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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年 伊 始 ，万 象 更
新。随着市两会的召开，
西宁再次迎来了充满希
望的开端。这不仅是百
姓热切期盼的盛会，更是
对我们基层工作的一次

全新考验与鞭策。
作为一名基层人大代表及物业工作者，

我目睹了西宁的华丽蝶变。如今的西宁，市
容愈发整洁美观，城市功能不断完善，繁华
气息扑面而来，城市形象得到全方位提升。

这些实实在在的改变，让老百姓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攀升，这是党和政府为
群众办实事的生动写照。

西宁近年来最大的亮点，莫过于老百姓
精神面貌的焕然一新。这得益于市委、市政
府的英明领导，倾力打造的“幸福西宁”品牌
深入人心，让西宁的天更蓝、水更清、人更美。

作为物业工作者，我深感责任重大。我
将以满腔的热情与坚定的决心，把好事办
实、把实事办好，为西宁的建设贡献自己的
一份力量。 （实习记者 措毛）

“‘家门口’的配套设
施更便利，‘送上门’的服
务也更齐全。测血压、中
医把脉针灸、传授保健常
识……现在的社区治理
越来越好，让我们的生活

变得多姿多彩。”这是我入户时听得最多的
话。

作为基层党组织书记，我深刻感受到，
社区已经成为群众心中一个有“温度”、有

“内涵”、有“特色”的“幸福家”。近年来，我
市始终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总目标、总遵循，聚焦破解社区党组织治
理服务难题，坚持以阵地换服务，创新社区
运营模式，探索更多公共空间，配套更多居
民生活所需所盼的服务类应用场景。空间
用起来、服务嵌进去，以更高品质、更可持
续、多方共赢的治理服务之路，让城市社区
幸福家园建设路径更宽、成色更足、底子更
实。 （记者 宁亚琴）

降低文化演出消费
门槛，提高文化惠民演出
的专业性、便捷性和时效
性；用好城乡公共文化服
务设施，用好新技术新媒
介，积极拓宽文化惠民渠

道……西宁深挖文化潜力，让“不一样”的
优质文化产品更好地走进百姓生活，满足
群众文化需求。

作为一名群众文化工作者、亲历者，深

感自豪。近年来，西宁市积极挖掘和传承地
方文化精髓，推动文化创新与发展。丰富多
彩的文化活动、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展示、
现代化的文化设施，免费开放的文化活动场
所，不仅为市民提供了丰富的文化体验空
间，也成为展示西宁文化魅力的重要窗口。
值得一提的是，西宁在文化发展上始终坚守
本土特色，注重挖掘和传承地方文化精髓，
有效推动文化与现代生活的深度融合，提高
了西宁的知名度。 （记者 宁亚琴）

2024年，高原冷凉蔬
菜、供港蔬菜基地加快建
设，全省蔬菜产量达 161
万吨，增长 7.3%，50 万吨
夏菜进入粤港澳大湾区
和长三角地区。西宁市

成为国家冷凉蔬菜黄金种植区。
高原冷凉蔬菜产业的发展不仅丰富了

全国人民的“菜篮子”，更成为西宁市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近年来，西宁市

政府积极响应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大力推进
高原冷凉蔬菜产业的发展。通过引进新品
种、推广先进技术、加强品牌建设等措施，该
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产品种类日益丰富，市
场竞争力显著提升。

西宁高原冷凉蔬菜产业的发展是乡村
振兴战略实施的一个缩影，它不仅体现了地
方政府对农业产业的精准扶持，也展现了高
原地区农业发展的巨大潜力。

（实习记者 措毛）

作为一名市人大代
表，我见证了西宁市在过
去一年里各个领域取得
的突破性发展。

宜居环境，绿色和谐
展新貌。市委市政府秉

持绿色发展理念，大力推进生态修复与环境
治理，漫步在城市街头，处处皆是绿意盎然
的景象，河水清澈，城市绿化覆盖率大幅提
升，构建起了“城在绿中、人在景中”的生态
格局。

民生提质，幸福指数节节高。教育、
医疗等民生保障越来越好，老百姓的日子
越过越安心，就业政策持续优化，新增就
业人数逐年递增，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

文化繁荣，古今交融韵味浓。城市深厚
的历史文化底蕴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
古老的历史街区得到精心修缮，传统建筑与
民俗文化得以原汁原味地保存，各类文化场
馆、艺术中心拔地而起，丰富多彩的文化活
动长年不断。 （记者 徐顺凯）

作为一名来自街道
的基层代表，日常工作
千头万绪，但都紧密围
绕着居民的生活需求展
开。2024 年，我们积极
整合各类资源，成功建

立了社区日间照料中心，为老人提供生活
照料、康复护理以及文化娱乐等一站式服
务。看到老人们于此结交好友，安享多姿
多彩的晚年时光，我由衷地感到喜悦。我
们全力推进老旧小区改造，让老旧小区焕

然一新。在推动就业创业服务上，我们搭
建了就业信息平台，组织各类技能培训，
帮助失业人员重新找到了人生方向。当
看到居民凭借在培训中学到的技能，找到
满意的工作，开启新生活，我的内心充满
了成就感。

在街道的工作经历，使我深刻领悟到个
人的幸福感与街道的发展、居民生活的改善
息息相关。我定会继续坚守岗位，为街道的
发展贡献力量，在服务居民的道路上，收获
更多的温暖与幸福。 （记者 李晓娟）

作为医疗行业人大
代表，我深切感受到西宁
医疗便民服务的显著提
升。在医疗资源布局上，
西宁大力推进医院新建
扩建工程，不断完善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建设。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不仅配备了先进的检验设备，还定期邀请专
家坐诊，让许多常见疾病在“家门口”就能得
到有效治疗，基本医疗服务触手可及，极大

地方便了市民。就医流程方面，借助互联网
技术，各大医院纷纷推行线上挂号、缴费等
服务，百姓只需动动手指，就能用手机完成
操作，实现“数据多跑路，百姓少跑腿”，就医
更加便捷高效。同时，西宁积极引进高层次
医疗人才，加大本地医护人员培训力度，壮
大了医疗人才队伍，本地解决疑难杂症的能
力显著增强，患者无需再远赴外地求医，经
济负担减轻的同时，还能在熟悉的环境中安
心治疗。 （记者 悠然）

过去的一年，面对复杂
多变的外部环境和挑战，市
委市政府保持战略定力，立
足生态文明高地、产业“四
地”建设中的“一个创新基
地、三个中心城市”定位，扎

实推进各项工作，区域经济发展、全面深化改
革、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工作稳步推进，取
得成绩令人称赞，城市发展品位持续提升，充
分体现了市委、市政府立足当前、规划长远的

战略眼光，凸显了执政为民的民生情怀。
作为政协委员，我将积极融入中心工作，

持续关注民生问题，按照懂政协、会协商、善
议政的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
参加大会，今年将继续关注文化教育、社会心
理建设、残疾人事业等问题，提出意见建议，
积极履行政协委员职责。相信本次大会一定
能够凝聚各方力量，汇聚各界智慧，谋划好
未来一年我市的各项工作，美好生活又将翻
开崭新的一页，值得期盼！ （记者 徐顺凯）

作为基层医疗工作
者，我深切感受到过去一
年西宁卫生健康战线的
奋进。西宁通过系列“小
举措”构建“大卫生”“大
健康”格局，极大提升了

群众的就医获得感。
西宁创新打造“一转变三拓展一传

承”的家庭医生签约模式，做实“三家服
务”品牌，居民满意度达 85%。821 个家庭
医生服务团队深入小区提供诊疗，推动基

层医疗资源升级，优质资源下沉，常住居
民签约率达 69.59%，走在全国前列，彰显
为民初心。

新的一年，我们将积极开展“改善就医
感受，提升患者体验”活动，把“以病人为中
心”融入医疗各环节。响应人口老龄化战
略，持续建设老年友善医疗机构，保障“一老
一小”服务供给。紧扣“医疗质量与安全”，
提升职业素养，奋力打造“群众满意、政府放
心、社会认可”的现代化医院，让看病更便
捷、舒适、安全。 （记者 悠然）

代表委员带来的好消息
医疗服务“加码”百姓看病“减负”

市人大代表、西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 张珺

物业一线见证西宁新风貌
市人大代表、西宁景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经理 孙辉

社区成为居民的幸福家园
市人大代表、城北区朝阳街道朝阳西路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冯洁

民生提质，幸福指数节节高
市人大代表、城东区乐家湾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毛俊清

在为民服务中收获幸福
市人大代表、城中区南川西路街道办事处公共服务办公室主任 王辉

深挖文化潜力，让西宁“不一样”
市政协委员、市文化馆业务综合处主任 清木措

美好生活又将翻开崭新一页
市政协委员、民盟青海省委宣传部干部 赵明

走在全国前列 彰显为民初心
市政协委员、青海仁济医院董事长 甘雨灵

为西宁高原冷凉蔬菜产业点个赞
市政协委员、大通县蔬菜技术服务中心副主任 郭国寿

2024年，我深切感受
到我市医疗卫生领域有
着三大变化：一是方向之
变，群众从往外跑到在家
门口看病。我们通过健
全分级诊疗体系，管理、

专家、技术、服务“四下沉”，提升了基层医疗
服务能力，截至去年年底，大通县3家县级
医院上转患者明显减少，下转患者比 2023
年上升，县域内就诊率、县域内住院量及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人次数均上升。二是
观念之变，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
心。我们通过多角度、立体化的健康宣教，
实施“优质服务基层行”活动和社区、乡镇卫

生院的建设，开展健康监测和健康知识普
及、家庭医生签约实现电子化等，公共卫生
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既促进了个人健康意识
的觉醒，更促进了整个社会健康观念的升
级。三是品质之变，从常规化到品牌化。除
了做好常规工作，我们积极在“走在前作表
率”上下功夫，大通县人民医院成功入选全
国首批癌症早筛中心试点医院，全县卫生健
康的品牌化、特色化日益彰显。

从群众对健康重视程度的变化中我就
能意识到我市医疗卫生领域的发展，今后，
我将继续做好本职工作，在即将召开的市两
会上，积极建言献策，为推动西宁高质量发
展贡献一份力量。 （记者 李晓娟）

群众小变化 医疗服务大进步
市政协委员、大通县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 杨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