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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施翔）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营造传统节日浓厚氛围，丰富社区居民的文化
生活，增进邻里之间的交流与互动，让辖区居民群
众度过一个温馨、祥和的元宵佳节，东关大街街道
举办我们的节日·元宵系列主题活动，和辖区群众
共同奔赴这场洋溢着欢乐氛围的文化盛宴。

“瑞蛇闹元宵 邻里齐欢乐”主题活动在东城·
共富工坊热闹开场。活动当天，区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辖区党员、失独家庭、残疾人以及孤寡老人
等60余位嘉宾齐聚一堂。活动在活力四射的开场
舞《思念陪着鸿雁飞》中正式拉开帷幕，舞者们灵
动的舞姿瞬间点燃现场气氛，赢得居民们的阵阵
掌声。

随后，如梦似幻的魔术表演，以及社区工作人
员带来的优美舞蹈《半壶纱》等节目轮番上演，精
彩不断，现场喝彩声、掌声此起彼伏。制作花灯环
节，居民们在志愿者的耐心指导下，制作出寓意团
圆美满红灯笼、造型别致的生肖蛇花灯等，让人眼
前一亮。“猜灯谜”环节，居民群众穿梭在一排排红
灯笼下，争相抢答，开动脑筋“破解”谜底，场面十
分热闹欢乐。一碗碗热腾腾的元宵端上桌来，香
甜软糯的口感让人回味无穷。大家一边品尝着香
甜软糯的元宵，一边畅谈着对新一年的美好憧憬。

在东城·共富工坊开展“元宵亲子乐融融 民俗
非遗共传承”元宵节主题活动，活动融合投壶、画
脸谱、猜灯谜、品元宵等多项传统民俗活动。活动
在现场小朋友表演的舞蹈《奇妙萌可之魔法甜心》
中拉开序幕，歌曲《蓝多多来了》《大中国》《临别的
西海岸》、诗朗诵《我爱你中国》等节目，尽情展现
家庭才艺，增进亲子间的感情融合。投壶作为一
项古老的民俗活动，在元宵节焕发出了新的活力，
居民们手持箭矢屏气凝神，瞄准目标奋力投掷，箭
矢入壶的声响，伴随着周围观众的欢呼声，将现场
气氛推向了高潮。画脸谱也同样热闹非凡，小朋友
在家长的陪伴下，纷纷拿起画笔，以大胆的色彩运
用，在脸谱上勾勒出对传统戏曲角色的独特理解。

开展“喜‘宵’颜开 元宵喜乐会”活动，邀请德
高望重、在尊老爱幼、勤俭持家、家风传承等方面
事迹突出的长者分享家族的家风家训故事。剪窗
花环节，大家纷纷拿起剪刀和彩纸，开始动手创
作。现场欢声笑语不断，小心翼翼地剪出各种形
状，大家相互展示、交流，分享着创作的喜悦。

城东区元宵系列主题活动：文化味正浓

本报讯（记者 晴空）日前，湟源县纪
委监委干部通过走访调研、分析研判，深
入挖掘就医流程繁琐、重复检查、违规收
费等“症结”，通过协调医疗机构召开专题
会议、面对面沟通、发函提醒等形式加强
与卫生健康部门的协商，督促卫生健康部
门将复诊患者重复检查问题列入医疗领
域“抓整改、办实事、解难题”工作台账，强
化综合分析研判，提高医疗资源利用率，
避免过度检查，切实减轻群众看病负担。

为解决重复检查难题，湟源县纪委监
委强化监督力度，推动检查检验结果互认
共享。通过系统梳理分析，明确互认标准
与项目，实现“基层检查＋总院诊疗”的高

效模式，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医
疗服务。制定《湟源县加快推进检查结果
互认工作实施方案》《检查检验结果互认
项目清单》等行之有效的制度机制，目前，
医疗机构公开互认检验项目达106项。

湟源县纪委监委还将提升患者就医
感受作为监督“靶心”，深入县医院门诊、
急诊、病房等点位，与医护人员、患者本人
及家属进行交流，了解到医院还存在就诊
挂号排队时间过长，自助挂号机功能单
一，一次挂号只限当天等问题。围绕患者
就医心声，第一时间以群众需求为导向，
向卫生健康部门下发工作建议，督促优化
挂号机制、简化就医流程。同时，会同湟

源县卫生健康局机关纪委、业务科室成立
工作组，构建“信息共享互通、信访举报规
范管理、监督推进统筹协调”三大机制。
在监督推动下，县内两家公立医院推出

“免挂号费”“分时段预约挂号”等贴心服
务，5.89 万名复诊患者受益，免除挂号费
58.9万元，减免诊查费3万余元，群众满意
度显著提升。

湟源县纪委监委强化“室组”联动与
“巡改”结合，在各医疗机构设立“流动服
务岗”“咨询台”，设置意见箱与监督电话，
多渠道收集民意，确保医疗服务政策落地
有声，群众诉求有回应，就医体验更舒心，
医疗为民真正惠及万家。

本报讯（记者 李晓娟）去年以来，西
宁市城中区坚持把大学生到村任职作为
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聚焦精挑优
储，着眼优育严管，围绕人尽其才，努力打
造一支“懂农村、善治理、干得好、靠得住”
的大学生干部队伍，不断提升农村干部服
务群众、推动发展的能力水平。

按照“区级统筹、乡镇负责、科学规
划、分步实施”的思路，城中区通过逐村登
记表册、建立微信群、电话沟通、登门拜访
等方式，细致摸排32个行政村300余名已
毕业大学生就业情况及回乡意愿，系统梳
理农业农村、人社、卫健等部门选聘大学
生、公益性岗位情况，建立“一村一册、一
乡一库”村级大学生队伍档案台账。结合
村级组织后备人才培养计划和村“两委”
班子整体运行情况，将有回村意愿的大学
生纳入村级后备人才库，建立动态更新机

制，扎实做好摸底和日常调研了解，全面
掌握大学生后备干部情况，表现突出的优
先作为补充推荐人选纳入村“两委”成
员。截至目前，全区到村任职全日制大学
生45名，行政村100%全覆盖，储备全日制
大学生后备干部98名。

在优育严管方面，城中区加强到村
任职大学生规范化管理，建立健全培训
教育、日常考勤、年底考核各项机制，
确保管育并重。结合到村任职大学生导
师帮带行动，安排“助苗”导师 29 名，

“育苗”导师19名，“扶苗”培育31名，
采取“结对子”培养方式，围绕基层党
建、村集体经济、公共服务等内容手把
手传授工作经验、面对面指导基层工作
方法、心贴心交流思想心得，确保到村
任职大学生思想上有人引、工作中有人
带、业务上有人教，让到村任职大学生

全面融入村“两委”角色。
同时，健全完善大学生到村任职服

务保障机制，按照固定标准发放生活补
助。综合大学生到村任职现实表现，注
重在产业发展、服务民生等急难险重任
务中考察识别干部，对表现优秀、实绩
突出的重点关注、跟进培养，按照“到
村任职大学生—村级后备干部—村‘两
委’成员—村党组织书记”选用链条，
实行“递进式”培养方式，确保大学生干
部使用上有梯队，选择上有空间。围绕基
层党建、基层社会治理等重点任务，科学设
岗定责，有计划地将到村任职大学生放在
重点工作、重要岗位上，针对性地培养提升
党务村务、创业富民、美丽乡村、基层治理、
群众工作等各方面能力素质，鼓励在村大
学生想干事、真干事、干成事，让更多本土
本乡大学生想回来、留得住、干得好。

本报讯（记者 师晓琼）近日，青海省
冬春季“青 BA”群众篮球联赛（西宁市大
通县赛区）暨2025年大通县篮球超级联赛

“村BA”篮球总决赛在一片欢腾与热烈的
氛围中圆满落下帷幕。

本次赛事由大通县文体旅游局主办，
大通县群体中心承办。赛事期间，来自大
通县各乡镇的14支冠军队伍、共168名球
员活跃在赛场上。这些球员中有朝气蓬
勃的年轻小伙，也有经验丰富的篮球老

将，他们怀着对篮球运动的热爱与对荣誉
的渴望，踏上充满激情的篮球之旅。赛场
上，球员们全力以赴，配合默契，进攻时如
猛虎下山，防守时密不透风。他们熟练地
运球、精准地传球、果断地投篮，每一个动
作都展现出高超的篮球技艺和顽强的拼
搏精神。一次次精彩的快攻反击、令人惊
叹的三分远投、力挽狂澜的关键防守，让
现场观众大饱眼福，欢呼不断。经过四天
的激烈角逐，最终极乐乡篮球队凭借出色

的团队协作和精湛的球技斩获本次比赛
的冠军，朔北乡、新庄镇篮球队分获亚军
和季军。

此次“村 BA”篮球总决赛的成功举
办，不仅为大通县的篮球爱好者提供了一
个展示自我的舞台，也进一步激发了广大
群众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在全县范围内
掀起了一股全民健身的热潮，对于推动全
民健身事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本报讯（记者 小蕊 摄影报道）锣鼓铿
锵迎春到，欢声笑语闹元宵。2月12日（农
历正月十五），元宵佳节，城北区祁家城村热
闹非凡，朝阳街道第四届民俗文化节——祁
家乡情主题活动在这里拉开帷幕。

走进祁家城村，处处张灯结彩，由村
民们自制的花灯格外抢眼，喜庆和热闹扑
面而来。11时许，在群众的欢呼声和期待
中，激昂的锣鼓声率先响起，精彩的社火

表演开始了。两条巨龙上下翻腾跳跃，时
而高耸、时而低卧，似飞冲云端又像入海
破浪、蜿蜒腾挪。紧接着，由村里青少年
带来的“别样”舞狮闪亮登场。当现代流
行音乐响起，他们脚下步伐轻盈，手中狮
头随着节奏或高或低、或左或右地舞动，
传统舞狮的沉稳大气与现代流行音乐的
活力激情碰撞，让人眼前一亮。随后太平
鼓、扇子舞等精彩节目一一呈现。其中，

传统非遗节目《大头罗汉戏柳翠》吸引了
众多目光。表演者头戴憨态可掬的大头
面具，以诙谐幽默的动作和表演，引得观
众阵阵喝彩，掌声不断。

中午时分，备受期待的“百家宴”正式
开席。一个个青海土火锅摆放在桌上，正咕
嘟咕嘟冒着热气，浓郁的香气瞬间弥漫开
来，锅里层层叠叠地码放着各类食材，满满
当当，十分丰富，村民们围坐在一起，一边
品尝着美味佳肴，一边亲切地拉着家常。村
委会还为大家准备了象征幸福和团圆的汤
圆，一碗碗汤圆递到居民手中，甜蜜的滋味
一直蔓延到心底。“村里办的这些民俗活动
实话好，今天看了热闹的社火，还吃了美味
的土火锅，心里暖洋洋的。”村民祁忠福说。

夜幕降临，300余盏造型精美的花灯
在祁家城村亮起，映照出一片温馨而祥和
的景象。朝阳街道办祁家城村党支部书
记李洪明介绍说：“祁家乡情民俗文化节
已连续举办了4年，旨在大力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丰富节日期间城乡群众文化
生活。这300多个花灯都是村民自制的，
花灯上有手绘的各种吉祥如意的图案，承
载着村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祝福。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村党支部将带领村民
们把日子越过越好。”

本报讯（记者 师晓琼）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近日，省博物馆在元宵佳节来临之际特别策划
举办了“重造非遗：当锦灰堆碰见湟源排灯”主题
社会教育活动，以匠心巧思连接历史与当下，20组
家庭报名参与。

据了解，本次活动以花灯为媒，通过讲述花灯
的历史文化、参观非遗展厅以及制作锦灰堆花灯
三个环节，带领观众走进非遗的世界，感受传统技
艺的魅力。花灯作为元宵节的重要象征，最早可
追溯至汉代，起初是宫廷祭祀的用具，后逐渐演变
为民间节庆的装饰。到了唐代，元宵赏灯已成为
全民参与的盛事，宋代更是将花灯艺术推向高峰，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灯彩文化。除讲述花灯的历史
渊源外，此次活动还介绍了宫灯、滚灯、孔明灯和
以“湟源排灯”为代表的排灯等不同的花灯种类，
让参与者领略了花灯跨越千年的文化脉络。

“锦灰堆”是中国传统艺术中独特的“碎片美
学”，以残破的古籍、书画、拓片等元素拼贴重组，
形成古朴雅致的残缺之美。在本次活动的“锦灰
堆花灯制作”环节，孩子和家长们亲手体验了锦灰
堆与排灯技艺的结合，安装花灯骨架、拼贴宣纸碎
片、绘制传统纹样、彩笔勾勒细节……最终点亮属
于自己的非遗小灯，让大家以“破与立”的创意进
一步理解了非遗传承的意义。

此次“重造非遗：当锦灰堆碰见湟源排灯”活
动，不仅让观众领略了花灯的历史文化，还通过互
动体验拉近了非遗与公众的距离。非遗不是静止
的“遗产”，而是流动的智慧，这个元宵佳节，省博
物馆还将推出不同形式的花灯活动，让古老技艺
与现代审美对话，为广大市民带来节日的欢乐与
文化的滋养。

省博物馆举办“重造非
遗”活动庆贺元宵佳节

城中区：到村任职大学生实现全覆盖

湟源县：精准监督“解锁”医疗便民新图景

城北区祁家城村百家宴香飘元宵节

大通县篮球超级联赛村BA总决赛圆满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