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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实习记者 文月婷）为了
以更高标准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西宁市始终坚持精准、科学、
依法治污，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
强和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实现天更
蓝、水更绿、空气更清新的美好愿景。

近年来，西宁市在大气治理方面
精准施策、靶向治理。通过“减煤、控
车、抑尘、治企”协同发力，开展大气
污染防治强化督查百日攻坚专项行
动，探索秸秆焚烧人防+技防的智能
化监管模式，深入推进煤烟型污染防
治。健全完善空气质量五级网格化
监管体系，推进西宁—海东一体化大
气联防联控，不断提升区域大气治理
水平。稳步推进清洁能源有效替代，

积极争取水泥、焦化、钢铁等行业技
改资金1.2亿元，推动百河铝业等重
点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淘汰745辆老
旧柴油货车、更新 430 辆 CNG 新能
源公交车、煤改气 5460 户、改造 288
蒸吨低氮锅炉，空气质量优良率连续
3年达到92%以上。

在水环境治理方面，西宁市坚持
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要素系统治
理。对湟水河进行了全面的体检监
测、专项检查和常态化涉水企业驻场
督导、夜查巡河。通过完成湟水重点
水系水生态环境精细化管理建设工
程，创新入河排口“一图一表一账”精
细化治理模式，实现了入河排口的精
准治理。目前，全市 13 个国省控断

面水质均达到或优于Ⅲ类，县级以上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稳
定达到 100%，湟水河水环境系统治
理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此外，西宁市协同发力，筑牢生
态屏障，注重土壤安全管控和无废城
市深化联动推进，通过开展土壤污染
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完成了 25 条国
家监管水体治理，重点建设用地安全
利用率稳定达到100%、农村黑臭水体
消除比例达到100%。在生物多样性
保护方面，西宁市持续开展“绿盾”自
然保护地强化监督行动，并深化“无废
城市”建设成果，规范有害生活垃圾分
类收运处置，建成了 454 个“无废细
胞”，有效降低了生态安全风险。

本报讯（记者 小蕊）1 月 20 日，
青海省2025年商务领域消费品以旧
换新补贴申领平台“以旧换新 青亲
U惠”在银联云闪付APP正式上线，
与全国同步拉开2025年商务领域消
费品以旧换新工作帷幕，平台上线首
日即有20人次提交申请。

据悉，2024年全省商务领域消费
品以旧换新工作依托“以旧换新 青
亲 U 惠”补贴平台累计收到申请
331328人次，审核通过329026人次，
预计发放资金 15 亿元以上，撬动消
费超130亿元，有效助力全省社会经
济回暖向好发展。

今年，省商务厅会同省内相关部
门提前研究、靠前部署，充分总结

2024年工作经验，全面升级改造并焕
新推出2025年商务领域消费品以旧
换新申领平台。通过进一步优化建
强“青亲U惠”公共消费促进品牌，创
新升级页面版本，新增 N 种智能家
电、3C数码产品、35种家居消费品补
贴品类，板块分区更加科学合理，功
能操作更加舒适便捷；匹配消费体验
升级需求，新增内嵌式在线客服功
能，创新开展固定问题快速回复、其
他问题留言回复，全面提升回应群众
咨询办事效率。

同时，整合各市州县区政府消费

促进活动的同时，同步引入西北家
电、华为手机、中国移动、交电大楼等
重点活动参与企业，融合各方个性化
消费品牌资源，叠加活动优惠力度，
引入京东、苏宁易购、懂车帝等线上
企业，便利群众更好参与以旧换新活
动。此外，根据国家消费品以旧换新
工作要求，研发上新3C产品门店信
息及SN码强制校验、普通家电69码
自动识别系统，取消家电补贴扫二维
码填报资料等前置程序，全面优化商
户报名流程，系统自动归集整理参与
活动企业信息，全面提升服务质量。

本报讯（记者 一丁）春节临近，给家里备些年货成了市民的
“规定动作”。农贸市场、超市商店、步行街内人头攒动，一派热闹
景象。您是否留意到，购物时物品价格标签是否规范？计量衡具
有无“作弊”？购买的商品尤其是食品是否安全？为确保市民度过
一个安全有序的春节，节前记者跟随西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
人员来到青藏高原农副产品集散中心，就明码标价、计量衡具、食
品安全方面进行检查。

走进青藏高原农副产品集散中心，处处可见繁忙景象，市场内
水产区、蔬菜区、粮油区摆满了琳琅满目的货物，商户们张罗着生
意一刻不得闲、进货商们来来回回忙着搬货、顾客们边走边买热情
高涨，购销氛围热烈。市场内的广播里循环播放着对商户们的提
醒事项，包括明码标价、不哄抬价格等。市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迅
速行动，穿梭于各个摊位间，他们各司其职，有的查看商户进货台
账、有的使用砝码核对计量衡具、有的仔细研究食品包装盒内容，
检查工作对老百姓生活必备的蔬菜、肉类、水果、粮油等全部覆
盖。价格检查是此次行动的重点，价监科执法人员仔细查看价格
标签，全面掌握各类商品价格走势，检查中大部分商户都能做到明
码标价，但个别商户售卖的商品在标注价格时有些模糊，未清楚地
标明批发零售价格，对此，执法人员当场提醒商户，务必严格遵守
价格法律法规，重新标明公示价格，以便消费者能够清楚地掌握各
类商品价格。在食品安全检查方面，食品经营科重点查验销售商
品的生产日期、保质期、配方等内容，并要求商家必须严格落实食
品安全主体责任，加强日常自查自纠，保证食品储存、加工和销售
环节的卫生条件达标，全力守护市民“舌尖上的安全”。下一步，全
市市场监管系统将加大节前巡查频次与力度，密切关注商品价格
动态和供应情况，为市民打造一个安全、有序、放心的购物环境，让
市民在节日期间能够安心购物、舒心过节。

本报讯（记者 李静）1 月 20 日，
记者从青海省统计局获悉，2024 年
末，全省常住人口 593 万人，比 2023
年末减少1万人。

省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
年全省出生人口6.0万人，人口出生
率为 10.11‰；全年死亡人口 4.4 万
人，人口死亡率为 7.41‰；人口自然
增长率为2.70‰。

从城乡构成看，全省城镇常住人
口379万人，比上年末增加6万人，乡
村常住人口 214 万人，减少 7 万人。
城镇人口占全省常住人口比重（城镇
化率）63.86%，比上年末提高 1.06 个
百分点。

从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看，青海省
常住人口总体保持稳定。2020年第七
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省常住

人口593万人，2021年和2022年全省
常住人口分别较上年增加1万人，青
海省常住人口自2023年起首次呈现
负增长态势，2023 年和 2024 年分别
较上年减少 1 万人，2024 年末为 593
万人，与2020年持平。四年来，青海
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 4.31‰、
3.37‰、1.68‰和2.70‰，青海省常住
人口自然增长率高于全国水平。

本报讯（记者 宁亚琴）观非遗、
享民俗、游民乐……连日来，全省各
地基层文联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惠
民活动，精心推出“文化大餐”，近百
场精彩纷呈的文化文艺活动将不断
陆续“上新”，让基层群众在浓浓的文
化氛围中，迎接乙巳蛇年。

西宁市湟中区文联、湟中区书协
组织开展多场“迎新春书法志愿服务
进乡村”活动，志愿者们走进乡
村、街道、园区、单位等，为当地
群众、游客写春联，送“福”字，

用书法表达祝福，为大家送去“文
化年货”。由玉树州文联主办的“祥
蛇贺岁 福满玉树”——玉树文艺界
2025年藏历新年文艺晚会在玉树录
制完成，将于藏历新年期间在多个
平台播放，为广大市民朋友呈现一
场喜庆、热烈、欢乐的文艺盛宴。
录制现场，各类文艺节目精彩纷
呈，来自玉树民间的“折嘎”说
唱、谚语艺术、宴席说唱等玉树民
间口头艺术的集中展示是本次晚会
的一大看点。另外，诗歌朗诵和现

场书法创作为本场晚会增添了一抹
浓郁的文艺风。奏时代交响·颂盛
世华章——海东市2025年迎新交响
音乐会在海东市委党校奏响，海东市
文联用一场音乐盛宴喜迎2025年的
到来。《红旗颂》《我爱你，中国》《我的
海东我的家》《河湟欢歌》《扎西与卓
玛》《我的祖国》等乐曲相继奏响，将
音乐会的气氛一次次推向高潮。黄
南州文联组织各文艺志愿服务队在
同仁市、河南县、尖扎县各乡镇、
社区、机关、军营、企业等地开展
以“金蛇迎新春 祝福进万家”为主
题的2025年度书春联、赠图书、送
祝福文艺“五进”志愿服务系列活
动。同时，恭贺新春——迎新春文
艺作品网络展也持续在网上展出，
为新年注入浓浓的文艺气息。海北
州文联组织州书法美术家协会会员
赴西海镇城西社区开展“翰墨飘香迎
新春 爱心慰问送祝福”送春联下基
层活动，现场书写春联福字，赠送图
书，得到了社区居民的好评。

联合检查联合检查
保障节前农贸市场安全有序

2024年末我省常住人口为593万人

热闹过大年！近百场活动进基层添年味儿

分类施治，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正式上线！消费者可以提交2025年以旧换新补贴申请了

推动商务高质量发展推动商务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王琼）我市出台爱老幸福食堂服务标准指引！1
月21日，记者从市民政局获悉，近日，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
市场监管局联合印发《西宁市爱老幸福食堂可持续发展服务标准
工作指引》，明确“政府扶持、市场化运营，工艺导向、精准化
服务，平台管理、信息化支撑”长效运营原则，从准入退出、申
请确认变更流程、设施布局、助餐服务、服务监管、政策支持等
方面进行了优化，持续提升规范化、集约化水平，守护老年人的
幸福晚年。

建立准入退出机制
规范运营主体资质，在市场准入方面，严格落实《食品经营

许可管理实施办法》相关要求，承接主体必须具备独立法人资
格、具备《食品经营许可证》以及相应资质的服务人员队伍。在
市场退出方面，明确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擅自关停和转租、有违
法失信记录且在惩戒期内等情形的纳入黑名单。

优化补贴奖励标准
加大运营扶持力度，建立“个人出一点、企业让一点、政府

补一点、集体添一点、社会捐一点”的多元筹资机制；实施就餐
分类补贴，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对享受助餐服务的老年人给予差异
化补贴。用足用好老年助餐奖补资金。扩大市级助餐补贴范围，
首次将农村老年人纳入助餐补贴范围，同时优化奖补形式，将运营
补贴纳入市局财政预算，对配餐量靠前的中央厨房按照1元/人次
的标准拨付运营补贴（奖补中央厨房个数不超过全市总量的
50%）。逐步推动跨区享受补贴，通过智能结算方式解决因“人户
分离”导致跨区不能享受补贴问题，实现助餐补贴跨区共享。

加大助餐服务力度
鼓励幸福食堂增加助餐服务次数，从目前的每日一餐增加到

早、中、晚三餐。在满足老年人用餐需求的前提下，可扩大助餐范
围，以错时用餐、差别定价的方式向社会开放。老年人餐食配置应
符合其身体状况与营养需求，温度适宜、清淡、软糯、可口。在确保
食品安全的基础上，鼓励“爱老幸福食堂”以现场加工的方式提供
面食。爱老幸福食堂内必须设置爱老用餐专区供老年人用餐，在
用餐时段内不得占用。鼓励“中央厨房”集约化、规模化、连锁化运
营，在保证餐食质量的前提下可跨区域为爱老幸福食堂配餐。

加强质量安全监管
规范服务供给，制定老年助餐服务规范；提升智能管理服务水

平，依托“金民工程”“西宁市养老服务信息平台”等管理平台，完善
老年助餐服务信息管理功能，实现供需精准匹配，精准对接老年助
餐服务多元供给资源；培育优质服务品牌，支持连锁化运营、推广
集中供餐模式。压实各方责任，加强属地管理、落实食品安全责任
制，共同做好助餐场所房屋安全、食品安全、人身安全、运营安全、
服务安全、燃气安全、消防安全等管理监督工作。加强社会监督，
大力推进“明厨亮灶”建设。

下一步，市民政局将持续优化养老助餐服务，扩大养老服务供
给，提高助餐服务覆盖面，满足老年人生活的便利性和多样性需
求，努力用一餐饭的暖心温度守护老年人“舌尖上的幸福”，全力托
起老年人美好的晚年生活，为老年群体幸福“加码”。

西宁推进老年人助餐服务又有大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