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是西宁市创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市的“两年见
成效”之年。

这一年，我们聚焦凝心铸魂，全面推进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这一年，我们聚焦团结进步，切实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这一年，
我们聚焦共同富裕，全力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年，
我们有形、有感、有效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市创建工作，
打造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好样板，当好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排头
兵。 （记者 顺凯）

西宁市把社区作为推动民族团结
进步工作的主阵地，以拓展“石榴籽
家园”建设新路径为抓手，截至目
前，累计评选 67 家市级和 167 家县
（区） 级社区“石榴籽家园”，推动石
榴籽家园品牌向更广领域延伸、更大
范围覆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

聚焦党建引领，持续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
社区“石榴籽家园”建设工作全过
程，深化“党建+”示范引领，拓展

基层党建引领下的创建新模式，充分
发挥社区“民族事务服务中心”等平
台作用，积极探索构建“社区党委引
领、楼院 （栋） 长协作、党员表率带
动、各民族积极参与”的“团结、互
帮、共进”新型社区“石榴籽家园”，
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有
机融入基层党组织建设，着力构建

“党建+社区石榴籽家园”建设工作格
局，不断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工作基层堡垒。

聚焦共融导向，搭建交往交流交

融“大舞台”。以社区“石榴籽家园”
服务平台、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所）
为载体，以“创建日”“民族团结进步
宣传月”、中华民族传统节日为抓手，
打造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组建“爱晚
风采秧歌队”等千余支文化小分队，
依托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每年开展各
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主题系列文艺展
演活动近万场次，不断深化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以传统文
化浸润各族群众共有精神家园。

（记者 徐顺凯）

不用路边蹲就有活找人，告别昔日
的“马路市场”，一改挨冷受冻的被动
求职境况，10 个零工市场与 2 个零工
驿站宛如拼图游戏里的关键碎片，巧
妙散落于西宁的大街小巷、角角落落，
让每一位来此拼搏的打工人都能安心
逐梦，稳稳扎根。

零工的“小事”也是民生的“大
事”。说起西宁零工市场的变化，来自
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的务工者胡师
傅感触颇深：“以前找活儿那叫一个费
劲，看到有雇主过来大家便蜂拥而至，

唯恐慢一点抢不到活儿，现在有了‘零
工驿站’，为我们提供了更好的就业环
境、更多的就业机会，工资权益有了保
障，干活浑身都是劲。”

实打实把零工群体的事儿放在心
上，我市结合公共就业服务示范项目，
实施零工市场（驿站）“全域覆盖”行动，
从大规模布局到精细化服务，再到长远
谋划，一步步将零工就业的土壤培育得
愈发肥沃。

县区里，人社工作者们鼓足干劲，
一心要锻造出专业硬核的“就业助推神

器”；乡镇（街道）中，闲置多时、无人问津
的旮旯角落旧貌换新颜，蜕变成为温馨
宜人的零工驿站；社区内，“家门口”的
便民小站巧妙融合线上线下双重优势，
将就业机会精准送达每位务工者手中。

零工聚集在哪里，市场（驿站）就建
设到哪里，服务就保障到哪里，真正打
造便民利民、为民助民、惠民富民的“强
磁场”，确保零工“进得来、留得下，有活
干、能挣钱”，西宁这片热土处处皆成梦
想的丰饶沃土，就业的蓬勃活力满溢全
城！ （记者 樊娅楠）

2024年9月25日，西宁市城西区以“打造青藏高
原AI算力底座，创新驱动AI生态产业聚集和数字经
济高质量发展”之实践，摘得2024世界智慧城市产业
与经济大奖，全国仅有三个城市斩获该奖项，城西区
是其中之一，也是西北地区首个获此殊荣的城区。

作为全球智慧城市领域的最高荣誉之一，此次获
奖不仅是对城西区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所取得成就
的肯定，更是对西宁市及整个西北地区智慧城市发展
的鼓舞。

这一荣誉的取得，离不开城西区在推进“数字青
海”建设中的积极作为。近年来，城西区抢抓“东数西
算”国家战略机遇，于2023年11月率先建成并投用了
青藏高原第一座人工智能算力中心——青海昆仑人
工智能算力中心，并与腾讯、百度昆仑芯、青云、中国
联通等达成战略合作，夯实了数字产业和经济发展

“算力底座”，为西宁市乃至整个青藏高原地区的数字
化转型注入了新的动力。

城西区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积极探索与实践，城
市管理、生态环保、森林防火、食品安全、商圈服务、智
慧城管、智慧公安、智慧教育……这些智能化生活场
景的运用为市民带来更加便捷、高效的生活体验。该
区将继续发挥其在AI算力底座建设和数字经济创新
发展方面的优势，推动更多智慧应用场景的落地与实
施，为市民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环境。

（实习记者 文月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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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榴籽家园”开出最美“团结花”

全域覆盖！圆更多零工乐业梦

西北首个西北首个！！
城西区获智慧城市大奖城西区获智慧城市大奖

民生水利全力推进，“放心水”流入千家万户；重
点水利项目建设快马加鞭、水资源利用效率不断提
升、供水水质实现“合格水”向“优质水”升级转变、40
个村5.1万人饮水质量再提升……2024年我市聚焦水
利高质量发展，围绕水资源集约节约、水生态保护修
复、水环境治理、水安全保障等持续发力，为推动西宁
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上走在前作表率提供坚实的水
资源支撑和水安全保障。

大河滩水库项目现场热火朝天，西宁市湟水北岸
海子沟重点小河流综合整治项目、南川河核心区段系
统治理项目等重点项目稳步前行，南川应急水源调控
工程—引水管线工程更是提前20多天试通水成功，为
南川片区蓬勃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水动力。

自西宁荣获国家节水型城市称号以来，我市持续
推进节水战略，大通县北川渠、湟源县湟海渠等现代
化改造项目相继竣工，灌溉面积大幅提升。全市7个
县区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已实现全覆盖，节水型
企业、单位、小区等创建活动如火如荼。

民生水利也在全力推进，通过制水工艺设备、设
施的技术改造和恢复，第七水厂的制水能力大幅提
升，水质实现了从“合格水”向“优质水”的升级转变；
大力实施农村人饮提升改造工程，去年以来，全市巩
固提升了40个村、5.1万人的饮水安全，让农村群众喝
上了干净、放心的水。 （记者 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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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工伤医疗费用在省外医
院就能直接结算，不用来回跑腿报销，
真是太方便了！”去年11月，我市参保职
工许先生通过工伤保险跨省异地联网
结算系统，在北京博爱医院顺利结算工
伤住院医疗费10.85万元。自此，全省
首例工伤保险跨省就医直接结算顺利
完成，标志着西宁工伤保险跨省就医以
直接结算新模式打开工作新局面，这一
结算模式有效解决了工伤职工跨省就
医难、费用垫付高、报销时间长等问题。

去年4月1日，西宁被确定为全国

工伤保险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试点
城市之一，市社保部门主动对接省社保
局，合力优化工伤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
统，组织各县区踊跃参与省级专项培
训，提升业务能力。全方位开展宣传推
广，精准解读人员范围、备案管理、结算
流程等核心要点，并针对异地长期居住
和转外就医职工提供一对一贴心服务。

“我们在承继传统工伤康复服务长
势的同时，大胆革新，深度挖掘门诊康
复灵活、便捷的优势，全力拓展服务范
围，力求构建住院与门诊协同推进的工

伤康复全新模式，充分满足工伤病患多
样化康复需求。”市社保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道。

紧跟工伤康复发展的新形势、新要
求，西宁充分利用省会城市及工伤保险
省级统筹的双重优势，积极向上级部门
争取支持，广泛汲取兄弟省市的先进经
验，精心擘画《西宁市工伤康复重点联
系城市工作行动方案》，为全市工伤康
复服务的持续升级筑牢了根基，工伤职
工所享公共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记者 樊娅楠）

首例完成！工伤异地就医结算更便捷

2024年，西宁入选深化气候适应型
城市建设试点。

据悉，根据试点通知要求，西宁主
要任务是完善城市适应气候变化治理
体系、强化城市气候变化影响和风险评
估、加强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风险监测预
警和应急管理、保障城市交通安全运行
等。

为高质量开展深化气候适应型城
市建设，近年来，市政府先后印发《西宁
市应对极端天气灾害（低温雨雪冰冻）

“五停”工作指引》等一系列政策措施，
修订《重大灾害性天气“叫应”服务标准
和工作流程》，进一步完善“13131”工作
机制和重大灾害性天气“叫应”服务标
准及流程，汛期开展高级别预警信号叫
应，与防汛抗旱、森林防火指挥部建立
全天候实时联动机制。探索路警气企
联动会商及研判模式，在全市新建3套
交通气象站，开展恶劣天气高影响路段
气象监测及精细化气象服务。常态化
开展城市积水、森林防火、沙尘天气服

务，印发年度《西宁市生态气候影响评
价》。联合中国气象局温室气体及碳中
和重点实验室，对西宁市的碳排放和自
然生态系统碳汇量进行了反演评估，为
西宁市的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有力支
撑。同时，市气象局、市生态环境局、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 8 部门联合印发

《西宁市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
实施方案》，加强气候变化综合观测网
络建设，开展生态敏感区气候变化机理
研究。 （记者 宁亚琴）

西宁入选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