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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哪里？
12月20日，“2024最具幸福感城市”系列

名单在上海市发布，西宁荣获“2024最具幸福
感城市”（省会及计划单列市）。在当日举行
的2024最具幸福感城市论坛上，市委副书记、
市长石建平受邀做主旨发言。

“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推选活动由《瞭
望东方周刊》主办，迄今已连续举办 18 年。
本年度调查推选活动以“改革创新，让城市生
活更幸福”为主题，围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
决策部署，以城市居民为参与主体，聚焦共建
人民城市、共创幸福生活，对现代化进程中的
中国城市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进行调查分析，展现中国城市增进民生福祉
的创新举措和显著成绩。此次调查推选活动
历时近3个月，经过大数据采集、问卷调查、
材料申报、实地调研、专家评审等环节的严格
遴选。

在当天举办的 2024 最具幸福感城市论
坛上，来自近50个城市（区）的管理者、专家
学者、媒体记者等各界人士，以“改革创新，让
城市生活更幸福”为主题，多方面探讨了中国
城市的治理与发展。

喜讯传来，西宁一片欢腾。
幸福感，这个听起来颇具诗意且富有

情感的词语，让西宁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
点上。

如今再次摘得最具幸福感城市桂冠，这
份荣誉凝聚着248万西宁人的辛勤汗水与不
懈拼搏，也深刻诠释了幸福西宁的丰富内涵
与独特魅力。

翻开西宁的“幸福密码”，让城市有温
度、让生活有温情、让市民有温暖，从幸福奔
向更加幸福，是西宁一直探索追求的“幸福
理想”。

打开西宁幸福清单，全市上下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以感恩之心坚定把牢“五
个中心城市”定位，主动融入和服务全国、青
海大局，坚决扛牢“五个首位责任”，牢牢把握
走在前作表率的实践要求，更加主动在干一
年、看三年、谋十年上下功夫，用心用情用力
办好顺民意、惠民生、暖民心的实事，积极回
应市民高品质多元化美好生活需求，这座青
藏高原上幸福城市的成长轨迹愈发清晰、幸
福画卷愈发壮美。

把良好生态环境作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把良好生态环境作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生态保护工作念兹
在兹，强调青海是“三江之源”“中华水塔”。

西宁坚定不移当好“中华水塔”守护人，
让广大人民群众享有更多的绿色福利。全
市上下坚持下大力气植绿增绿、爱绿护绿，
用 35 年时间把市区南北两山绿化覆盖率从
7.2%提高到 79%，在高原半干旱地区筑就了
人工造林绿色高地。湟水河作为黄河上游
最重要的支流，是西宁人民的母亲河，水质
稳定达到Ⅲ类以上，确保了“一江清水向东
流”。空气质量连续 9 年走在西北省会城市
前列。

蓝天白云常作伴，绿水青山入画来，每一
个西宁人因为宜居的生态环境感到无比幸
福，更感到无比骄傲。

把绿色低碳产业打造成富民产业把绿色低碳产业打造成富民产业

产业兴则民生稳。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西宁加

快打造世界级盐湖产业创新基地，美丽又富
饶的盐湖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新能源汽车锂
电池有12%就是“西宁造”。西宁加快打造源
网荷储一体化新型电力系统示范中心城市，
清洁能源占全社会用电量80%左右，未来还
将进一步提升，成为绿电制造业和数字算力
等产业绿色发展的高地。西宁加快打造国际
生态旅游目的地中心城市，在这里既能感受
现代都市魅力，又能领略西北的壮美风光，是
一座让游客早早就想来、来了不想走、走了还
想来的城市。西宁加快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
品输出地中心城市，冬虫夏草是雪域奇珍，牦
牛肉被誉为“牛肉之冠”。西宁草莓因阳光充
足、空气洁净、水质清澈，比一般品种甜度高
7%左右，在市场上赢得了良好的口碑，也为
当地农民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

把石榴籽家园建设成各族群众守望相助把石榴籽家园建设成各族群众守望相助
的大家庭的大家庭

今年6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果洛

西宁民族中学，强调要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
和民族团结进步的故事。

西 宁 少 数 民 族 人 口 占 常 住 人 口 的
25.9%，汉、回、藏、蒙古等各民族同胞像石
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手足相亲、守望相
助。社区石榴籽家园每逢节日庆典都会组
织包粽子、篝火晚会、跳锅庄、趣味运动会
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大家其乐融融、欢声笑
语，各族群众在这里都能找到认同感、归属
感。

民族团结进步之花长盛不衰，西宁的包
容、友好、开放气质正在敞开怀抱欢迎更多的
朋友融进来、乐起来。

把民生幸福作为最大政绩把民生幸福作为最大政绩

幸福是荣誉，更是老百姓实实在在的感

受。
近年来，西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殷殷嘱托，民生保障和改
善的力度只增不减，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
比例始终保持在 80%以上，每年都全力办
好民生实事项目，城乡义务教育集团化办
学、紧密型一体化医联体、医养融合“双证
双营”模式等民生领域改革走在全国前
列。注重在西宁生活居住的体验感和满足
感，举办各类文化旅游节，享地道美食，阅
厚重文化；居住方面城乡共融，有市中心的
摩天大楼也有亲近自然的乡野民宿；交通
四通八达，是进藏入疆通川的重要交通枢
纽，国际国内航班、高铁动车络绎不绝；现
有自然生态、人文古迹等景观 147 处。从社
火展演到青超联赛，从 FIRST 电影展到城

市马拉松，各类文体活动精彩纷呈，大家跟
着风景、跟着赛事、跟着演出、跟着美食到
西宁，在特色街区与雪豹玩偶互动，在街头
巷尾共赴丁香之约，在高原古城尽享夏日
清凉，“雪豹之都”“丁香之城”“中国夏都”
的城市 IP 深入人心。

特别是2023年10月以来，西宁推行党建
引领“有诉必应马上办”创新机制，聚焦群众
身边的烦心事、揪心事，把“群众利益无小事”
落实到具体行动中，检验在群众的满意率
上。累计接收市民诉求 36 万件，响应率、解
决率、满意率均在96%以上。

而今，“幸福”再一次敲门，西宁的幸
福故事又开始在 248 万西宁人民的心间续
写……

（记者 施翔）

本报讯（记者 师晓琼）12月20日，省政
府新闻办举行“懂青海 爱青海 兴青海”系列
新闻发布会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专
场发布会。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党
组成员、副局长久谢介绍，国家林业和草原
局复函同意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工作以
来，我省以“生态为本、生态为纲”为原则，坚
持科学规划为先导，强化生态环境修复治
理，完善管理体制与机制，提升监测与监管
能力，统筹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青海湖国
家公园创建工作迈入了新征程。截至目前，
全面完成了包括本底调查、范围划分、体制
建设、保护修复、矛盾调处、监测监管、宣传
科普和社区发展等8个方面共55项创建任
务。

在生态治理方面，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
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累计投入资金
1.77亿元，实施湿地保护与恢复、重点水域
水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等共计 20 项工程，
大幅提升了青海湖流域特别是青海湖重点
生态功能区的水源涵养地生态功能。在监
测监管方面，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巡护监

测工作机制，制定保护站巡查监管工作方
案，探索形成了“四固定、三统一”的生物多
样性监测机制。建成中科院青海湖综合观
测研究站、国家级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
测站等科研共建共享平台，开展一系列重点
课题研究，生态保护、修复治理、科研监测等
方面的科技创新得到加强。流域内设置了
300个生态监测站点，生物多样性长期观测
网络基本建成。今年9月，监测显示青海湖
水体面积持续扩大，达4650.08平方公里，水
位达3196.72米，较去年同期增加28.10平方
公里。青海湖裸鲤资源蕴藏量达 12.03 万
吨，普氏原羚数量达3400余只，鸟类种数达
282种，栖息水鸟数量达60.6万只。荒漠猫、
白唇鹿等珍稀物种重新回归视野，普氏原
羚、岩羊等物种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以往难
得一见的黑颈鹤、黑鹳、大天鹅频频亮相，高
原独有的“水—草—鱼—鸟—兽”共生生态
系统趋于平衡。

同时，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提
出“一心四区，一环多点”的建设布局，规
划 30 余处生态游憩点，推出 8 条生态旅游

精品线路，逐步实现了环湖流域生态“高
颜值”与绿色发展“高质量”协同并进的新
局面。布局建设自然观景点、生态研学
点、民俗展示点和红色研学点，探索形成
以“文化旅游+红色教育+生态研学”的文
旅交融新模式。谋划启动自然教育基础
设 施 建 设 ，试 点 设 立 4 所 特 色“ 生 态 学
校”，成功申报 7 处“国家公园示范省自然
教育基地”、3 处“青海省少先队校外实践
教育基地”、1 处“青海湖普氏原羚自然教
育研学基地”，“核心景区吸引客源+特色
自然科普宣教点辅助游客体验+自然教育
和生态体验”的生态旅游发展格局逐渐明
晰。

此外，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以
“联动发展、服务地方”为目标，合理布局12
个生态观景点，推广黑马河的“公司+合作
社+全民参与”经营模式，积极探索政府主
导、村集体参与、农牧民分红为主的利益分
配机制，创造就业岗位，辐射带动环湖周边8
个乡镇20个村6400余户2万余名群众直接
或间接受益。

凝心聚力高质量创建青海湖国家公园

本报讯（记者 张艳艳）12月20日，省政
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懂青海 爱青海 兴青海”
系列新闻发布会黄南藏族自治州专场发布
会。黄南藏族自治州州委副书记、州长扎西
才让围绕黄南州打造生态文明高地、构建现
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社会事业全面进步三个
方面展开介绍。

扛牢政治责任扛牢政治责任，，全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全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黄南样板黄南样板

黄南州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过
渡地带和青甘川三省交界地区，黄河流经全
境 257 公里，占青海省境内黄河总长的
15.2%，是全省唯一全境纳入黄河流域的州，
也是黄河上游水源涵养的生态系统主体，更
是青海东南生态安全屏障，生态地位十分重
要。黄南州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始终牢记“国之大者”，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
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力打造黄
河、隆务河流域两条绿色长廊，2016年以来
累计完成营造林412.3万亩、草原生态修复
389.4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24.26%，草原综
合植被覆盖度提高到69.92%，分别高于全省
平均水平16.76个和11.7个百分点。主动参
与国家公园示范省建设，7大国家自然公园
和2个省级自然公园保护建设成效明显，境
内雪豹、黑颈鹤、玉龙蕨等国家一级保护动
植物数量不断增加，自然生态系统总体稳定
向好。我们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行

“全域禁塑”，深入开展垃圾污水专项整治行
动，全州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97.5%。通过多年的努力，成功创建国家级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2个、“两山”实践创新
基地1个，黄南州被评为国家级生态文明建

设示范州，也是全省首个获此殊荣的自治州，
生态文明已经成为黄南州最丰厚的底蕴。

立足资源禀赋和优势立足资源禀赋和优势，，加快构建现代化加快构建现代化
产业体系产业体系

黄南州作为青海向大西南开放的“桥头
堡”，凭借独特区位优势、悠久历史文化和丰
富自然资源，在推进产业“四地”建设中优势
显著。近年来，积极融入国家和全省战略部
署，以“四地”建设为引领，推动现代化产业
体系建设成效斐然。

在绿色农牧方面，黄南州是全省发展
有机畜牧业起步最早的地区之一，也是现
代农牧业示范园区。扎实推进绿色有机
农畜产品输出地先行示范州建设，实现天
然草场有机认证、牦牛藏羊原产地质量追
溯、农作物化肥农药减量增效、农业政策
性保险四个全覆盖。建成“四个万亩”种
植基地和“四个万头”养殖基地，完成“一
县一园”布局，累计认证 131 种特色农产
品，雪多牦牛、泽库藏羊等明星产品正走
向全国，全力打造高质量绿色有机农畜产
品输出地。

清洁能源发展迅猛。黄南境内河流众
多，水能、光能、风能资源丰富，潜力巨大。
主动融入全省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布局，
编制发展规划并纳入多个省级规划。水电
装机容量达262万千瓦，建成光伏发电项目
16个、装机117万千瓦。目前加快推进55万
千瓦光伏项目建设，积极推进“沙戈荒”风电
基地等前期工作，预计“十四五”末全州清洁
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达 1000 万千瓦，有望成
为全省第三大清洁能源基地。

生态旅游热度高涨。黄南州是热贡艺

术发祥地，拥有多项世界和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及工艺美术大师，是国家级文化
生态保护区。独特文化与自然风光造就魅
力景观，成为全省旅游资源富集区。融入
生态旅游发展格局，以文塑旅、以旅彰文，
推进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组织成果展走向
国际国内，以点带面发展全域旅游，A 级景
区达 21 家，多条线路入选国家级旅游线
路，600 余家经营主体带动 4.2 万人走上致
富路，黄南州成为青海国际生态旅游目的
地东南门户。

坚持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推动社会事持续推动社会事
业全面进步业全面进步

黄南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每年超八
成财力投入民生领域，兜牢民生底线。统
筹城乡协调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同
仁、尖扎城北新区建设全面铺开，城镇建成
区面积达 20.1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城镇化
率43.1%。探索乡村建设新模式，打造高品
质和美乡村232个。坚持大项目带动发展，
2021 年以来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248 亿
元，黄南州机场选址获批，西成铁路、同赛
高速等加快建设，“县县通高速”目标即将
实现，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把教育、医
疗作为民生重点，完成教育布局调整，建设
高级中学，完成医院整体搬迁，推进中藏医
药传承创新，民生福祉持续增进。以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建成州中华
民族共同体体验馆，实现州县两级创建全
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全覆盖，巩固了社
会进步、民族团结、宗教和睦、人民幸福的
大好局面，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和安全感。

“懂青海 爱青海 兴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专场发布会举行

西宁荣获2024最具幸福感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