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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施翔）为进一步推进全季
文化旅游发展，提升城市活力，通过分享文
化、情怀和回归自然、享受生活的态度，营造
西宁冬日的独特氛围。12 月 21 日，由市政
府主办，市文旅广电局承办的西宁市“沐暖
阳·围炉煮茶”嘉年华活动在城东区新千国
际广场正式启动。副市长赵淑兰出席启动
仪式。

活动现场发布了西宁市“沐暖阳·围炉
煮茶”品牌商家 TOP20 榜单，公布了“冬日
暖阳·围炉煮茶”嘉年华活动消费券支持措
施及 48 户商家名单。此外，现场还设置了
20 家围炉煮茶及特色美食展位，精彩的文
艺节目演出更是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驻足

观看。
据了解，此次活动将从 2024 年 12 月 21

日持续到2025年2月，以城东区新千国际广
场为主会场，辐射唐道·637、香格里拉、力盟
商业步行街、北川青唐城冰雪大世界、湟中圣
山商业街、大通流浪荒野营地、湟源丹噶尔古
城等各县区分会场，举办围炉煮茶与剧本杀、
桌游、电竞等相融合的各类特色活动。

活动期间，我市还推出青海省 2024 年
“山宗水源 惠游青海”文旅消费券活动，活动

期 内 ，每 日 10 时 整 ，用 户 可 通 过 云 闪 付
App——青海文旅专区领取通用消费券。

据介绍，今年以来，西宁市始终坚持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国
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中心城市建设为引领，
围绕“一芯一环多带”生态旅游发展格局，
以“走在前、作表率”的工作态度，积极探
索“以旺季带动四季、以四季支撑旺季”的
旅游发展新路径，全力推进全季旅游发
展。

本报讯（记者 张艳艳）12月20日，15
名来自日本的游客抵达曹家堡机场，先后
游览塔尔寺、藏文化博物院等景区，品尝地
道的拉面、青海土火锅等特色美食，深度感
受西宁这座城市的冬日暖阳、人文底蕴与
烟火气息，同时也向世界传播西宁的魅力。

今年秋冬季，我市聚焦“以旺季带动
四季、以四季支撑旺季”，树牢市场化、具
体化的思维理念，通过系统梳理资源内
容，优化提升线路产品，精准聚焦客源群
体，丰富旅游业态供给，强化宣传营销推
广，在文旅破冰、引客来宁等方面狠下功
夫，持续以文旅激发城市活力。针对该批
境外游客，市文旅部门联合省市旅游协会
提前摸底游客游览基本情况、意愿需求和
行程天数，为其定制提供“西宁+拉萨”8
日游产品，从交通、住宿、游览、餐食、体验
等方面细化行程方案，既让游客充分游览
感受美景的同时，也感受到房间供氧、列
车软卧、抗高反药品等细致服务保障，进
一步提高了入境游客的满意度和舒适度。

“入境旅游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地区
旅游竞争力的重要标准，也是当前‘着力完
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新
任务新要求下旅游业的重要发展方向。”市
文旅广电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市
文旅部门和旅游协会将紧盯日韩等东南亚
主要境外客源地，继续开展“山宗水源”“避
暑清凉”“雪豹之都”等主题推介活动，协调
推动加密西安、张家界等至西宁的境外中
转航线，以市场主体和游客需求为导向，推
出更多定制化的旅游产品，为更多国内外
游客提供优质便捷的旅游服务，优化进一
步提升入境旅游便利度，有效发挥国际生
态旅游目的地中心城市支撑、服务、辐射、
带动作用。

我市“沐暖阳·围炉煮茶”嘉年华活动启动

境外游客点赞

我市冬日暖阳人文底蕴 “党委政府加大对社区干部的待遇保障，
全面落实‘五险一金’，为我们消除了后顾之
忧，这下我们社区干部养老、医疗、住房公积
金再也不用愁了，待遇增加了，我们的归属感
更强了，心里更有底气了，干工作的热情更足
了。”谈起自身待遇的变化，城东区博雅路南
社区副书记、副主任马瑞芳不禁喜上眉梢。

变化来得并非偶然。
变化来自于西宁市基层治理的创新探

索，来自于为群众排忧解难的生动实践。
去年10月份以来，一系列困扰当前基层

基础工作中的难点堵点问题通过西宁市“每
月一题”机制得以破解。

“每月一题”机制是什么？缘何而来？将
导向何方？它，又是如何统筹力量，真正解决
困扰基层的难题呢？

“每月一题”，缘何而来——
专啃基层难点“硬骨头”

攻克“难啃的骨头”，绝不能仅靠某一家，
而要各部门统筹联动，大家团结起来达成共
识来解决。

2023年10月份以来，西宁市的党员领导
干部发现，市委每个月都要召开一次特殊的
常委会会议，会议采取“每月一题”的方式，专
题研究制约基层基础和群众急难愁盼的问
题。

“每月一题”是西宁市委从高位推动夯实
基层基础的有效尝试，我市深入践行省委“干
部要干、思路要清、律己要严”工作要求，用好
基层党建“六个一”工作法，聚焦“真解决困扰
基层的难题”这一关键，市委常委会采取“每
月一题”方式，专题研究当前基层基础工作中
的难点堵点问题，以“书记抓、抓书记”的鲜明
导向和具体化、机制化工作举措，推动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一件一件解决，影响和制约基层
基础的问题一项一项销号，在发现、研究、督
促、解决问题中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和安全感。

“我个人缴纳 1234 元，区里为我缴纳
2341元。感谢组织关心，真正让我们有奔头、
有盼头、有干头、有劲头。”城东区团结社区党
委书记马燕边说边展示手机上“五险一金”到

账的短信。
马燕的欣喜正是来自于西宁市开始实施

“每月一题”时最先着手解决的问题。
在市委召开的第一次“每月一题”常委会

上，《强化基础保障》被第一个纳入了议题，会
议印发《关于推行社区分类管理工作的实施
方案》，开展社区分类管理及服务群众专项经
费差异化分配。

社区工作者没有了后顾之忧，干事创业
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空前高涨。

据介绍，“每月一题”工作开展以来，市委
组建专项调研组，通过召开座谈会、访谈基层
党员干部群众等方式，深入155个村、87个社
区分领域开展专题调研，让基层干部群众讲
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深入查找基层问题
症结和群众急难愁盼，真正触及基层治理中
长期困扰基层而未能解决的难点堵点，找准
找实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抓住共性
问题让基层治理从“应急式治理”转变为“主
动式治理”。

通过调研、会议等形式，共梳理汇总社区
工作力量不足、移风易俗推进不深入、基层治
理机制不完善等影响基层基础和群众急难愁
盼的9方面37项具体问题，并动态更新问题
清单，市委常委会以“每月一题”方式常态长
效研究解决基层问题。

“每月一题”，导向何方——
基层处理群众诉求更顺畅

“每月一题”推动真解决基层难题，高兴
的不仅是基层干部，受益的更是群众，他们发
现基层破解难题的底气和信心增强了，以前
不好办的事情变得好办了，以前很久才能解
决的问题办起来更顺畅了。

东府嘉和小区始建于2012年，因开发建
设单位未能完成竣工验收备案手续，导致小
区3242户业主不动产证无法办理，严重影响
了住户求学、房屋买卖等实际需求。

过去，面对盘根错节的矛盾、机制体制上
的障碍，基层干部只能干着急。在“每月一
题”的牵引下，西宁市委将不动产登记历史遗
留问题化解工作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检验，作为保障
和改善民生的具体实践，市委市政府主要领
导负总责，各市级领导包案推动，常态化下访
接访，及时调度解决瓶颈问题，以上率下、示
范带动。

西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积极协调，通
过向开发建设单位发函、深入现场下访、召开
座谈会等方式，督促开发建设单位加快办理
进度。同时，多次与省住建部门沟通加快该
项目房屋竣工备案手续办理，与市住房保障
和房产管理部门协调加快办理该项目“期转
现”手续，协调测绘部门先行出具该项目测绘
成果与搭建楼盘。目前东府嘉和小区已完善
相关竣工验收手续，不动产登记部门已办结
该项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首
次登记，该小区3242户业主已陆续申请办理
不动产权证，650户业主已经拿到了不动产权
证。

历史遗留的相关项目更是要有法可依、
有规可循。在化解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
题中，2023 年 5 月份，西宁市成立了市级化
解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工作领导小组，
明确目标任务，全面开展化解工作。9月份，
房产证办证难被纳入市委市政府“每月一
题”重点督办项目，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负
总责，各市级领导包案推动，常态化下访接
访，及时调度解决瓶颈问题，以上率下、示范
带动。

在政策的支持下，一类问题有了一套解
决方案，减轻了基层的办事压力。截至目前，
西宁市46个小区40489户的不动产登记历史
遗留问题得到了解决，西宁市不动产登记服
务中心也收到了一面面锦旗，对这里的工作
人员来说，“每月一题”让大家有了获得感，曾
经的压力逐步转变为动力。“通过聚合多部门
的力量，有效解决了破解了‘谁都管谁都不
管’的局面，从根源上解决了一批难题。”西宁
市城市运行指挥中心负责人说。

在采访中，多名基层干部表示，“每月一
题”让基层工作者处理群众诉求更顺畅，问题
也不再是“按下葫芦浮起瓢”，“能用自己的辛
勤付出换来群众的获得感，大家成就感倍
增。”

据介绍，“每月一题”工作开展以来，市委
明确一个问题由一个市级部门牵头主责，相
关单位协同配合，形成市、县（区）、街道（乡
镇）共同抓好落实的三级协调联动机制。在
各县区各部门加强整体推进的基础上，全市
上下构建起市委统一领导、市政府抓具体落
实，各牵头单位统筹推进，市委市政府督查部
门持续跟进督查的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工
作推进机制，形成条块结合、上下协同的工作
合力。 （下转A04版）

走在前作表率是省委对西宁各项工
作的总要求，既是使命所系、发展所需、群
众所盼，更是机遇所在、信心所在、动力所
在。

站在新的历史关口，推动西宁各项工
作走在前作表率，就必须从国之大者、省
之大要上看清定位、找准坐标、明确方向，
对扛牢什么责任、如何扛牢责任做到“心
中有数”。

去年以来，市委立足根本长远、坚持
系统统筹，用改革思维谋划和推动工作，
推出一系列务实管用的改革举措，着力破
思想之冰、理念之冰、作风之冰，解发展之

难、民生之难、治理之难。
依托一系列改革举措，系统化机制化

推动走在前作表率的工作体系初步形成，
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中心
城市正在破题，乡村振兴、平安建设、夯实
基层基础、民族团结进步等重点工作扎实
推进；干部能上能下成为常态，见事见人
见思想见作风成为常态，党员干部的责任
意识、服务意识、担当意识不断增强，一批
攻坚克难事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有效解
决。

今日起，本报推出《在现代化新青海
建设上走在前作表率》系列报道，共同回
顾西宁在融入和服务全国全省大局中，以
走在前作表率书写出的时代答卷。

（记者 施翔）

西宁：“每月一题”工作法解基层难题
——西宁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上走在前作表率系列报道之一

开栏的话：

本报讯（记者 樊娅楠）12 月 18 日至
21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石建平率西宁经
济技术开发区、市工信局相关负责同志前
往北京市、深圳市、合肥市、昆山市等地，
深入企业考察调研，面对面宣传推介西宁
发展优势，点对点推进项目合作落地见
效，邀请更多企业家来宁考察交流、投资
兴业、合作共赢，推动产业强链补链延链，
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石建平一行先后考察了东旭集团、中
凯国源（安徽）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江苏中
信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贝特瑞新
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诺德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的生产经营、业
务布局、成果转化、重点项目、产业规划等
情况，围绕光伏、锂电、储能、显示新材料
等产业进行深入交流，洽谈合作事宜，并
见证有关项目签约。

石建平表示，当前西宁正在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
神，加快推进“一个创新基地、三个中心城
市”建设，着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
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迎来重要的战略机
遇期，发展前景广阔、潜力巨大。此次考察
的企业都在各自领域深耕多年，与西宁产
业布局契合度高、关联性强，希望企业充分
发挥资金、技术、人才、市场等优势，找准合
作的切入点、结合点，持续强化互动对接，
加快推动合作走深走实、项目落地见效。
西宁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全力提供
优质、便捷、高效的服务保障，为合作项目
高质量落地、建设、运营创造良好条件，让
企业安心投资、放心创业。

企业家们表达了对西宁投资环境
的认可和对未来发展的期待，表示将依
托西宁资源、能源、气候等优势，集聚自
身资源力量，积极在宁布局新产业项
目，进一步拓展合作广度深度，共同谱
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石建平带队前往北京市深圳市等地招商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