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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之城什么样幸福之城什么样？？让百姓生活更加让百姓生活更加
美好美好

让群众的心中想有着落，是幸福之
城的应有之义。

从吃得饱、穿得暖、住得下到吃得
好、穿得时尚、住得舒适，时代的“民生热
词”一直在变，不变的是人民的幸福追
求。

关注一老一小，兜底基本民生。
西宁持续优化养老服务设施供给，

年内投资 1645 万元，通过新建、改建及
能力提升，实施 5 个养老机构建设及能
力提升项目；为 160 户特殊困难老年人
家庭实施适老化改造，增强老年人居家
生活的安全性和便利性。年内为全市6
万余名特殊困难老年人进行综合能力
等级评估工作，全面了解健康状况、生
活自理能力、认知功能、精神状态等，根
据能力等级提供分层分类专业化养老
服务。

2 月 20 日，西宁启动首批 15 所新优
质成长学校建设。预计 9 月底前建成
投用 14 所中小学、幼儿园，年底前初步
建成智慧教育平台。完成西宁第七中
学、湟中区多巴第二高级中学等 5 所学
校新改扩建项目，规划新增中小学学位
3500 个。完成西宁市第十三中学、大
通县第二完全中学等 5 所学校运动场
馆建设，推动学校体育教学设施条件提
质升级。启动实施湟中区田家寨中学、
大通县第一完全中学等 5 所学校改扩
建项目。

做优便民生活圈，提升城市宜居度。
西宁市商务局科学划分聚集式、分

布式、街坊式便民生活圈运营模式，以党
建服务中心为凝聚力，引领街区物业公
司发展电器体验店、美容养生馆、早餐
店、健康教育、托育养老、烘焙店等多样
业态，打造服务优质、商居和谐的社区生
活圈，年底前打造基本保障类生活圈15
个。指导各区以现有商业步行街为核
心，嵌入茶吧、休闲阅读室、幼儿手工等
服务功能，让体验式消费真正落到“家门
口”。同时，在商业中心注入党建智慧便
民服务站，为群众提供智慧停车场等线
上服务功能，实现品质提升类生活圈10
个。

端稳就业饭碗，守牢幸福底线。
我市将针对高校毕业生提供“1131”

精准服务，强化政策性岗位保障，加大
“组团式”就业力度，实施好“三支一扶”
计划招募，落实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募集
计划。针对农村劳动力做好“点对点”输
送，加强东西部劳务协作，实施劳务品牌
提升行动，深挖带动就业潜力。针对困
难群体持续推进“政策扶持+援助服务+
公岗安置+权益维护”的四位一体援助体
系，帮助实现就业。

从“惠民”到“悦民”，从“满足需求”
到“追求卓越”，幸福，应该具体可感、触
手可及，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西宁正在
阔步前行。

幸福之城什么样幸福之城什么样？？城市管理更加人城市管理更加人
性化性化

城市工作做得好不好，老百姓满意
不满意，生活方便不方便，城市管理和服
务状况是重要评判标准。

“城管为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经营

场所，再也不用东奔西跑了，心里特别温
暖。”面对南滩城管中队的暖心之举，一
位摆摊的老人感动地说。

老人的感激之举是全市城管部门实
施人性化管理的具体体现。日前，南滩
城管中队在日常巡查中发现辖区内部分
老年人因生活需要，在街头摆摊售卖针
线、鞋垫、手工制作等物品。由于年龄较
大、行动不便，老人难以找到固定经营场
所，常常面临风吹日晒和占道经营的困
扰。为解决这一问题，南滩城管中队在
翠南路为65周岁以上老年人施划了一处
便民服务点，为他们提供了安全、规范的
经营环境。

如此种种的人性化管理正在西宁处
处实践。在推进城市管理人性与情理、
法理兼备的过程中，全市城管部门执法
人员深入落实“首违免罚”“轻微不罚”措
施，更多采取主动服务、靠前疏导、劝告
提醒手段，增进了商贩与执法人员之间
的信任和理解，让摊贩与城管从“你赶我
躲”变成“和谐相处”。

干净整洁的大街小巷，扮靓了城市
“面子”，是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指数，
而做实城市“里子”，提升市民生活品
质，则需要高效的生活垃圾转运处理体
系。今年，我市城管部门全面加强分类
源头减量、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
输、分类处置等环节的协调运作，通过
建立健全制度体系，规范示范居民小区
居民投放行为，夯实两网融合建设等，
力争在 2025 年基本建立配套完善的生
活垃圾分类法律法规制度体系，做到主
城区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设施
覆盖率达 96%以上，改造提升投放点
（站）数量占比达 70%以上，生活垃圾回
收利用率保持在 40%以上，资源化利用
率 89%以上，示范居民累计户数覆盖率
达70%。

城市管理一直是市民洞察幸福的一
扇窗口。在放与管之间，西宁市城市管
理部门用精致之功全力守护着一隅烟火
气，让市民从干净整洁的街道中、从人性
化的城市管理中、从生活垃圾高效处理
中感知幸福。

幸福之城什么样幸福之城什么样？？民生实事落地生民生实事落地生
根根

幸福之城，不是在抽象口号里表达

关怀，一定是融入群众生活的点点滴
滴。幸福之城，关键是要满足“人”向往
美好生活的合理需求。

每年两会之时，市民最关注的就是
民生实事清单，这是政府部门全年工作
的“军令状”，也是顺应民生关切，以群众
事为事的生动实践。

城南全民健身中心自2014年投用以
来，为该区域及周边群众提供了有效的
健身场地供给，但由于多年使用，场地内
设施逐渐出现老旧破损等情况。今年，
城中区政府公布的民生实事中，升级改
造城南全民健身中心这一项目被列入其
中。

今年，城中区文体旅游科技局积极
向上级主管部门争取到中央彩票公益金
400万元，将用于全民健身中心各方面修
缮与器材配备，改造范围主要包括土建
改造、消防改造、节能改造、防水改造及
基本的室内外装修设计。目前项目方案
已获批复，计划在4月开工，年内可完成
建设。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是重大民生
工程。2025年城北区计划实施永兴家园
等22个老旧小区5776户主体改造；对路
桥、颐贤新城等27个小区5912户进行基
础设施改造；实施山川小区、地矿小区等
楼梯间封闭、暖气管入地、户表改造等提
质赋能工程。此外，备受民生关切的住
宅小区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工程项目将实
施小桥大街、祁连路、朝阳西路等6个小
区33部住宅楼老旧电梯更新，完善老旧
小区基础设施功能，让老旧小区重新焕
发生机与活力。

残疾群体的关心关爱是城市温度
的具体体现。今年，我市将为 800 名 0
岁至 17 岁残疾儿童和青少年提供康复
训练、医疗手术、辅助器具适配。为
1000 名智力、精神、重度肢体残疾人提
供寄宿托养、日间照料、居家安养服
务。

幸不幸福，群众的笑脸是最根本的
考量。在打造幸福之城的进程中，西宁
始终把群众意见作为参考坐标，把百姓
期盼作为努力方向，服务好市民生活的
每一个细节，让群众在安居乐业间、人来
人往中、欢声笑语里，找到幸福之城的发
展秘诀。

（记者 李晓娟）

本报讯（记者 小蕊）让城市“血管”更畅通！为进
一步提升城市排水能力，保障汛期排水系统正常运行，
我市排水公司及早谋划、精心部署，于3月10日起全面
启动春季排水管网清淤工作。此次清淤工作覆盖我市
市政各道路排水管网，旨在消除管网堵塞隐患，确保雨
季来临时城市排水畅通，有效防范积水风险。

城市排水管网作为城市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保障城市居民的正常生活，提高市民生活质量，
营造良好城区平安和谐的社会环境，有着极其重要的
意义。由于长期使用和自然沉淀，排水管网中容易积
累淤积、垃圾等杂物，管道堵塞、排水不畅，甚至引发汛
期内涝、环境污染等问题，严重影响城市运行和市民生
活质量。本次清淤范围包括主城区市政道路及周边各
园区重点道路的地下排水管网，特别是易积水路段及
低洼地带的排水设施。为确保清淤效果，将采用“人
工+机械”清淤、高压冲洗等多种技术，结合内窥镜、管
道机器人排查等方式，分阶段、网格化对各路段管网进
行清淤，并优先处理历年汛期易积水区域，确保在雨季
来临前完成重点区域的清淤任务。同时，在清淤过程
中还将对排水管网进行全面排查，及时发现并修复破
损管道，进一步提升排水系统的整体运行效率。

西宁市排水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与往
年不同的是，为提升清淤工作的精准性和效率，今年我
们在清淤工作中应用多项技术，利用管道机器人、管网
内窥镜等设备对管网内部进行实时监测，通过这些设
备，工作人员可以清晰掌握管网内部的淤积情况，精准
定位堵塞点，避免盲目清淤。工作中管道机器人首先
精准定位淤堵点，高压疏通车进行分解清洗淤泥、真空
吸污车同步抽吸，这样的工作方式将有效提高清淤工
作效率，减轻了对交通的影响。此外还将结合清淤工
作，建立排水管网‘一路一档’信息台账，将清淤进度、
管网健康状况等数据进行实时登记备案，便于后续管
理和维护。”

为保证排水管网清淤工作的顺利开展，市排水公
司呼吁广大市民在日常生活中注意保护排水设施，请
勿将生活垃圾、油污等废弃物随意倾倒至雨水井、排水
管网中，减轻排水系统的负担，共同维护城市排水系统
的畅通。市排水公司也将争分夺秒推进清淤工作，市
民若发现排水管网堵塞及污水外溢等问题，请及时通
过排水热线0971-6132482进行反映，市排水公司将第
一时间进行处理。

人人期盼幸福，幸福从何而来？
面对“做好‘民生’文章，打造幸福之城”的命题，不

靠海、不沿边的西宁，靠什么破题出圈。
幸福之城，关键是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
我们要把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可及性作为重点，

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实际
问题，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积极创新公共服务供
给模式；注重以无形铸有形，加快构建互嵌式社会环境
和社区结构，促进各族群众深度交往交流交融。依法
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全面提升宗教事务治理能力。精
准把握人口增长趋势，不断提升新市民群体社会保障
水平。有效发挥“一芯”辐射带动作用，探索避暑经济
等新业态新模式，擦亮“中国夏都”金名片。

幸福不是虚空的语言，而是实际的感受；人民的幸
福指数，就是城市的发展高度。打造幸福之城，就是要
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期盼，视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指示
器”、民心向背的“风向标”、社会运转的“预警器”、日常
生活的“晴雨表”。

奋斗是最鲜明的底色，实干是最嘹亮的号角。当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的精神深藏于城市底蕴，当所有梦
想实现于奋斗，我们的幸福
之城，必定托举起全市人民

“稳稳的幸福”，成为西宁人
心目中最温暖、最留恋、最
能触摸心底温柔的家乡，一
座能留住人的城市，一座来
了就不想走的城市。

（施翔）

打造幸福之城 西宁的温暖承诺
——关注西宁打造“五个之城”系列报道之五

做好“民生”文章
打造幸福之城

春季排水管网清淤
即日起全面展开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
大事。

西宁，这座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高原城市，正
以非凡的勇气和决心，精心勾勒着“五个之城”的宏
伟蓝图，而“幸福之城”则是其中最温暖人心的篇
章，承载着市委市政府对市民最真挚的承诺。

聚焦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民生最突出的短板、
生活最现实的需要，为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而为之奋斗，让幸福之城的底色越来越饱满鲜明。

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持问需问计问效于民，

着力把百姓“心愿单”变成建设“施工单”，“问题清
单”变成民生“成效清单”，把民生关怀精准送到群
众心坎上，让群众的幸福感越来越强。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省委“强省会”的发展
定位，西宁持续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民生文章，答好
幸福之城的时代问卷，站稳人民立场，厚植为民情
怀，透过升腾的烟火气，致力于高质量实现充分保
障的就业、高质高效的医疗、人民满意的教育、精细
化人性化的城市管理、方便快捷的生活圈，让西宁
的发展成果更加公平地惠及每一个市民。

海龙海龙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