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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芯”作用显著增强、全季发力秋冬
文旅产品火爆出圈、社火非遗好评如潮、
文化服务多点开花……2024年，我市文旅
经济更显活力，文化自信更有底气，紧扣
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中心城市定位，全力
以赴促发展、强供给、优服务，奋力开创文
旅工作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在市十七届
人大七次会议期间，记者连线了部分人大
代表，就我市文旅工作高质量发展进行了
采访。

“当前，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
展已成为一种趋势，文旅融合已成为不可
阻挡的时代潮流。文旅融合为产业发展
开辟了广阔空间，催生出一系列新业态、
新模式，有力推动了经济增长。”市人大代
表、西宁新华联童梦乐园有限公司总经理
何伟说，作为文旅行业，我们从政府工作
报告中看到了新的规划安排，也更加明确
了目标，我们将认真按照政府工作报告安
排部署，深入推进文旅融合发展。加强活
动引流效应，开展农特产品大集、非遗展
演、美食嘉年华、海洋文化节、文创大赛等
主题活动和赛事，加强“农体文旅商”五业
跨界融合，为游客提供沉浸式的文旅消费
体验。完善文旅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加
大对交通、停车场、游客服务中心等基础
设施建设的投入，提升游客旅游体验。

市文旅广电局相关负责人表示，2024
年，西宁市文旅事业在创新与发展的道路
上迈出了坚实步伐，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
绩，为城市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在全省生态旅游布局中，西宁市积极作
为，主动融入“一芯一环多带”战略，与多
地构建起紧密的合作网络。不仅开通了
多条旅游专线，还成功举办了一系列推介
活动，全力推进青海国际生态旅游集中承
载区建设，“一芯”服务保障“一环多带”的
功能愈发凸显。与此同时，豹街、下南关
街成功转型为文旅商融合消费新地标，丹
噶尔古城获评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
区，进一步丰富了西宁的文旅消费场景。
深挖四季特色旅游资源，打造出春赏丁
香、夏享清凉、秋览美景、冬沐暖阳的全季
旅游产品体系，西宁多次荣登热门旅游目
的地榜单。特别是在秋冬旅游市场的开
拓上，通过精准定位客源，系统梳理147项
精品旅游资源，建立特色资源库，并策划6
大类61项特色活动，成功举办秋冬文旅嘉
年华等活动，实现了旅游热度的四季延
续。文化活动同样精彩纷呈。时隔十二
年重启的优秀社火展演，吸引了2000余人
参与，网络点击量突破1000万，赢得省内
外一致好评。此外，“图文博美”智慧四馆
建设稳步推进，麒麟湾、南大街城市书房
建成开放，市图书馆、市文化馆推出夜读、
夜校、夜游、少儿美育等特色活动，西宁市
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位居全省第一，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文旅演艺创新融合成为
新亮点，10余场“文旅+演艺”活动成功举
办，有力拉动了餐饮、住宿、景区景点全链
条消费。

“西宁市作为省会城市，应在‘国际生
态旅游目的地’建设中发挥核心作用，打
造集旅游数据统计分析集散与对接、旅游
路线定制、农畜产品展示销售、文创产品
创作体验销售、住宿供应、大型一站式旅
游超市于一体的‘旅游港’，并在精品自驾
游路线沿线布置‘补给站’，形成服务全省
旅游业的网络。”市人大代表、西宁市工程
咨询院罗文芳表示。 （记者 张艳艳）

【报告摘登】改革开放添活力。获批实
施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示范项目，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西宁经验在全国推广。

今年市两会期间，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成
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热议的焦点话题。
过去一年，我市医疗卫生事业改革持续深化，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作为提升居民健康水平、
优化医疗资源配置的关键举措，受到了社会
各界的广泛关注。据统计，目前，全市签约家
庭医生的常住居民已达172.59万人，签约率
高达69.59%；重点人群的签约率更是亮眼，达
到了91.61%，履约率也稳定在94.81%。这些
实打实的数据，充分彰显了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在我市的显著成效和重要价值。

采访中，西宁市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
主任孙桂萍介绍，西宁市以“健康西宁”建设
为依托，以健康乡村、健康社区、健康企业、
健康学校等“健康细胞”建设为基础，根据各
医疗机构服务半径和服务人口，合理划分签
约服务责任区域，家庭医生以“家庭医生公
示牌”的形式网格化，在辖区楼栋、单元门口

进行公示，形成大医院与基层医疗机构结对
帮扶，先进设备送进来，诊疗技术传下来，专
家定期坐诊、远程会诊随时开启。过去居民
瞧病扎堆城里大医院，如今家门口的基层站
点就能解决七八成问题，分流了患者，也盘
活了基层医疗资源。目前，821支家庭医生
团队积极融入1083个基层治理网格。同时，
建立主体多元化、方式多样化、人群全覆盖

“家庭医生七进四送”宣传机制，进一步扩大
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知晓率和签约率。

“近年来，我市不断优化签约服务模式，
创新签约服务载体，切实做到签而有约，约
而有效。今后我们要力争实现‘小病进社
区，大病进医院，康复回社区’的就医模式。”
孙桂萍说。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是保障居民健康的
第一道防线，而家庭医生服务作为基层医疗
卫生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守护居民健康
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通过家
庭医生的悉心服务，优质医疗资源得以真正
下沉到基层，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

捷、高效的医疗服务，切实解决了居民看病
就医的“最后一公里”。

“现阶段家庭医生主要由全科医生（执
业医师、助理医师）及公卫医生（助理医师）
构成，家庭医生原则上采取团队服务形式，
主要由家庭医生、公卫护士、公卫医师等组
成。以‘家庭医生+网格员’的联合服务模
式，切实把签约履约的工作落到实处。每个
家庭医生团队通常负责辖区1800名至2200
名居民。居民或家庭自愿选择1个家庭医生
团队签订服务协议，明确签约服务内容、方
式、期限和双方的责任、权利、义务及其他有
关事项。签约周期原则上为一年，期满后居
民可续约或选择其他家庭医生团队签约。
居民在签约后，将享受到家庭医生团队提供
的基本医疗、公共卫生和约定的健康管理服
务。”虎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毛卫平介
绍道。

城东区园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马
沁武介绍，2024年，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西
宁经验在全国推广，这一成绩让全市基层医
疗机构的家庭医生们备受鼓舞、信心倍增。
作为基层医疗服务中心，深感责任重大。今
后，我们将持续把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和履约
工作做实做细，着重强化团队建设，严格筛
选具备扎实专业知识技能、拥有高度责任心
和使命感的优秀医生、护士等医务人员加入
家庭医生团队，不断提升团队整体专业素
养；还将全力优化签约流程，有效提升服务
效率，确保每一位居民都能享受到便捷高效
的服务。同时，聚焦重点人群，根据不同人
群的特点和需求，提供个性化的健康服务，
切实履行好居民“健康守门人”的职责，让每
一位居民都能时刻有“医”靠。（记者 悠然）

1 月 25 日，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
线接听群众来电诉求 678 件次，网民留
言 27 件（西宁 12345 微信公众号 22 件、
西宁市政府网 5 件），直接办理 309 件，
转 交 责 任 单 位 办 理 369 件 ，回 访 155
件。

热点问题：
1. 市容环境 55 件，无集中反映问

题，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已及时联
系相应县区政府核实处理。

2. 物业服务 48 件，无集中反映问
题，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已及时联
系相应县区政府核实处理。

3. 交通秩序 36 件，无集中反映问
题，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已及时联
系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核实处理。

西宁市党建引领“有诉必应马上办”机制创新工作日报

【报告摘登】实施43个节能减排项目，绿
色发展指数连续4年位居全省第一。开展大
气污染防治“百日攻坚”行动，清洁取暖改造
8万户。

西宁绿色发展的底色愈发厚重！2024年
10月，青海省发布了《2023年青海省各市州生
态文明建设年度评价结果公报》，其中西宁市
绿色发展指数为89.03，居8个市州首位，至此，
西宁绿色发展指数连续4年位居全省第一。

西宁的绿色成果，来自全市上下团结一
心、精准施策的不懈奋斗，持续推动生态文
明建设，倾情描绘出了一幅幅生动的绿色画
卷。西宁，宛如一颗镶嵌在大地上的绿色明
珠坐落在高原群山环抱之中，作为生态文明
高地上的中心城市，持续在打好蓝天、碧水、
净土保卫战中取得积极成效，矢志不渝地在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青海建
设中走在前作表率。

倾心倾力，我们守护一江清水
“我们守护一江清水，湟水水质改善明

显。”政府工作报告中如是说。
“2024 年我市所有国省控断面均达到

相应水质目标要求。市县级以上集中式饮
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稳定达到100%。扎
马隆、润泽桥、塔尔桥和小峡桥等 4 个国控
地表水考核断面水质类别均为Ⅲ类及以
上，Ⅰ-Ⅲ类水质占比达到 100%。”市生态
环境局相关负责人说。

在古城高原的怀抱中，湟水河流域生机
勃勃，潺潺河水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万物生
灵，南川河上一年四季野鸭成群，宁湖湿地
成为水鸟候鸟迁徙途中的“加油站”……近
年来，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在湟水流域出现，
这背后是全市上下对生态保护的执着与努
力。西宁坚决扛起源头责任，制定《西宁市
湟水河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争取专
项资金实施湟水河流域生态修复项目，推进
湟水河流域入河排口的排查整治工作，有效
遏制污染排放；同时，与科研机构合作，引入
科技力量提升保护效能。此外，西宁还积极
寻求区域协同，参与沿黄九省（区）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标准化大会，构建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标准体系等。这些综合措
施的实施，不仅有力提升了西宁湟水流域的
生态环境质量，更为黄河流域乃至全国的生
态保护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和示范。

走在前列，绿色成为发展底色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对于每一位西宁人而言，绿色，更是城
市发展的基因。如何用好绿色禀赋，让西宁
绿色发展的气息更加浓郁？加大产业的“含
绿量”，这是西宁坚定选择的发展之路。西
宁不断推进生态文明高地中心城市建设，努
力书写生态保护与产业协调发展的生动答
卷，为西宁的绿色发展贡献产业力量。

“我们正建立健全绿色化转型机制。”市
人大代表，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甘河工业园
区（以下简称甘河园区）党委书记、管委会主
任祁延鹏介绍道：“结合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中心城市部署要求，甘河园区实施了16个节
能降耗项目，培育认定了28家绿色工厂、绿
色供应链企业、节水标杆、工业废水循环利
用典型案例等企业。其中，甘河园区内有两
家企业入选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节水型工
业企业典型案例，工业绿色制造体系建设走
在全省前列，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
13.72%，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更加浓
郁。”结合空气质量、水环境质量、工业固废
综合利用率等环境质量提升，甘河园区将不
折不扣做好巩固提升的“后半篇文章”。

保护绿色生态，享受绿色生活，西宁正
坚定地走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用绿色发展
指数换取群众幸福指数！

（实习记者 文月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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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迈向文旅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报告摘登】增强“一芯”服务保障

“一环多带”功能，豹街、下南关街成为
文旅商融合消费新地标，丹噶尔古城获
评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央视

《三餐四季》让西宁美食走出青海，社火
展演、青超联赛、明星演唱会、青年电影
展、半程马拉松、秋冬文旅嘉年华引流
聚势，城市更具活力，“中国夏都”“雪豹
之都”“丁香之城”城市名片更加闪亮。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成“健康西宁”新名片

绿色发展指数连续4年排名全省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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