便捷回收设备”垃圾分类回收项目，通过设备回收进行生活
垃圾可回收物的分拣，形成从源头到末端共同发力的可回收物回
收处置网络，站内资源转化率达85%。推行“果核（回收）APP”等
上门回收模式，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运营的服务体系，打造客户
线上预约、线下小哥上门“取件”的新回收方式，不断优化用户体
验，有效整合市场和资源、降低运营成本、提高回收效率。

消费者足不出户就可实现以旧换新消费者足不出户就可实现以旧换新

紧抓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机遇，指导
企业不断完善末端服务机制，一站式完成新机的配送、安装和旧
机的拆卸、回收等服务，实现“去旧更容易，换新更便捷”。实施二
手商品交易专区建设项目，健全二手商品交易管理制度，鼓励电
器电子产品、家电、服装、家具、书籍等零售企业利用现有销售网
络和线上交易平台规范开展二手商品交易。同步建立回收企业
与物业企业、环卫单位、利用企业等单位长效合作机制，通过上门
回收、门店回收和邮寄回收等多种方式进行废旧资源回收，让消
费者足不出户就可实现以旧换新。

全市再生资源回收行业总产值约全市再生资源回收行业总产值约22亿元亿元

引进国内产业竞争力强、技术水平较高的再生资源综合利用
企业，以连锁经营、授权经营等方式整合中小企业和个体经营者，培
育云海环保、果核再生资源等6家再生资源回收龙头骨干企业。围
绕兰西城市群建设，探索布局再生资源区域交易中心，建设再生资源
加工利用基地和资源循环利用示范基地，形成各类废弃物回收及资
源化利用产业链延伸及耦合的集聚化模式。2024年以来全市再生资
源回收行业总产值约2亿元。

全市培育国家级绿色工厂全市培育国家级绿色工厂2828家家

近年来，我市实施工业节能降碳绿色发展行动，加快推进以南
川工业园区为代表的零碳产业园区建设，推动冶金、化工、火电、水
泥、能源、光伏等固体废物产生量大的行业绿色转型升级，推广循环
型生产模式，最大程度实现区域内循环。积极培育“绿色园区”“绿
色工厂”，“十四五”以来，全市工业能耗水平持续下降，培育绿色工
厂55家（国家级28家），国家级绿色园区4个、绿色设计产品48项
（国家级37项），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3家（国家级2家），国家级绿
色设计示范企业2家。

全市原生生活垃圾实现全市原生生活垃圾实现““零填埋零填埋””

我市建成日处理能力3000吨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日均处
理生活垃圾1600余吨，全市原生生活垃圾实现“零填埋”，自2023
年并网发电以来累计发电4.65亿千瓦时。完善餐厨垃圾收运处
置一体化链条，加快推进高原地区厨余垃圾发酵与生物处理技术
集成示范等循环利用项目建设，再生资源加工利用水平稳步提
高。深化快递业绿色包装试点，推进快递分拣投递自动化、标准
化和信息化建设，推广应用可重复使用中转箱、笼车等设备。全
市主城区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 88%，回收利用率达 45%以
上。 （记者 王琼）

撬动消费3.7亿元！家电以旧换新焕发新活力

我省创新开展为老爱老“六进”服务

如何让废旧物资实现“循环”？

西宁贡献“绿色方案”

我市成立首支青少年手球队我市成立首支青少年手球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