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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西宁这么多惊喜等着你

【报告摘登】
多措并举优生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

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建成 61 个湟水“山

水工程”，森林覆盖率达到 37.8%。国家植物
园创建扎实推进，甘河城市郊野公园开园运
营。

两会两会连线连线

传递信心，凝聚力量。新年伊始，
西宁市如期进入“两会时间”。

向人民报告，为时代注脚。2025
年，西宁有无数个惊喜等着您！

2025 年，西宁市将立足五个中心
城市定位，紧扣扛牢五个首位责任，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
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融入新发展
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深化
改革、扩大开放，坚持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坚持民族团结、共同富裕，更加
坚定、更加主动融入和服务全国全省
大局，有效发挥中心城市作用，坚定信
心、实干争先，以进促稳、激发活力，找
准“进”的点位，兜住“稳”的底线，提升

“活”的质效，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不断推进生态文明高地、产业“四地”
中心城市建设取得新成效，高质量完
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为实现“十
五五”良好开局打牢基础，奋力推动中
国式现代化西宁实践。

梦虽遥，追则能达；愿虽艰，持则可
圆。2025年的西宁将展现出一幅怎样
的奋斗画卷，交出一张怎样的亮眼答
卷，翻遍政府工作报告，答案唯有实干。

面对政府工作报告勾勒出的蓝
图，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铆足干劲、奋
力向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西宁实践
迈开步子。

高原康养产业蓄势待发高原康养产业蓄势待发

“加快创建北川创新创业活力区，
培育壮大中藏药、高原康养、户外经济
等特色产业……”今年政府工作报告
中提及高原康养的发展目标，与市政
协委员芦静的提案不谋而合。

“西宁地处黄金海拔，自然生态独
特、文化底蕴深厚、特色资源丰富，近年
来，吸引了各地客源前来观光，发展康
养产业潜力巨大，但目前尚处于起步阶
段，与发达地区存在差距。”芦静认为，
西宁要实现高原康养的目标，首先要按
照西宁康养产业发展功能定位，加强与
高原康养领域专家学者的沟通联系，深
入学习研究政策走向、资金投向、市场
动向，把准未来3至5年甚至更长时间
的高原康养产业发展方向。

同时，串联北山美丽园、宁湖湿地
公园、湟水湿地公园、青海省自然博物
馆、中下南关街、海湖万达、水井巷、青
海藏文化博物馆、虫草博物馆、尕布龙
精神教育基地等丰富的生态资源、美
食资源、藏医药资源和文化资源，整合
推出市域内康养旅游线路，让旅居康
养游客沉浸于繁华商业缤纷的同时，
收获高原康养的独特魅力。

高原康养的发展与文旅工作密不
可分。在文旅融合方面，市政协委员刘
毅有着自己的想法。“我今年带来的提
案是有关冬季旅游和文旅融合的，希望
西宁能够进一步加强推进冬季旅游的
力度，把夏季的游客继续吸引到冬季，
使西宁一年四季都有拉动经济増长的
文旅亮点。”刘毅说，西宁地处高原，冬
季漫长，发展冬季旅游后劲十足。

让农畜产品品质更高让农畜产品品质更高，，输出更广输出更广

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是我省
产业“四地”之一。今年我市的政府工
作报告中在谋划加快建设“一个创新服
务基地、三个中心城市”时，部署了许多
与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相关的工作。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在全国打响
农畜明星单品品牌，实施食用菌精深
加工、草莓植物工厂等标志性项目，建
设区域冷链输出基地。推动高品质产
品认证溯源，新认证20个以上“两品一
标”农产品，持续擦亮国家冷凉蔬菜黄
金种植区名片。

市政协委员金爱玲认为，在全国
打响农畜明星单品品牌，应当加强农
副产品的精深加工，让青海农副产品
以更高品质走出去。

“青海地大物博，特色农副产品很
多，但很多农副产品存在只有简单的

粗加工，无法进行精深加工的短板，农
户大多都在卖原材料，比如土豆、菜籽
油等。”金爱玲表示，农副产品进行精
深加工后，既可以推动乡村振兴，也可
以让农民获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收益。

来自大通县的市人大代表米存霞
同样也在关注农副产品。“目前，农畜
产品精深加工企业在大通县政府的牵
头帮扶下，大力解决了下游销售渠道，
成功入驻国际化商超（麦德龙等）。”米
存霞表示，但从2021年开始，农产品特
别是牛羊肉产量及价格逐年回落，农
户养殖亏损，无法保障企业供应链前
端产品品质及数量。

米存霞认为，要鼓励组建新型股
份制合作社，高品质保障源头供应。
培育发展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支持
企业与合作社、家庭农牧场、广大农牧
户创建农牧业产业化示范联合体，进
一步完善农企利益联结机制，以建立
统一生产标准、统一区域化品牌、统一
销售标准的联合体运营模式，进一步
稳定农产品供货量及产品品质。

市人大代表王立功也提出了对农
畜产品溯源的建议。王立功表示，要
建立全链条产地溯源体系，利用信息
化技术，从牛羊养殖环节开始，为每一
头牛羊佩戴电子耳标等标识，记录其
品种、产地、养殖过程中的饲料使用、
疫病防治等信息，实现牛羊肉从牧场
到餐桌的全链条信息可追溯。

城市管理更趋精细化城市管理更趋精细化、、人性化人性化

城市是人民的城市，管好城市为
的是人民。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为
城市管理工作指明了方向。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打造现代化
精品城区、亮点片区，推进创意街区、
青年友好型社区、夜间文旅消费集聚
区等建设。加快“平急两用”、社区嵌
入式服务设施建设，优化布局停车场、
充电桩、智能快递柜等便民设施，让群
众生活更便捷、更舒心。提升市容环
境和城市管理水平，持续开展拆违治
乱、市容市貌等专项整治行动。

“从我这几年的调查还有自身的
经验来看，部分沿街铺面的门头宣传
与店里实际出售的东西不符，比如说
门头写的卖的是祁连牛羊肉，但是里
面卖的不一定是祁连牛羊肉，这种现
象应该加以整治。”市人大代表王华宇
表示，希望有关部门加强商业铺面门
头的整治力度，让老百姓明明白白的
消费。

城市管理难在精细，也贵在精
细。市人大代表余林涛表示，2014年4
月8日，西宁市市政府收回了路内、路
外所有公共临时停车点的经营权，并
成立了“西宁市停车场管理办公室”与

“西宁市停车场管理服务中心”，两大
机构协同工作，致力于规范并强化市
内公共临时停车场的监管。

“政策落地后，西宁的停车场规范
管理有了一定成效，乱停车现象也有
了很大改观，但仍有许多停车场未能
实现规范化管理。”余林涛说，要确保
每个停车场都有明确的责任主体，实
行“谁管理、谁负责”的原则，提升管理
效率与执行力，让城市运行更顺畅。

面对眼下城市运行中出现的各种
短板，市人大代表任生茂和市人大代
表孔启发分别提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
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的建议、关于合
理调整商业区周边道路车辆停车处罚
的标准和时间的建议，为西宁的更好
明天献上了人大代表的诤言良策。

各种各样的政策举措，传递出的
是西宁上下勠力同心、砥砺前行的姿
态和决心。

透视2024年成绩单，有努力、有收
获；答好2025年新考卷，有信心、有动
力。新的一年，让我们以更加昂扬的
姿态写好奋斗的答卷，在中国式现代
化西宁实践的康庄大道上奋勇前行。

（记者 李晓娟）

闫鸿闫鸿 摄摄

本报讯（记者 李静）“钱袋子”鼓起来，百姓追
求美好生活的底气才会越来越足，幸福才越发直观
可感。国家统计局西宁调查队数据显示，2024 年
西宁市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970元，同比增
长 5.0%，分城乡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3803 元，同比增长 4.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18280元，同比增长7.1%。

居民收入实现稳步增长，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
缩小，消费刺激政策效果显著，居民消费支出有效提
振，民生福祉不断增强。2024年，我市民生保障扎实
有力，经济运行持续向好，乡村振兴及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效果不断显现，民生的幸福温暖底色越发浓郁。

工资性收入仍为居民增收增长主动力
工资收入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和消费能力。2024
年西宁市全体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23378元，同比
增长 5.3%，占可支配收入比重的 63.2%，拉动全体
居民收入增长3.3个百分点，贡献率达66.2%。分城
乡看，城镇居民、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分别增
长4.9%、6.3%。工资性收入仍然是西宁市居民可支
配收入增长主动力。

养老金调整政策持续惠民、各级政府不断强化城
乡居民兜底保障，强化东西部对口帮扶协作机制……
得益于政策红利，西宁市全体居民转移净收入持续稳
定增长，成为增速最快的一项收入。国家统计局西宁
调查队的数据显示，2024年西宁市全体居民人均转移
净收入8898元，同比增长6.6%，占收入比重的24.1%，

拉动收入增长1.6个百分点。
2024年西宁市全体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3066

元，同比增长5.0%，在《西宁市消费恢复提振行动若干
措施》《西宁市商贸行业促消费提信心行动计划》等促
消费政策措施的持续发力下，居民消费呈现出新气
象。以旧换新政策效果显著，截至2025年1月6日，西
宁市消费品以旧换新已审核通过22.9万人，发放补贴
资金7.93亿元，撬动消费117.7亿元。多样化的文旅
活动也点燃了西宁居民的消费热情。从社火展演到
青超联赛，从明星演唱会到FIRST青年电影展，在西
宁豹街、下南关街等商业特色街区带动下，文旅市场、
住宿餐饮、批发零售复苏加快，消费市场持续回暖。

西宁居民消费潜力足
收入的平稳增长也带动了西宁市城镇居民消

费水平的提升。
国家统计局西宁调查队的数据显示，2024 年

西宁市全体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5003元，同比增长
5.0%。分城乡看：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8626
元，同比增长 5.1%；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5095
元，同比增长3.9%。

西宁人的钱都花在了哪里？从分项看，全体居
民八项消费支出呈“全面增长”态势。其中，衣着、
食品烟酒、居住、交通通信四项“衣食住行”消费占
总支出比重为 73.0%，同比分别增长 6.7%、3.4%、
7.7%和2.9%。医疗保健和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同比
分别增长2.5%和1.6%。其他用品服务、生活用品
及服务支出分别增长34.7%和3.6%。

增长5.0%！

鼓起的“钱袋子”带来稳稳的幸福

山清水秀、天蓝地净、百姓之盼。
去年，西宁市毫不松懈抓生态、优环境，生态本

底不断筑牢，生态稳定性可持续性进一步增强。绿
色、生态、西宁蓝等话题再次成为代表委员热议的
话题，记者连线代表委员，对我市多措并举优生态、
建设湟水“山水工程”等进行了采访。

“政府工作报告用简洁凝练的语言和详实的数
据，全面总结了西宁过去一年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
成绩，为我们做好2025年各项工作描绘了新蓝图，令
人鼓舞、倍感振奋。”市政协委员、市自规局副局长李
明辉介绍说，作为全省一项重要生态工程，湟水“山水
工程”是一个系统性、综合性的项目，工程重点推进山
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是按照山水林
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对受损、退化、服务功
能下降的生态系统进行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
理，进一步丰富湟水流域森林、草地、湿地生态系统的
多样性，改善生态环境条件，推动城乡人居环境明显
改善、构建出独具特色的生态产业体系，为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生态环境支撑，极大发挥湟水流
域生态最大潜力，实现湟水流域最大价值，实现国土
空间格局更加优化，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
展，为进一步推进生态文明高地中心城市建设取得新
成效、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作出新贡献。

李明辉说，政府工作报告中再一次对我市建成的
61个湟水“山水工程”提出了要求。接下来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部门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十五
届十次全会和市“两会”部署要求上来，聚焦生态文明
高地、产业“四地”中心城市建设，围绕政府工作报告
中提出的关于“抓实生态保护治理”重点任务，立足部
门职责，扛牢生态保护责任，坚定信心、实干争先，扎
实推进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东部湟水流域山水林田
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在已完成我市61
个湟水“山水工程”项目的基础上，以更大力度、更高
效率、更硬举措统筹协调推进项目实施，确保其余32
个湟水“山水工程”项目如期完成建设。

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西宁将继续加强生态保
护和治理工作，编制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治
理和生态提升规划，实施“三北”六期、南北山四期等
重点绿化和生态防治工程，实施湟水湿地保护与修
复等工程，申报湟水国家重要湿地。市政协委员、青
海兆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王学
礼说：“随着这些规划的推进和项目的实施，我们有
理由期待，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西宁的面貌和形象
将进一步得到提升，也会吸引更多全国各地的游客
和商家到青海旅游观光、投资兴业。我们也坚信，西
宁的明天将会更加美好。” （记者 张国静）

我市建成61个湟水“山水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