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个老小区在破“旧”立新中实现蝶变！
随着西宁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步入收尾

阶段，2024 年全面开工的 156 个小区、22328 套住
房焕发了新生。“决策共谋、发展共建、方案共审、
效果共评”的建设新模式，不仅为改造项目提供了
技术支持和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做法，也讲述了一
个个西宁老旧小区改造的生动故事。

平坦干净的路面，整齐划一的停车位，科学布
点的监控设备，重新粉刷焕然一新的楼栋……西
宁市深入推进老旧小区改造，通过着力补齐配套
设施短板，着力改善居民居住环境，着力完善社区
管理服务，积极探索城市更新模式，将“谋划好、设
计好、统筹好、回应好”的理念融入老旧小区改造
和基层社会治理全过程。

改造过程中，城西区创新提出“群众监理”机
制，破解改造监管难题。通过公开聘请小区业主
代表、社区工作人员等成立监理小组，参与改造质
量监督、决策商定、效果测评等全过程，强化群众
主体地位，实现群众的事群众说了算。这一机制
让群众由“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和“监督者”，取
得了良好成效。

小区居民“唱主角”、改造内容齐商量、群众参
与全程监督等一系列从居民需求出发的好点子，
收获的不止是焕新的居住环境，更是让老旧小区
改造这项惠民工程温暖了更多群众的心。

（记者 李静）

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健全覆
盖城乡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指引下，西
宁市司法局以“顺民意、惠民生、暖民心”
为宗旨，全力打造“15分钟公共法律服务
圈”，努力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
里”。

西宁市司法局依托公共法律服务实
体平台、12348 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平台、

“12348西宁法网”网络平台，按照城区步
行、乡村骑行、偏远山区车行15分钟的标

准，为群众提供律师、公证、司法鉴定等
公共法律服务。目前，全市已建成 1181
个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实现四级全
覆盖，其中有84家律师事务所、5家公证
机构、6 家市属司法鉴定机构，还有众多
调委会、调解员和法律明白人，打造了超
1100 处法治文化阵地。同时，群众通过

“西宁普法”微信公众号或微信小程序，
可找到“15分钟公共法律服务圈”功能板
块，获取线上服务。此外，司法局精心编

印便民手册，线上线下同步发放，为群众
提供精准指引。

自“15分钟公共法律服务圈”建设以
来，成效显著。全市公共法律服务三大
平台提供法律咨询超17万人次，受理法
律援助案件1.2万余件，律师、公证、司法
鉴定等法律服务机构业务量大幅增长，

“西宁评议”系统收到的群众评议满意度
达100%。

（记者 悠然）

观看一场精彩的演出，散场后再去夜市大快
朵颐；约上三五好友，在璀璨夜景里分享心情……
过去一年，西宁的夜晚大放异彩！

大新街夜市是西宁最早、规模最大的夜市；
唐道·637 则以其时尚、新潮的形象著称；新千夜
市被誉为最具本地特色的夜市；豹街则以其独
特的雪豹元素和多彩的民俗文化盛宴吸引了八
方来客……这些夜市广受市民和游客的喜爱，
成为网友推荐的西宁热门打卡地。游客们慕名
前来，既能了解本地风土人情，又能品尝到地道
的青海特色美食。叫卖声、食物香气中，人们的
视觉、嗅觉、听觉等瞬间得到满足，夜市的每条
街都生活感满满，升腾的烟火气让城市夜经济
更加“活”起来。

很多外地游客表示：“白天感受西宁高原古
城的魅力，晚上逛夜市、品美食，从早玩到晚，一
天的行程满满当当。”市民也连连为西宁夜市点
赞：“我家门口就有夜市，非常方便，夜间生活更
有滋味了。”夜间经济网红品牌的火速出圈，丰富
了西宁的夜间消费场景，为西宁城市注入了新的
活力。

如今，夜经济已成为西宁的一张亮丽名片，夜
间经济的蓬勃发展不仅提升了西宁的知名度和美
誉度，还为市民和游客提供了更多元化的消费选
择和文化体验。未来，西宁将继续打造更多具有
特色的夜经济品牌，让西宁的夜晚更加璀璨夺目。

（实习记者 文月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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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阳光洒在公园的湖面上，一
群老年人正在打太极拳，他们动作舒
缓，神态安详，一招一式都展现出对生
活的热爱；傍晚，健身步道上人头攒动，
跑步爱好者们穿着专业的装备，迈着轻
快的步伐，享受着运动带来的快乐；周
末，社区广场上热闹非凡，孩子们在轮
滑场上自由滑行，年轻人在篮球场上挥
洒汗水，一家人一起参加亲子运动会，
欢声笑语回荡在空气中。过去一年，我
市体育事业蓬勃发展，运动热潮席卷城

乡。
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

市始终把体育项目建设作为提升构建
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重
要支撑，认真落实体育用地、财税补贴
等优惠政策，积极争取中央预算内投
资、彩票公益金等资金支持，利用街边
绿地、城市拆迁改造的“金角银边”，加
强体育项目建设，为群众提供举步可就
的运动休闲环境。2024 年完成西门体
育健身圈管网改造和“国球进社区、进

公园”项目，为 151 个老旧小区、2 处体
育公园配建乒乓球运动场地，布点 404
张乒乓球桌。建成 10 处百姓（职工）共
享健身房、10 处健身路径、20 个乡镇灯
光篮球场，城中区综合体育中心、大通
体育公园、6 处小型体育公园和 4 处全
民健身设施补短板项目有序推进。发
放体育电子消费券 100 万元，持续推进
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让“体育健身圈”
成为群众“幸福生活圈”。

（记者 王琼）

我们深知，平安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是每一位市
民看得见、摸得着的安全感。在晨光初照的大街小巷上，每一处安
宁都凝聚着城市管理者的智慧与心血。平安，是这座城市的底色，
也是百姓心中最温暖的守候。

回望过去一年，从深化平安建设提档升级到高站位推动文化
繁荣发展，从护航经济发展到满足人民群众法律服务需求……群
众安居乐业、企业安心发展，社会秩序更好、活力更强，高质量发展
底色更亮、成色更足，处处展现着更高水平平安西宁建设的丰硕成
果。 （记者 宁亚琴）

浓浓烟火气“点亮”夜经济

老旧小区“改”出幸福生活
全力打造“15分钟公共法律服务圈”

“体育健身圈”成为群众“幸福生活圈”

平安是发展的关键基石，也是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来
源。西宁作为稳疆固藏战略要地上的
中心城市，必须扛牢一域稳则全局安
的首位责任，推动更高水平的平安西
宁建设。

回望过去一年，西宁市委按照党中
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紧扣提升
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质效，加强风险源
头防控，强化社会面治安管控，切实增
强应急处突能力，坚决筑牢平安稳定防

线，持续抓好“社会风险隐患排查化解、
社会治安防控、公共安全管理、基层社
会治理”四项重点任务，紧紧抓住责任
落实和基层基础两个核心关键，在做好
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上取得
积极成效，平安西宁建设工作走在全省
前列。

“两抢一盗”案件同比下降 50%，
优化调整 10 个路口交通，矛盾纠纷化
解率达 99.6%，出台若干项便民服务措
施……以丰硕成果亮出鲜明态度。去

年以来，全市公安机关锚定平安建设
“两年成效显现”工作任务，坚决扛牢
职责使命，因地制宜，因势而动。开
辟“三高两新”实践路径，扎实推进
各项专项攻坚行动，推进基层基础、
规范执法、科技赋能、队伍建设等工
作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更高水平
迈进，以一域之安为全省之稳作出积
极贡献，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了
坚实的安全保障。

（记者 宁亚琴）

平安西宁建设工作走在全省前列

西宁机动车保有量突破 100 万辆。
2025年初，这一里程碑式的成就，不仅彰
显了西宁经济社会发展的蓬勃活力，也
见证了这座高原古城在交通出行方面的
巨大变迁。

近年来，随着城市框架的不断拓展
和人口规模的持续增长，市民对机动车
的需求愈发旺盛。面对这一形势，政府
相关部门积极作为，不断优化交通路网
结构，着力提升交通服务水平，为机动车

数量的快速增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从“畅通西宁”行动到“幸福西宁·绿

色交通”战略的实施，西宁已投资655亿
元建成 187 条道路和 17 座桥梁，打通 22
条瓶颈断头路，人均道路面积大幅提升，
市区交通拥堵指数显著下降，连续两年
入选全国十大缓解拥堵城市。

在机动车保有量快速增长的同时，西
宁积极推进公交车道的精细化管理，增加
公交线路、升级公交车辆，为市民提供更

加便捷、舒适的出行体验。此外，西宁还
致力于打造智慧交通系统，通过科技手段
提高交通管理效率，减少交通拥堵，提升
市民出行质量。

如今，西宁市机动车保有量突破百
万辆，标志着西宁在城市化进程中迈出
了坚实的一步。这一成就的背后，是西
宁市政府对交通事业的高度重视和持续
投入，也是广大市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和不懈追求。 （实习记者 措毛）

机动车保有量破百万 见证城市发展新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