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省30名药品安全社会监督员受聘上岗

1801万人次！去年青藏铁路发送旅客创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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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新气象，2025年首日，西宁市民迎来了一份特别
的新年礼物——东关大街（南小街至花园南北街）、夏都
大街（湟中路至康西一路）、长江路（七一路至报社桥）、南
山路（劳动路至翠南路）四条道路管网改造提前完成，道
路恢复通车。

行至东关大街，焕然一新的柏油路面在暖阳下泛着
微光，车辆川流不息；南山路上，公交车、出租车、私家车
平稳而快速地驶过，行人的脚步轻快从容，道路两旁的商
户们也因这通畅的交通，脸上挂满了舒心的笑容。与此
同时，长江路、夏都大街同样车水马龙，秩序井然，四条管
网改造道路提前通车，犹如四条崭新的“动脉”为城市注
入活力，极大地提升了交通效率，让市民的新年出行全面

“提速”。
四条道路提前通车的背后，是市委市政府对民生福

祉的高度重视与坚定守护。市委市政府始终将民生福
祉放在首位，积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城
市建设中“走在前、作表率”，将市民的需求放在首位，着
力提升城市品质，增进民生福祉，让市民真切地触摸到
城市发展的脉搏，感受到生活环境的日益改善。而市城
乡建设局则是这一民生工程的坚定执行者，他们以提升
城市安全韧性为使命，积极响应号召，攻坚克难，全力以
赴解决长期困扰市民的管网老化问题，在城市建设的舞
台上展现担当与作为，让市民切实享受到城市进步带来
的实惠。

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四条道路均提前通车四条道路均提前通车

地下管网作为城市的“隐形脉络”，虽不为人所见，却
与城市的正常运转和居民的生活质量紧密相连。东关大
街、南山路等路段因岁月的侵蚀，地下管网老化严重，每
逢雨季，内涝频发，给市民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城市的
发展也因此受阻。在此背景下，地下老旧排水管网的升
级改造势在必行，成为城市建设的关键一环。

在市城乡建设局的不懈努力下，多个管网改造项目频
频传来捷报：夏都大街老旧排水管网改造项目（湟中路至
康西一路段）于1月1日圆满完工，比预定计划提前4天，道
路全线恢复畅通，为市民的出行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东关
大街燃气管网提升改造项目（南小街至花园南北街段）在
2024年12月28日顺利通车，提前3天通车，周边居民在元
旦佳节畅享出行的便捷；长江路燃气管网改造工程（七一
路至报社桥段）于1月1日完美收官，进一步优化了城市的
燃气管网布局，为城市的能源供应提供了坚实保障；南山
路燃气管网改造项目（劳动路至翠南路段）在2024年12月
27日提前5天完成，让市民在新年期间的出行更加高效无
忧。这一系列项目的提前通车运行，凝聚着建设者们的辛
勤汗水与智慧，是他们为市民献上的最诚挚新年贺礼。

百姓心声百姓心声：：道路通了道路通了 心情更舒畅心情更舒畅

“为了让我们在新年能顺利出行，施工队加班加点，
太不容易了！”泰宁花园小区居民陈女士说。“为提前保质
保量完工，我们采取24小时两班倒作业，把噪音大的活
儿都安排在白天，晚上干管道安装、管沟回填等安静的活
儿，为保证冬季施工质量，混凝土原材料都添加了防冻
剂、早强剂，管沟也采取了覆盖、加热等措施。”夏都大街
老旧排水管网改造项目负责人崔鹏昊介绍道。正是这样
的精心安排与科学施工，确保了工程的顺利推进和高质
量交付。

新年之际，市民们纷纷走出家门，感受城市的华丽转
身。家住长江路附近的市民难掩激动之情：“元旦出门，
看到家门口的路焕然一新，心情一下子就舒畅了，这就是
我们收到的最好新年礼物！”出租车司机们也纷纷点赞：

“这几年西宁的路越来越宽，规划越来越合理，管网改造
虽然短期内会有不便，但长远来看是实实在在的大好事，
我们肯定全力支持！”市民们的声声赞誉，是对城市建设
者们辛勤付出的最高褒奖，也是对西宁城市更新工程的
由衷认可，更彰显出民生工程的温暖力量。

科学施工科学施工，，智慧城建促发展智慧城建促发展

改造城市主干道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交通组织
与施工组织的复杂性超乎想象。然而，市城乡建设局迎
难而上，将全生命周期理念贯穿于城市建设管理的每一
个细节，充分运用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的手段，从细微
处入手破解区域拥堵难题，致力于打造一个更加健康、畅
通、宜居的城市环境。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市城乡建设局精心编制交通组
织方案，巧妙克服施工作业面狭窄、管线迁改复杂等重重
困难，不断优化施工工艺，确保科学规划、合理统筹、协同
推进，有效杜绝了“围而不建”“围而慢建”等现象的发
生。面对东关大街等路段交通压力巨大、管线错综复杂、
涉及范围广泛等棘手问题，他们采取分段分幅、错时错
峰、24小时连续作业等创新举措，实现了“施工一段、开放
一段”的目标，为市民创造了安全、有序的出行条件。同
时，通过老旧管网的升级改造，不仅显著扩大了管道容
量，增强了周边区域的排水能力，有效治理了管道渗漏问
题，保护了珍贵的地下水资源，还对沿线雨水口进行了合
理优化，成功消除了潜在的内涝隐患，切实提升了城市的
安全韧性与可持续发展能力，为西宁的发展奠定了坚实
基础。 （记者 刘瑜）

四条道路提前通车市民乐享畅行
本报讯（记者 张弘靓）1月2日，西宁

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市政
府副市长吉辉介绍《西宁市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2021—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
的相关情况。

《规划》是西宁市首部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对西宁市国土空间作出全局性安
排，是西宁市面向2035年可持续发展的空
间蓝图，是各类国土空间保护、开发、利用、
修复的政策和总纲。

2024年12月23日，《规划》正式获得
国务院批复，按照国家统一部署，此次编
制的《规划》结合西宁实际，以国家重大战
略、省委省政府和西宁市委市政府的部署
为导向，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的支撑保障作
用，反映了西宁发展的新特征、新要求。

《规划》在全国“多规合一”改革决策
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了主体功能区战略

定位、城乡规划布局优化、土地利用规划
管控政策的有机融合，实现了“一张蓝图”
谋发展。

《规划》坚持了以人民为中心，以满足
全省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导向，
进一步发挥省会城市辐射带动效应，应对
就业、住房、养老、医疗、教育、休闲、消费等
需求的多样化趋势，不断补齐公共服务短
板，完善城市功能布局，为增进民生福祉、
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空间保障。

《规划》紧紧围绕“一个创新基地、三
个中心城市”的发展要求，充分发挥规划
的引领作用，汇聚优势产业集群，保障产
业发展空间的拓展，深入挖掘河湟文化价
值，保障旅游发展所需空间，着力为打造
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和实现更高质量的
发展筑牢坚实基础。

《规划》明确西宁的城市性质和核心

功能定位，确定西宁是青海省省会、西北
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全国性综合交通枢
纽城市。明确了自然灾害风险重点防控
区域，划定洪涝等风险控制线以及绿地系
统线、水体保护线、历史文化保护线和基
础设施建设控制线。

《规划》立足于西宁特有的自然地理环
境与城乡空间布局，构建了“一核两轴、两屏
三区”的国土空间总体格局。提升中心城
区服务能级，进一步推动南川、北川、东川等
重点片区产城融合发展，构建“山水交融、
双心引领、环状组团”的空间结构。筑牢达
坂山、日月山、拉脊山生态屏障，加强湟水、
北川河、南川河及其支流的水污染防治，
保护好西堡生态森林公园，持续巩固“一
芯、两屏、三廊道”的生态保护格局。拓展
高原特色农牧业生产空间，发展绿色有机
农牧业，保障现代都市农业空间需求。

本报讯（记者 张弘靓）记者从《西宁市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规划》始终坚持“人民城市
为人民，人民城市人民建”的重要理念，在
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和增进民生福祉方面，
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打造有温度的
城市空间、建设河湟风韵的和美乡村。

以“完善体系、增加数量、提高品质、
均衡布局、弹性预留”为原则，优化公共
服务设施布局，不断完善“市级—区级—
社区级”三级公共服务设施体系。聚焦
优良人居环境建设，完善全年龄友好的
社区公共服务，优化生活圈布局，加快建

设宜居社区，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舒
心。同时，优化职住平衡的生活空间布
局，重点在城市交通和就业便利地区布
局保障性住房，促进产业与城市空间整
合，形成功能复合的产业社区。

构建多级城市公园体系，优先补充
湟水、南北川河两侧、主城核心区的公园
绿地；结合十五分钟生活圈，完善社区级
公园建设；以“见缝插针”的方式增加口
袋公园，实现“300米见绿，500米见园”。
建立以快速公交为骨架、以常规地面公
交为主体、以特色公交为补充的公共交
通体系，满足乘客多样化出行需求。依

托绿地与开敞空间、河湖水系、自然和人
文资源，构建覆盖市域的市、区、社区三
级绿道系统，完善安全通达的骑行网络
和舒适便捷的步行活动区域，提高慢行
网络的连续性和可达性，为市民运动、休
闲、健身等提供舒适安全的活动场所。

以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为目标，根据不
同类型村庄管控要求，分类引导村庄发
展，优化村庄布局、乡村产业布局，实现村
庄差异化发展。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依据乡村生态格局、自然肌理、乡土风情
等，实施乡村生态保护与修复，塑造富有
地域特色及乡野气息的乡村风貌。

西宁市首部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获批
构建“一核两轴、两屏三区”国土空间总格局

本报讯（记者 徐顺凯）2024年12月
31日，青海省药品安全社会监督员聘用
仪式举行，这是青海为强化药品安全监
管，建立社会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的又
一务实举措。

此次受聘的 30 名社会监督员涵盖
省、市、县三级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新闻媒体、行业协会、医疗机构、药品
生产经营单位、街道社区等各领域。他
们上岗后将承担药品安全法律法规宣
传、社会义务监督、问题线索反映、建言
献策等职责，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依

托职业优势，凝聚行业合力，“政企民”三
方共建，完善监督体系，开启药品安全社
会监督新模式，有力推动我省药品安全
监管工作推深走实。

省药品监管局党组提出三方面工作
要求：一要深刻认识做好药品安全社会监
督员的重要意义。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

“源头活水”，社会监督员要提高政治自觉，
认真履行监督、评价、建言献策等相关职
责，积极为药品安全环境“揭短”“挑刺”；二
要苦练内功履行好药品安全社会监督员
职责。忠于职守，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做

到真履职、敢监督，当好药品监管的“监督
员”；勤沟通、多建言，当好群众和政府之间
的“联络员”；多普法、解疑惑，当好药品法
律法规的“宣传员”；三要合理有度提升药
品安全监督工作质效。全省上下、各级各
部门牢固树立“一盘棋”意识，全力支持监
督员履职尽责，健全监督工作机制，以解
难题、办实事的成效扎实推进药品安全监
管工作再上新台阶。希望受聘的社会监
督员高度重视，认真学习，在今后的工作
中发挥好职能、担负起责任，在新的岗位、
新的平台上作出新的贡献。

增加口袋公园，实现“300米见绿，500米见园”

本报讯（记者 一丁 通讯员 袁昌玲）
刚刚过去的2024年铁路部门捷报频传，
记者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获
悉，2024年该公司共发送旅客1801万人
次，超过2018年历史最高纪录1655.6万
人次，创历史新高。

数据显示，青藏集团公司2024年累
计开行临客 2131 趟，春运、暑运分别发
送旅客 195.87 万人次、451.4 万人次，同
比分别增加108.43%、增幅3.34%。其中
10月1日发送旅客9.88万人次，创青藏
集团公司单日旅客发送历史新高，取得
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应。目前西
宁开往全国各地的旅客列车已直达 28
个省会城市，通达率达到90.3%。

去年以来青藏集团公司主动适应
人员流动加速市场需求，不断深化运输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精心组织旅客运
输，科学优化客运产品供给，主动适应
全路调图工作部署要求，在“G”字头列
车零突破的基础上，增开了西宁至武汉
高速动车组列车，增加了西宁至昆明始
发普速列车和乌鲁木齐至鹰潭、南通、
峨眉等方向途经普速列车，形成了集高
速铁路、普速铁路于一体的高品质快速
高原铁路交通网络和覆盖“G”字头到

“K”字头的全谱系运力结构；春运、暑
运、节日期间，青藏集团公司采取图定
客车满图、满轴开行，组织动车重联，普
速加挂车辆，增开重点方向普速临客和

高峰线动车等方式增加运力；为服务青
藏两省区经济社会发展，青藏集团公司
还持续开好西宁至马海公益性慢火车，
重点做好青藏铁路沱沱站旅客乘降服
务工作，并于 2024 年 12 月 27 日首次在
海拔 4611 米的不冻泉火车站开办旅客
乘降业务，最大限度助力沿线群众顺利
出行，有效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此外，
随着“银发经济”动能在消费市场的日
渐凸显，青藏集团公司还在 2024 年相
继开行了新疆、甘肃、西藏、香港、澳门
等方向旅游专列 58 趟，发送旅客 1.8 万
余人次，其中“银发”游客1.3万余人次，
这为“铁路+文旅”融合发展增添了新
动能。

1月1日，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
接听群众来电诉求584件次，网民留言
36 件（西宁 12345 微信公众号 33 件、青
海12345政务服务网站3件），直接办理
236件，转交责任单位办理348件，回访
117件。

热点问题：
1. 物业服务 61 件，无集中反映问

题，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已及时联
系相应县区政府核实处理。

2. 消费维权 37 件，无集中反映问
题，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已及时联
系相应县区政府核实处理。

3. 噪音问题 27 件，无集中反映问
题，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已及时联
系相应县区政府核实处理。

西宁市党建引领“有诉必应马上办”机制创新工作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