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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的城中区，经济社会发展呈现
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2025年的城中区，对标高质量发展要
求，更加坚定、更加主动发挥首善之区作
用，坚定信心、实干争先。

“加快建设现代美丽幸福大西宁中央
活力区”这是城中区结合自身实际定下
的“军令状”。2025 年，城中区将怎么
干？如何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5%以
上；完成固定资产投资（非房）15亿元；城
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 5.5%以内；全体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
步；南川河、湟水河断面水质稳定保持在
Ⅲ类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
例完成市定目标，能耗强度、主要污染物
减排控制在市定目标内。”的目标？今
年，城中区全区上下鼓足干劲、久久为
功，从七个方面打好攻坚战，努力以实干
作答，用实绩交卷，精心勾勒出一幅高质
量发展的恢弘图景。

聚焦扩大内需，打好投资消费提
级攻坚战

重点推介水井巷中央商务区、南门大
世界等 8 个重点项目，全力推动“金融+、
文化+、数字+”等新业态落户城中区。年
内完成省外到位资金14亿元，完成签约目
标任务25亿元，盘活各类闲置楼宇面积不
少于15万平方米。

健全“专班抓项目、专员跟企业、
专 项 解 难 题 ”工 作 机 制 ，推 动 58 项 重
点项目及时开工建设，排水管网更新
改造等 6 项超长期国债项目完成建设
任 务 。 紧 紧 抓 住“ 两 重 ”“ 两 新 ”一 揽
子 增 量 政 策 机 遇 ，聚 焦 生 态 环 保 、地
质灾害治理等领域，加大“谋、跑、争”
的力度，改进“保、服、解”的环境，推
动形成接续不断、滚动实施的项目储
备机制，确保谋划项目总投资不少于
100 亿 元 、争 取 资 金 不 少 于 10 亿 元 。
积极创建香格里拉、麒麟名都特色文
化 街 区 ，释 放 大 新 街 、南 京 路 等 夜 间
经济活力，让商业街区成为新的打卡
地和消费圈。

聚焦转型升级，打好产业发展提
质攻坚战

深入推进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
中心城市建设三年行动，以“飞地”形式提
升改造总寨塬、泉尔湾垣农业科技产业
园，加快建设蔬菜集约化育苗基地等6个
涉农项目。推动商贸流通、批零住餐等行
业赋能发展，扩大水井巷·巷中井影响力，
推进“西宁印象”网红街市尽快投用。依
托青藏公路文化体验馆，谋划举办零公里
越野挑战赛、文峰碑山地自行车赛等精品
赛事，努力把“赛事流量”转化为“经济增
量”。

聚焦绿色发展，打好生态保护提
升攻坚战

投资 1760 万元实施湟水流域山水林
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建设项目，
加快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市政道路排水
防涝管网改造项目进度，推进南川河流
域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提升环境风险
防控水平。深入开展城乡国土绿化行
动，完成林木多样化精准提升 3 万亩、退
化林修复 1 万亩、有害生物防控 3 万亩，
森林覆盖率达到 31%以上。加快绿色低
碳转型。建设全域“无废城市”，推动向

“低碳城市”升级跃进，实施微型垃圾中
转站和高速直流充电桩建设项目，年内
建设充电站不少于4个。

聚焦潜能激发，打好深化改革提
速攻坚战

在稳商、固商、引商方面聚焦聚力，提
升政务服务、市场监管、法治保障、信用建
设、创新创业“五大环境”，推动有效市场
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深化行政审批制
度改革，推进“一网通办、一窗通办”，让

“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创新执法方
式，面向企业推行“免打扰”执法，面向群
众推行“柔性”执法，积极维护公平竞争市
场秩序。积极融入兰西城市群、西宁海东
一体化发展战略，促进创新要素深度融合
和产业链上下游对接，推动政策沟通、设
施联通、民心相通。

聚焦民生福祉，打好民生保障提
优攻坚战

落实稳岗就业补贴政策，拓宽高校毕
业生、退役军人、“零就业”家庭等重点群
体就业渠道，开展中式烹饪、养老护理等
技能培训不少于500人次。加大“人才夜
市”“直播带岗”等求职招聘活动频次，举

办招聘活动 30 期以上。培育壮大“蓝师
傅”“藏毯艺匠”劳务品牌，完成城镇新增
就业6600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不少于
7000人次。健全根治欠薪制度体系，切实
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投入使用万科星
光、塘土湾幼儿园，满足人民群众“上好
园”需求。投资6.5亿元推进春晖小学、观
门街小学、南川九年一贯制学校等项目，
新增学位4400余个。

聚焦功能完善，打好城市建设提
档攻坚战

合理布局优质公共资源，推动时代大
道两侧道路通达先行，加快万科城、红星
天铂等小区周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2亿
元谋划实施城市更新工程，推进宏觉寺
街、翠南路等老城区道路提升项目。积极
争取资金实施楼本体改造和153个小区基
础设施改造项目。稳妥有序推进总寨片
区4村212户地质灾害避险搬迁任务。开
展供暖“冬病夏治”工作，深入排查建筑领
域风险隐患，做好 1.4 万栋自建房动态监
测，按期完成保交房项目。编制莫家沟村
等村庄规划，推进塘土湾家庭农场、王家
山养殖园区等项目，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向
村覆盖、向户延伸。

聚焦风险化解，打好平安稳定提
效攻坚战

加快推进森林防火、防汛抗旱、防灾
减灾3个物资能力提升工程，实施应急物
资储备库信息化改造项目，推动中区“智
慧消防”建设。坚持将“全科网格”和“有
诉必应马上办”机制贯通落实，巩固好解
决真问题、真解决问题的做法和成效，推
动群众诉求高效办理、解决到位、满意办
结。投资 6800 万元更新改造 170 台老旧
电梯。全力推动水磨新村、元堡子片区新
村复工建设，争取资金实施南川东路576
户危旧房改造。 （记者 李晓娟）

城中区：以实干作答用实绩交卷

本报讯（记者 悠然）为深入落实国
务院办公厅《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
条整治行动方案》，进一步强化电动自
行车停放充电安全管理，有效预防电动
自行车亡人火灾事故，2月24日，青海
省消防救援总队发布电动自行车亡人
火灾风险提示。

据了解，此次提示针对多种常见
且危险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景
进行了风险剖析。在住宅建筑首层，
若电动自行车在安全出口、窗户阳台
附近停放或充电，一旦起火，安全出
口将被火焰和有毒烟气封堵，居民疏
散逃生受阻，楼内人员盲目穿越火灾
烟气逃生极易吸入有毒烟气导致伤
亡；部分外墙使用易燃可燃外保温材
料且居民在窗户阳台堆放可燃物的
建筑，电动自行车在此处起火，会引

燃周边物品并使火势向上、向内蔓
延。

在住宅建筑不符合消防安全条件
的架空层，由于未与住宅区域有效防火
分隔，电动自行车起火后，高温有毒烟
气会通过楼梯间、外墙蔓延，导致火灾
横向蔓延至室内。而在住宅建筑公共
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以及地下车库
停放或充电的电动自行车，起火后产生
的高温有毒烟气会沿疏散通道扩散，影
响居民逃生，尤其在地下车库，起火车
辆易引燃周围多辆电动车，火势会迅速
扩大。

居民将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放置
在室内停放或充电，以及携带其进入
电梯的行为也存在极大风险。室内
起火会引燃周边物品，产生大量有毒
烟气危及屋内人员；电梯内蓄电池故

障起火，密闭环境会使人员疏散困
难。此外，沿街门店和销售维修场所
也不容小觑，若电动自行车在 1 楼大
厅门口停放或充电起火，高温有毒烟
气会通过楼梯间蔓延，楼内人员难以
逃生；销售、维修店铺内有住宿休息
场所且堆放大量电动自行车和蓄电
池，一旦起火，店内人员难以快速疏
散。

青海消防呼吁广大居民和相关场
所负责人，务必高度重视电动自行车停
放充电安全，及时排查消除火灾隐患，
保障生命财产安全。

2月25日下午，阳光轻柔地透过窗帘缝隙，在地
板上洒下斑驳光影。记者面前，坐着一位干净利落
的女士，她叫小英。短发下的脸庞五官精致，眼神
中透着坚定与期待。此刻，她正在讲述一个追寻多
年的故事——关于自己亲生父母的下落。

“我今年38岁了。”小英轻声说道，带着岁月沉
淀的平和，“1987年秋天，我被亲生父母遗弃，而后
被现在的养父母收养。”话语里听不出丝毫怨恨，更
多的是对往昔真相的探寻和对未来的渴望。

小英的养父母，是西宁的一对善良夫妇。在她
的记忆里，养父母自始至终都将她视为掌上明珠，
给予她毫无保留的爱与关怀。然而，随着养父母年
事渐高，他们心底始终悬着一个心愿——希望小英
能寻到亲生父母和兄弟姐妹，让她的人生更加圆
满。

“妈妈说，我是1987年秋天被收养的。”小英告
诉记者。据她的养父母及其他亲人讲述，当时尚在
襁褓中的小英，在原海西州办事处家属院对面的一
家旅馆里，被交到了养父母手中。她的亲生父母来
自格尔木一家石油企业。自那时起，她便成了养父
母家中的一员。

在小英的成长过程中，她从未因自己的身世而
感到自卑、痛苦，反而始终心怀对养父母的感恩。
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内心深处对亲生父母的
思念愈发强烈。她渴望知道自己的来处，也盼着能
让养父母安心。

小英提到了一个人的名字：陈珍。陈珍曾是养
母家的邻居。“陈阿姨（陈珍）知道我妈妈不能生育，
刚好有一对夫妻（小英的亲生父母）生了一个女儿，
想找人抚养。”小英回忆道。陈珍在小英与养父母
之间牵起了命运的红线，是她促成了小英与养父母
的缘分。然而，38年过去了，小英提供信息的大多
数地方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今连陈珍的住处
都无处可寻。

为了帮助小英寻找亲生父母，记者联系上了小
英的舅舅穆先生。穆先生提供了更精准的线索：

“她（小英）的亲生父母从格尔木来，两人是新疆口
音，听说在格尔木炼油厂工作。”穆先生还提到，小
英被抱养的时间大约在1987年9月或10月。

带着这些线索，记者拨通了格尔木炼油厂办公
室的电话。了解情况后，炼油厂办公室的王姓负责
人迅速查询，很快给出回复：“我们厂 1993 年才建
厂。”这唯一的线索，瞬间中断。王负责人还提及，
格尔木炼油厂前身是花土沟炼油厂，并提醒，西宁
周边早年也有小型炼油厂。

线索中断了，但小英眼中的希望却未灭。她的
眼神里充满了期待：“我不恨也不责怪任何人，就想
找到他们，让养父母放心。”小英说，她把最后的希
望寄托在了《西宁晚报》。

记者了解到，小英生活平凡，她期望借助媒体
之力，让更多人知晓她的故事，或许有人能提供关
键线索，助她找寻到亲生父母。

小英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亲情的力量，也让
我们感受到了时间的无情。38年过去了，许多事物
都已改变，可小英对亲人的思念从未动摇。她渴望
团圆，渴望寻根，这份执着令人动容。

在此，本报面向社会征集小英亲生父母的线
索。如果您知道任何关于小英亲生父母的线索，请
与我们联系（金记者 18797339731）。让我们携手，
一起帮助小英跨越漫长岁月，找到她的亲生父母，
为她的寻亲之旅画上一个圆满句号。

我们期待有一天，小英找到她的亲生父母，与
他们团聚，让这份跨越38年的亲情得以延续。

（记者 金华山 摄影报道）

我省发布电动自行车亡人火灾风险提示

跨越跨越3838年的寻亲年的寻亲：：

小英的希望与等待

安全生产 责任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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