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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争先、挑大梁、作贡献！今年，
该区将坚定信心、实干争先，稳定预
期、激发活力，找准“进”的发力点，
夯实“稳”的支撑点，锚定“活”的突
破点，不断在融入和服务生态文明
高地、产业“四地”中心城市建设中
取得更大进展，高质量完成“十四
五”规划目标任务。

争取实现全区经济社会发展主
要预期目标：地区生产总值增长5.5%
左右；固定资产投资完成市定目标；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5%以上；完
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10%；居民
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保持同步。

厚植生态环境本底完善生态
保护治理体系，提升环境污染防治

成效，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发展；通
过打好生态牌、走好绿色路，以生
态“含绿量”提升发展“含金量”。

加速产业动能转换强力推动
现代服务业升级，奋力做大做强绿
算产业，促进房产市场平稳发展；
继续扛牢“五个中心城市”首位责
任，以高质量发展为牵引，在推动
产业发展上勇争先。

大力提振消费升级挖掘传统
消费潜力，加速创新消费模式，释
放文旅消费动能；打响从“西宁出
发”文旅品牌，让八方游客慕名而
来、尽兴而游、满意而归。

聚焦抓项目稳投资坚持高质量项
目谋划建设，增强精准招商引资实效；
不断在提升经济贡献度上勇争先，全
力以赴在转型发展上实现新突破。

促进城乡深度融合加速城市
更新步伐，推进精品城区建设，推

动乡村全面振兴；立足省会城市中
心城区定位，以现代化高品质城区
建设为抓手，让城乡融合发展成果
惠及辖区全体居民。

着力深化改革开放紧盯重点
领域改革，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切实发挥改革引领作用，推动标志
性改革举措落地见效。

立足群众幸福指数推动就业
扩容提质，织密社会保障网络，促
进优质教育增效，深化健康西区建
设，丰富文体服务供给；持续将把
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竭尽全力
把惠民生的事办实、暖民心的事办
细、顺民意的事办好，让人民群众
的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筑牢社会稳定基石奋力统筹
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坚持底线
思维，强化忧患意识，全力防范化
解各领域重大风险。

城西区：聚焦特色书写高质量发展精彩答卷
从数字城西全域治理率先投入，智慧社区实现数字赋

能，再到13项大型文旅活动举办，时尚活力让城市“金字招
牌”更加靓丽；

从一河碧水、十里锦绣的生态长廊，到文脉赓续、设计新
颖的“城市客厅”，再到商业集聚、人气十足的“商业聚集区”，
城市“双品质”建设蹄疾步稳，活力十足；

从一个个创新的“金点子”，到一个个务实的“新引擎”，
这个城区的发展动力更足、基层治理更精细，群众收获的幸
福感更足。

……
这是城西区在高质量发展征程中，擘画的一幅幅壮丽

图景。
人勤春来早，奋进正当时。
2月17日，城西区正式进入“两会”时间。翻开城西区

政府工作报告，“走在前作表率”的催征战鼓，再次擂响！
当下，城西区正坚定信心，久久为功，抓住用好一切有利

条件，把积极因素转化为发展实绩，以更具特色的现代化产
业体系，托起一个经济社会繁荣、活力动力充沛的新西区。

更加值得期待的是，城西区的2025年将依托更加富有
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努力在全市高质量发展中作出“勇
争先”的新成效，也一定会站在新起点、拿出新动力，干出“挑
大梁”的新担当。

城西区作为省会城市中心城区，产业
基础良好，区位优势明显，发展潜力巨大，
在全市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为了建设
一个幸福西区，城西区在城市建设和创新
基层治理方面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城区
品质领跑全省。过去一年来，城西区坚持
城市建管并重，完成3条智能步道、7.7公
里农村道路、3988户燃气管网更新等36
个项目。推行道路隐患风险五级管控模

式，对市政道路开展雷达探测1696条次，
修复道路1.16万平方米，整治病害1630
处。深入开展矛盾突出小区物业服务管
理问题“穿透式”调研，打造“党建引领+
物业管理”新路径。实施流动摊贩划区域
经营模式，规范设置340余个临时摊点。
持续开展户外广告专项整治，在全市率先
实现户外广告拆除动态“清零”，城市建管
形成共商、共建、共治、共享良好局面。

此外，该区多个治理手段走在前。
全覆盖制定村社地灾避险“一张图”，“叫
应”“叫醒”直达末端；创新实施安全生产

“三色”管理法，健全消防安全工作事权
清单；建成全省首个县（区）级食品快检
中心，填补了区级食品检验检测机构空
白；创新“安居”“乐业”诉源调解工作站，
成功调解百余件诉前案件，全区安全堤
坝不断筑牢。

本报记者 张国静

过去的一年，城西区坚持攻坚破
阻、奋勇前行，坚持抓改革、调结构、促
转型，坚持防风险、稳增长、保民生。

在生态文明高地中形成示范，在
产业“四地”中找准定位，在全省现代
服务业高地中深化改革，在全省普惠
金融示范区中迭代升级，在国际生态
旅游目的地中心城市服务标杆城区中
持续发力，在数字赋能社会治理中不
断迈进，在全民阅读示范区中创新引
领，多项事业在全市走在前、作表率。

2024年

小桥流水与花草树木相映成趣，花园般的城市
跃然眼前。城区大气、水质等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
善，一幅山水人城和谐相融的新画卷徐徐展开。这
是生态西区，也是环境宜居的城区。

过去一年，城西区持续巩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区创建成果，高标准完成第三轮中央环保督察
122件信访案件和146处雨污管网混错接问题整改并
全部销号。全流域全过程系统治理湟水河水环境，
深化“智慧+”巡河模式，湟水河出境断面水质稳定保
持在Ⅲ类。空气质量优良率为93.2%。深化“绿色细
胞”建设，着力开展餐饮油烟、噪声专项整治，生态环
境类投诉案件同比下降14.1%。成为全省唯一入选
国家环境健康管理试点地区。

来自城西区，走出城西区！这正是“甘霖工程”的迭
代发展，从“甘霖工程”开启，城西区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助力辖区经济发展。过去一年，城西区继续发挥区域特
色，迭代升级“甘霖工程3.0”，实体化运行青海甘霖融创
中心。数字城西全域治理11个算力应用场景率先投用，
两项案例成功入选全省优化营商环境典型经验做法。
昆仑算力案例荣获“2024世界智慧城市·中国区—产业
与经济大奖”。建成全省首个文旅产业服务中心，与省
内外文旅部门和企业协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受到外交
部等高规格考察团一致好评。半程马拉松实现市区联
办，成功举办明星演唱会等13项“金字招牌”文旅体活
动，接待游客、旅游收入均同比增长20%以上，被省政府
评为“以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为目标推动文化产业
和旅游产业发展势头良好、文化和旅游企业服务体系建
设完善、旅游带动消费水平高”的地区，“唐道·637”获评
省级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率先探索数据资产入
表，成为全省首个完成国有企业数据资产入表县区。

这是一个经济腾飞的城区，更是一个充满发展活
力的城区。过去一年，城西区攻坚克难，持续在高质量
发展中走出西区路径。通过精准落实“一表一单一图
一机制”，深研国家政策导向，500亿元项目库精准更
新。争取资金13亿元，挖掘社会投资13.38亿元，完成非
房固定资产投资19.16亿元，同比增长17.1%。深入推进
招商引资“领跑行动”，省外到位资金17亿元。大力发
展首店经济，35个首店品牌落户西区，销售额达4850
余万元。开展“内挖潜力”专项行动，盘活闲置资产
9.43万平方米。率先投入700万元区级促消费资金，叠
加国家省市以旧换新政策，拉动消费4亿余元。创新推
出“甘霖文旅卡”，带动消费约1076万元。全年实现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71亿元。强化乡村振兴“穿透式”
调研成果转化，阴山堂村山泉水厂等3个村集体产业类
项目落地，12个村集体经济收入总量突破4000万元。

第一站——守护绿水青山

第二站——深化改革创新

第三站——狠抓投资消费

“2024年城西区投资1.77亿元，实施
了八大类20项民生实事项目，突出就业
优先导向、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保障人
民健康……”这是城西区 2024 年的“民
生答卷”，也是兑现辖区群众的一份份民
生答复。

过去一年，城西区全年民生类财
政支出占比达 83.5%，8 类 20 项民生实
事全部兑现，城镇新增就业 6905 人，农
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2207 人次，高校毕
业生登记就业率达 92.63%。实施行

知、虎台小学改扩建和学校功能室改
造，新增学位 2031 个。大力推进“一校
一品”科学教育特色课程，获评全国中
小学科学教育实验区。推行“幸福养
老管家”新模式，爱老幸福食堂助餐人
次同比增长 106%。率先建成 6 个“社
区联合门诊”，推动“三甲”医院优质医
疗资源下沉基层。家庭医生服务模式
在全国推广，虎台、通海家庭医生服务
团队入选 2024 年度“中国家庭健康守
门人”团队入围案例。积极融入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市建设，文
亭巷社区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
范集体”。“残疾人服务一件事”工作经
验在全省推广。推动党建引领“有诉
必应马上办”创新机制与网格化管理
相融合，响应率、解决率、满意率综合
排名位居全市区县第一。“保交楼”“保
交房”项目如期交付，18 个小区不动产
证实现首登。一项项务实举措回应了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托起了群众
稳稳的幸福。

第四站——聚焦民生福祉

第五站——致力精益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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