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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施翔）2月5日，中国共产党城东区第十五届
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召开。全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
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省委十四届八次全
会和市委十五届十次全会部署，总结 2024 年全区工作，部署
2025年经济社会工作。动员全区上下坚定信心、实干争先，扛
牢责任、攻坚克难，为谱写美丽繁荣新东区建设的壮美篇章而
努力奋斗！

全会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
话，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
动指南。省委全会为青海新发展释放了鲜明信号。市委全会
以主动融入和服务全国全省大局的站位、视野，理清了干的思
路、激发了干的动力。全区上下要以必胜信念和昂扬斗志在新
时代新征程中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就能使各项事业发展取得
新成绩、开创新局面。

全会强调，贯彻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省市委全会精神，
关键是要系统学习领会，在完整把握、准确理解、全面落实上下
功夫、下真功夫、下实功夫，在开拓进取、攻坚克难的信心决心
中，找准方向路径，谋深谋实落实重点举措。切实以深学细悟、
狠抓落实的行动，努力把各方面积极因素转化为发展的工作实
绩，全力推动省市委全会精神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全会强调，以生态优先为导向，在厚植生态底色上展现新
作为；以转型升级为引领，在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上展现新
作为；以全面深化改革为牵引，在激活发展动力上展现新作为；
以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为底线，在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
险上展现新作为；以民族团结为主线，在营造安定和谐社会局
面上展现新作为；以增进民生福祉为重点，在提升群众幸福指
数上展现新作为。

全会对今年经济工作作出具体部署，强调，要以更高标准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突破提升，自觉融入美丽青海建设大局，更
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要深入实施绿色低碳全民
行动，大力倡导绿色生活方式，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提升。
要以更实举措推动投资消费突破提升，抓住招商引资和项目谋
划两个核心，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要利用新一轮

“以旧换新”政策，加大资金补贴力度，组织开展促消费活动。
要以更大力度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突破提升，不断构建城乡区域
更加协调、共同繁荣的新发展格局。要以更高水平推动民生事
业突破提升，集中力量办好各类民生实事。

会议号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周围，坚定信心、实干争先，扛牢责任、攻坚克难，为谱写美丽
繁荣新东区建设的壮美篇章而努力奋斗！

本报讯（记者 李晓娟）2024 年以
来，西宁市城中区通过优化服务平
台、提供政策支持等方式，精准对接
青年人才需求，铺路搭桥为青年人才
的成长提供空间，全区青年人才培养
事业呈现出新局面。

聚焦青年成长成才，城中区开展
以政策宣介、职业指导、岗位推荐、技
能培训为主的“1131”就业帮扶服务
3550 次 ，高 校 毕 业 生 就 业 率 达
92.23%。探索跳出传统招聘会模式，
以夜市流量汇聚青年人才，聚焦高校

毕业生离校关键期，创新举办“人才
夜市”“职引未来——大中城市联合
招聘高校毕业生专场”等招聘活动32
场，高校毕业生达成意向性协议 721
人（次）。鼓励和引导高校毕业生扎
根基层、深耕基层、热爱基层，从基层
实际需求出发，精准聚焦短缺人才，
切实发挥35名“三支一扶”高校毕业
生服务乡村振兴、助力基层经济社会
发展的积极作用。

同时，以真金白银助力高校毕业
生就业创业，发放高校毕业生灵活

就业社保补贴 23 人 17.6 万元，创业
补贴 3 人 3 万元，求职创业补贴 943
人 94.3 万元。进一步促进稳岗扩
岗，对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企业加大
扩岗政策支持，发放高校毕业生社
会保险补贴及一次性奖励38人23.71
万元，鼓励企业吸纳青年劳动力。
放大创业带动就业倍增效应，依托
城中区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聘请
10名创业导师为32家企业提供辅导
和资源推介等服务 12 次，发放联动
孵化资金90万元。

本报讯（记者 晴空）为深入挖掘
优秀传统文化内涵，打造冬春季旅游
特色品牌，丰富群众节日文化生活，
进一步提升“唐蕃古道·日月湟源”的
影响力，湟源县文体旅游局以《湟源
县2025年冬春季文化活动实施方案》
为抓手，以“中国年·沐暖阳·游丹城”
为主题，策划涵盖3大板块、共计251
场别具特色的活动，活动启动至今，
已陆续开展文艺演出、民俗展览、体
育赛事等文旅系列活动28场，惠及群
众多达8万余人次，形式多样的冬春
季文旅活动，让湟源文化火起来、惠
民活动多起来、“冰雪经济”热起来，
有效激发湟源县文旅发展新活力。

湟源县文体旅游局统筹协作资
金，开展了湟源冬春季文旅市场促消
费活动，吸引了160余家A级景区、星
级乡村旅游接待点以及古城商户踊
跃参与，有效释放了文旅消费潜力。

持续推动景区联动发力，推出古城丝
路之光灯展、宗家沟冰雪游“畅游双
景区立减10元”的优惠政策，有效整
合旅游资源，延长了旅游消费链，为
游客带来更加沉浸式的游玩体验，进
一步提升了湟源县文旅品牌影响力。

同时，以元旦、腊八、小年等节日
为契机，开展了“全民K歌比赛”、非遗
体验、小年夜“暖锅宴”等特色文化活
动。充分发挥文化阵地的作用，举办
冬季村晚、趣味运动会、文艺汇演等
文化惠民活动8场，惠及群众14000余
人次，极大地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
生活。制定印发《湟源县社火展演方
案》，全面做好活动策划与执行。春
节期间，精选全县8个乡镇33支优秀
社火队伍开展193场次社火表演。热
闹非凡的社火表演，展现了全县群众
积极健康的精神风貌，营造出热闹、
喜庆的节日氛围，让传统文化在新春

佳节焕发出新的活力。
青海省冬春季“青BA”暨西宁市

湟源县群众篮球联赛，吸引了众多篮
球爱好者踊跃参与，现场气氛热烈非
凡。这一赛事不仅为篮球爱好者搭
建了交流平台，更吸引了大量观众，
带动了周边商业的繁荣，提升了湟源
县的知名度，为文旅产业的发展打开
了新局面。还创新举办“冬沐暖阳 踏
雪而行”2025年宗家沟冰雪亲子徒步
活动，宗家沟景区在活动期间成为热
门打卡地，吸引众多家庭前来，此次
活动不仅让大家在运动中享受快乐，
还为景区带来了大量游客，有力地带
动了周边相关产业的发展。

本报讯（记者 李静）手中有“粮”，心中才有了底。2024年
西宁市委市政府突出抓好产业发展，加快推动农村地区重点项
目开工建设，持续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农村居民收入
水平再上新台阶。据国家统计局西宁调查队数据，2024年西宁
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280元，同比增加1204元，同比
增长7.1%，增速高于全国0.5个百分点。

农村居民收入稳步提升
从收入来源看，我市农村居民收入由四部分组成。调查数

据显示，2024年西宁市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12831元，同
比增加760元，增长6.3%，占整体收入的70.2%，对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63.2%，工资性收入仍是农村居
民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人均财产净收入 228 元，同比增加 44
元，增长23.6%，在农村居民收入中占比最小但增速最快，是农
村居民收入结构优化的重要体现。人均经营净收入为2575元，
比上年增加 242 元，增长 10.4%，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
14.1%。人均转移性收入为 2646 元，比上年增加 158 元，增长
6.4%，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14.5%。四项收入呈现全面
增长态势。此外，西宁市农村居民收入增速为7.1%，比城镇居
民收入增速高出2.6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40∶1，较上
年同期缩小0.05，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

多因素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加
哪些因素推动2024年我市农村居民四项收入稳步增长？

国家统计局西宁调查队调查显示，2024年以来，我市通过举办
“东西部劳务协作专场招聘会”“e就业岗位直播带岗”等专项就
业帮扶服务，不断提升农村居民劳动者就业、创业能力，促使农
村居民工资性收入稳步增长。我市各类促消费活动火热开展，
节日效应持续带动消费需求释放，加之西宁各区特色活动如豹
街、下南关街特色美食街等经济新地标的建立吸引了全市、全
省乃至全国各地的游客打卡，带动西宁周边地区农村居民经营
情况向好发展。同时，在农村集体分配的红利收入大幅上涨以
及出租机械专利版权等资产收入增长较快等多因素的影响下，
人均财产净收入大幅增长，成为推动农村居民收入增加的一个
有效且具潜力的增长点。

此外，西宁市委市政府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加大各项
惠民利民政策，以旧换新等政策性补贴措施的落实落细，让农
村居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不断提高，也有效保障了农村居民转
移性收入的增加。

本报讯（记者 张艳艳）春节假期，
西宁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来自台
湾、天津等地的30余名“银发”游客慕
名而来，只为亲身感受西宁浓浓的年
味。此次西宁之行，对他们而言，不
仅是一次简单的旅行，更是一场收获
满满的文化探索。

游客们先后前往藏文化博物院、
塔尔寺、东关清真大寺等景区游览。
除了领略这些著名景点的魅力，游客
们还沉浸在西宁的民俗活动中。非
遗社火热闹非凡，演员们的精彩表演
让游客们目不暇接，现场掌声、欢呼
声此起彼伏。新年庙会更是年味十
足，琳琅满目的传统手工艺品、特色
小吃，让游客们流连忘返。“这里的民
俗风情太有特色了，和我们家乡完全
不一样，感觉特别新鲜。”一位来自台

湾的游客兴奋地说道。西宁也给游
客们带来了一场味蕾的盛宴。手抓
羊肉肉质鲜嫩、入口即化，独特的烹
饪方式让游客们赞不绝口；青海老酸
奶口感醇厚、酸甜适中，成为了游客
们餐桌上的宠儿。“西宁的美食太好
吃了，每一口都充满了浓郁的地方特
色，回去之后肯定会想念这些味道。”
一位天津游客一边品尝着美食，一边
笑着说。

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
于推进秋冬文旅破题攻坚、打破思维
定式、提升城市活力的工作部署，全
市文旅部门积极行动。聚焦冬春季
市场需求和游客喜好，联合省市旅游
协会、自驾游协会、携程等市场主体，
整合内容、资源、市场、产品、服务等
全链条资源，以市场化方式推出大荒

秘境之旅、雪豹寻踪之旅、酥油花观
赏、岗什卡攀冰等有市场吸引力的落
地引客线路产品40余条。同时，积极
举办冬春季文旅活动、社火巡演等主
题特色活动，全力打造“冬沐暖阳、围
炉煮茶、西宁暖锅季”系列冬春文旅
产品。在营销推广方面，强化线下联
动推介和线上媒体矩阵实施精准营
销，提前对接掌握游客需求，提供冬
春季出行精细化的旅游服务保障。
正是这些努力，吸引了更多游客来西
宁过年，让他们真切地感受到了西宁
浓浓的年味和浓厚的文化氛围。

本报讯（记者 师晓琼）为营造语
言无障碍的交流环境，切实消除听障
人士与工作人员交流障碍，近日，大
通县市民中心和大通县残联办证窗
口两个点位安装了“天语云”在线手
语翻译平台，正式开启无障碍办证服
务新篇章。

“以前，与听障办事群众主要依
靠纸笔书写进行沟通，过程繁琐、效
率低下，还容易出现信息误差，必须
反复进行确认。”窗口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

如今，新引入的“天语云”在线手

语翻译平台集实时翻译、视频互动于
一体，在窗口工作人员接通手语服务
平台后，聋哑人就可以在屏幕前打手
语，手语服务平台根据所打的手势精
准捕捉动作，转化为清晰语音方便工
作人员办理业务；同时，工作人员说
话也能即时生成手语画面，手语翻译
平台的开启为前来办事咨询的听障
人士提供了线上交流和政策咨询，真
正解决了聋哑人因语言障碍无法平
等共享公共服务的难题。

据介绍，“天语云”在线手语翻译
平台开启以来，已接待听障办事群众

3人，群众满意度100%。一位前来办
理到期换证的听障人士通过手语激
动地说：“现在办事没有以前费劲了，
利用翻译平台就能顺畅交流，工作人
员能准确了解我的需求，真是太好
了。”

下一步，大通县残联将持续优化
“天语云”在线手语翻译平台，探索
移动端远程手语服务，让关怀无

“障碍”，服务“听”得见、“看”得
懂，增强服务“满意度”，拉近与听
障办事群众的距离，让更多的听障
办事群众受益。

城东区委十五届九次全会召开

去年我市农村居民
四项收入全面增长

城中区：打通青年人才发展“快车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