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
2025年3月7日 星期五

编报室主办
责编 / 版面 / 奕月 校对 / 北方

新闻热线
8244111

广告热线
8230542

07A

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者”。
做好“山水”文章，打造生态之城，既是我

们必须扛牢的重大责任，更是不容错过的重大
机遇。

生态之城，正成为西宁发展最鲜明的标
识。西宁既是青海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生动
缩影，更是成果展示交流的重要窗口。聚焦生
态之城，着力构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现代
化路径，持续巩固好“一芯两屏三廊道”生态保
护格局，加快绿色低碳转型，打造生态宜居的
高原样板城市，实现生态环境与产业发展、宜
居生活良性互促、有机融合，这是西宁作为中
心城市的必然选择。

目标确定，行动落实。
我们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保护协

同推进，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加大林木抚育力
度，强化大气、水、土壤污染综合治理，系统规
划、有序推进公园、湿地建设，持续巩固“一芯
两屏三廊道”生态保护格局。

我们要抓实西宁国家植物园创建工作，
织密建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积极构建生
态环境保护全域监管体系，不断完善生态网
络格局。

我们要坚持以市场化方式有效推动生态
环境价值实现，探索碳汇交易等多元化产品价
值转化实现路径，推动生态环保与产业发展良
性互动。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让我们以打造生

态文明高地为引领，
保护好西宁的绿水青
山，让这座城市更加
宜居更有活力，让更
多人喜欢和向往这座

“生态之城”。
（施翔）

本报讯（记者 小蕊）为深入践行“共筑满意
消费年”主题行动，提升全省消费维权服务透明
度与公众参与度，3月6日，省市场监管局组织
开展12315服务热线“开放日”活动，邀请消费者
代表、企业代表等30余人走进青海省12315投
诉举报中心，借助“现场观摩、角色体验和对话
交流”的多元形式，让参与者深切体会到消费维
权工作的每一个环节，构筑起市场监管部门与
群众之间的“心贴心”交流桥梁，助力打造安全
放心的消费环境。

在青海省12315投诉举报大厅，工作人员现
场演示了消费者来电从接听、录入、分转到督办
的全流程，讲解“7×24小时人工应答”和“消费
投诉绿色通道”等便民机制运行情况。在“今天
我当接线员”体验环节，5名消费者代表戴上耳
麦，在专业座席指导下模拟处理来电咨询。“您
好，这里是青海省12315服务热线，请问有什么
可以帮您？”市民李女士现场接听模拟投诉电
话，学习工单录入规范和沟通技巧。她说：“亲
身体验了如何与消费者沟通，如何解答他们的
咨询，我对消费维权有了进一步了解，作为消费
者将更加放心。”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12315服
务热线作为全国统一的消费者服务热线，始终
秉持“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市场公平，共
建和谐消费环境”的服务宗旨，7×24小时全天
候服务，逐步成为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贴心卫
士”，无论是商品质量问题、服务纠纷，还是虚假
广告、价格欺诈等行为，12315都能快速响应，及
时转办，确保消费者的诉求得到有效处理。
2024 年，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12315 受理服务中
心通过来电来函、互联网、语音留言等方式共接
收咨询投诉举报178204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
损失共计1062.61万元。

打造生态之城，致力建设高原样板城市
——关注西宁打造“五个之城”系列报道之四

做好“山水”文章
打造生态之城

我们追求什么样的城市？
引用亚里士多德的一句话：“人们来到城

市，是为了安全地生活；人们留在城市，是为了
更好地生活。”

生态环境已经成为人们对一座城市美好
生活向往的重要组成部分。空气清新、环境优
美、居住舒适、交通便捷，体现着居民对城市建
设的强烈需求。

西宁致力做好“山水”文章，打造生态之
城！

持续巩固好“一芯两屏三廊道”生态保护
格局，加快绿色低碳转型，打造生态宜居的高
原样板城市，致力实现生态环境与产业发展、
宜居生活良性互促、有机融合。

西宁以生态优势定义我们的城市，持续擦
亮新时代美丽西宁亮丽底色！

感受盎然的感受盎然的““生态绿生态绿””

生态保护是城市的主旋律。回顾过去
一年的生态成果，西宁根植高原特色资
源，以“蓝天”为幕、“山水”为底、“河
湖”为线条、“公园”为色，让“生态”
焕发城市建设的新活力，也让高原百姓真
切感受到这份厚厚的生态福祉。

近年来，西宁市坚持“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实施了一系列重大生态
工程。南北山绿化工程持续推进，森林覆
盖率提升到37.8%；湟水河综合治理成效
显著，水质提升至Ⅲ类；城市绿地面积不
断扩大，西宁市的公园增加至 40 个，人
均公园绿地面积13.08平方米，市民群众
出门500米即能走进公园休闲绿地……这
些数字背后，是西宁人民对绿色发展的不
懈追求。

在生态治理过程中，西宁市探索出了
一条高原特色的生态修复之路。针对高原
地区干旱少雨、土壤贫瘠的特点，创新采
用了“乔灌草结合、封育管护并举”的治
理模式，成功破解了高原造林难题。同
时，通过建立生态补偿机制，调动了社会
各界参与生态建设的积极性。

西宁的绿色转型带来了显著的环境改
善，空气质量优良率连续多年保持在93%
以上，上榜 2024 中国蓝天百强城市；城
市绿化覆盖率超过40.39%，形成了“城在
林中、林在城中”的独特景观；生物多样
性显著提升，黑鹳、大天鹅等珍稀鸟类重
现湟水河畔。这些变化，让西宁市民真切
感受到了生态改善带来的幸福感。

打造生态宜居的高原样板城市打造生态宜居的高原样板城市

城市需要更多绿色、更多自然，已经
是基础共识。

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中挑大梁、勇争
先，展现省会担当，做好“山水”文章、
打造生态之城是西宁的重要任务之一。如
何实现生态环境与产业发展、宜居生活良
性互促、有机融合？西宁正在积极探索，
给出自己的答案。

持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立足西宁市
高海拔自然地理特征，巩固好“一芯两屏
三廊道”的生态保护格局，以落实好河湟
谷地人居环境提升为导向，把西堡生态森
林公园及周边山体划入中心绿芯，落实祁
连山生态保护要求，以提升水源涵养和生
物多样性功能为导向，以达坂山、日月
山、拉脊山三大山脉为基础，构建远郊生
态外屏。以改善城市人居环境品质为导
向，构建由中心城区南北山、大通县县城
和湟源县城两侧谷地丘陵地区组成的近郊
生态内屏。落实黄河流域上游生态保护要
求，依托湟水流域骨干水系，沿湟水、北
川河、南川河构建三条主干生态廊道，连
通生态网络。

记者从市自规局获悉，自今年 1 月
初，《西宁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
2035 年）》（以下简称 《规划》）出炉以来，
围绕生态宜居的新举措、新思路也随之产
生。要打造有温度的城市空间，在蓝绿
空间方面，构建多级城市公园体系，优
先补充湟水、南北川河两侧、主城核心
区的公园绿地；结合十五分钟生活圈，完
善社区级公园建设；以“见缝插针”的方
式增加口袋公园，实现“300米见绿，500
米见园”。

在绿色出行方面，建立以快速公交为
骨架、以常规地面公交为主体、以特色公
交为补充的公共交通体系，满足乘客多样

化出行需求。在慢行交通方面，依托绿地
与开敞空间、河湖水系、自然和人文资
源，构建覆盖市域的市、区、社区三级绿
道系统，完善安全通达的骑行网络和舒适
便捷的步行活动区域，提高慢行网络的连
续性和可达性，为市民运动、休闲、健身
等提供舒适安全的活动场所。

同时，建设具有河湟风韵的和美乡
村，根据不同类型村庄管控要求，分类引
导村庄发展，优化村庄布局、乡村产业布
局，实现村庄差异化发展。加强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依据乡村生态格局、自然肌
理、乡土风情等，实施乡村生态保护与修
复，塑造富有地域特色及乡野气息的乡村
风貌。

努力实现从努力实现从““城中建园城中建园””到到““园园
中建城中建城””转变转变

“我们以《规划》要求，做好统筹和
绿地布局，将以保障区域生态安全、改善
城市生态环境、提高人居生活质量为核
心，融合公园城市建设的新理念，探索从
公园建设到‘公园城市’建设，从‘城中
建园’到‘园中建城’的转变，结合国土
空间规划，科学制定西宁市城市绿地的发
展目标，合理构建市域、中心城区、城区
（城镇开发边界区） 等不同空间层级下的
绿地空间布局，有序推进城市绿地更新改
造，持续提升西宁城市人居环境，不断强
化园林城市绿化品质。”市林草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

市域层面，将重点保护市域范围内的
水源涵养区、自然保护区、国家森林公
园、国家湿地公园等区域生态核心，维
持区域自然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在保
护的基础之上，合理利用森林、湿地、
河流等生态资源，运用斑、廊、基的生
态理念，探索“公园城市+自然保护地”
新模式，引导整合西宁市域各县区的森
林旅游资源，打造精品游憩景区，设计
特色廊道，实现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
地的目标。

中心城区层面，将以线织网森林入
城，打通市、郊公园网络体系。立足城市
与山地过渡带建设，构建以绿芯为生态核
心，以水岸河道、沟道谷地为绿色纽带，
串联近自然的生态网络空间，充分利用
农、田、林、网的自然肌理，作为城市组
团之间的生态隔离绿地，打破原有山、

水、城之间相互独立的格局，以线织网将
西堡绿芯森林公园以绿道、冲沟修复等线
性方式串联入城，推进市、郊两级公园体
系的融合发展。

城区层面，将探索增存并举、多层次
体系的全龄友好绿地发展模式。结合西宁
市城区各区公园绿地的建设发展情况、社
会经济情况以及人口规模和布局，划定优
化提质区、增量建设区以及补充完善区等
三个分区。增量建设区，针对公园绿地严
重缺失的区域，从规划设计的源头贯彻公
园城市建设理念，实现从“城中建园”到

“园中建城”的转变，确保新区增加的绿
色空间服务均好；优化提质区，针对区域
内的老旧综合公园、社区公园、专类园、
游园等公园及绿地，进行有序更新，融合
周边各类用地，完善配套服务设施，让更
多市民享受到城市公园绿地的发展成果；
针对公园绿地各类指标基本达标的区域，
运用见缝插绿的方式，将林荫道、带状公
园、街旁绿地等小微绿地与历史街区融合
相连，打通历史街区与城市之间的界面，
构建西宁城市绿色文化客厅。

西宁植物园争创国家级植物园西宁植物园争创国家级植物园

西宁国家植物园是深入践行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的青海实践，是聚力打造生态
文明高地的重大课题，也是推动实现生态
功能最大化的重要载体。在打造生态之城
中，持续提升西宁植物园国家级创建十分
重要。

记者从该园获悉，自西宁国家植物园
创建工作开展以来，坚持规划引领，完成

“智慧管理平台建设规划”“园林园艺体系
规划”及“植物资源利用”等 11 项专项
规划，编制“迁地保护和科学研究规
划”，以规划引领，统筹提升植物园五大
基本功能。

“目前，西宁国家植物园创建工作已
取得初步成果，其中，植物迁地保护体系
初步构建，建立了‘一园多圃’的保护体
系，植物科学研究成果硕果累累，植物资
源开发利用亮点纷呈。”西宁植物园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接下来，西宁国家植物
园创建工作将按照 2025 年底力争满足国
家植物园设立条件，2026年申报国家植物
园的总体部署，聚焦重点工作攻坚克难，
推动植物迁地保护提标扩面。

（记者 张国静）

青海举办12315服务热线
“开放日”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