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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晴空）“踩一踩千年古道的印
记，吹一吹河湟谷地的风”在刚刚过去的“五
一”假期，湟源各大景区修栈道、扮靓景点、升
级服务，从基础设施到游玩体验“火力全开”，
打造出最地道、最舒心的湟源之旅。全县上下
紧抓假日经济，积极作为，通过节前精心筹备、
节中有序组织，共接待省内外游客14.5万人
次，旅游人数同比增长18.4%，旅游综合收入同
比增长14.9%，星级饭店平均入住率达45.2%。

“浪山浪山浪河滩”品牌持续
节前，县文旅局联合县自然资源局、县生

态环境局、县林草局等职能部门，对2025年全
县新增“浪河滩”营地6家开展“一站式”审批
工作、审批通过2家，因水源保护地、耕地等生
态红线等原因取缔4家。对辖区内4家四星
级乡村旅游接待点开展复审工作，围绕服务
质量、设施配备、安全管理、环境卫生等方面，
依据评定标准严格复审，强化行业规范，提升
乡村旅游整体接待水平。

各大景区焕新 游客体验升级
日月山景区投入30余万元用于十几项

基础设施升级改造，沿着木栈道深入景区，
古道博物馆外全面更新。丹噶尔古城景区
推出共享自行车，让游客在古城街巷里慢悠
悠感受骑游乐趣，还有丹噶尔古城国装文化
季启动仪式暨古城IP人物发布会，“缘起丹
噶尔”开城仪式沉浸式演出，“五行之音”丹

噶尔古城千户仓小剧场沉浸式音乐会等精
彩的文化活动，让游客生动感受古城历史人
文典故、经济风貌及多民族文化特色。

大黑沟也上新了景区“焕新大礼包”，为了
让游客拥有更优质的游玩体验，景区斥资约11
万元，从多个方面开启“升级模式”。整个景区
将化作花团锦簇、绿意葱茏的生态画卷。还新
增了攀岩、抱石等特色项目，解锁新奇玩法。
还有徒步登山之旅，游客可以穿梭山林，探索
自然奥秘。“抓鸡烧窑”趣味活动让游客体验了
一把亲自抓捕散养鸡传统烧窑烹饪的乐趣！

多彩活动点亮湟源文旅盛宴
围绕“‘五一’惠游丹城燃动县域精彩”劳

动节活动主题，湟源县发放惠民消费券2280
张，进一步激发县域消费市场活力，释放消费
潜力。积极推进“农体文旅商”深度融合，并
成功入选第二批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
名单，进一步推动湟源文旅“出圈”。

此外，以丹噶尔古城为核心，精心举办“璀
璨丹城·锦绣河湟”青海丹噶尔古城国装文化
季活动启动仪式暨“缘起丹噶尔”开城仪式、

“趣话姻缘·重拾传统”媒婆说媒演绎之旅、“乡
韵五一，趣享田园时光”“四月八庙会”等各类
文化活动50余场，惠及群众达5.7万余人次。
联合相关部门、乡镇对全县A级景区、网吧、电
影院线开展安全生产全覆盖督导检查，成立检
查组7个，检查单位17家，出动人员34人次，确

保文旅市场安全无投诉、秩序井然。
在众多景区中，丹噶尔古城凭借省级历史

文化名城和4A级景区的深厚底蕴，以及精彩
纷呈的活动，成为湟源地区“五一”旅游热门榜
首。小长假期间，累计接待游客69447人次，单
日最高客流量达16109人次，旅游收入更是较
去年同期增长142%。而日月山景区依托悠久
的历史文化和如诗如画的高原风景，单日客流
量突破13000人次，让游客沉醉于文成公主故
事与壮美山河的交融之中。大黑沟、宗家沟等
景区也成功迎来今年第一波客流高峰期。

节后各项活动积极筹备热度不减
紧扣“以文旅定义定位城市”思路，湟源县

聚焦高质量发展主线，加快推动A级景区联动开
发，培育“非遗+旅游”“民宿+康养”“赛事+文旅”
等新业态，构建“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服务体
系。计划开展排灯艺术文化展演、高原风筝邀
请赛等品牌活动，拓展线上线下宣传渠道，提升
知名度和吸引力，持续擦亮湟源旅游文化名片，
不断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和智慧服务平台，健全

“有诉必应马上办”机制，推动服务质量提档升
级，全力进入旅游旺季“战时状态”。

电动自行车作为当下热门的代步工具，
凭借比自行车快速省力、不惧堵车的优势，
深受人们青睐，成为日常出行的好帮手。然
而，这份便捷背后，却藏着不少令人意想不
到的“安全炸弹”。看似普通的充电、停放操
作，一旦疏忽，就可能让代步工具化身“危险
源头”，在生活中埋下火灾隐患。那么，电动
自行车频繁“发火”为哪般？我们又该如何
正确使用，才能避免悲剧发生呢？

电动自行车六大安全隐患：其一，充电时
间过长是常见风险，部分车主习惯整晚长时间
充电，超过10小时，致使充电器外壳温度过高，

极易引发火灾；其二，室外飞线充电存在极大
安全隐患，私拉乱接的电线经暴晒、雨淋后易
漏电，若电线老化或电瓶出现问题，火灾一触
即发；其三，违规在建筑内共用走道、楼梯间、
安全出口处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一旦起
火，逃生通道将被阻断，极易造成人员伤亡；其
四，使用劣质充电器，这类充电器内部缺少保
护板，无法实现自我保护和断电，安全性极低；
其五，违规改装电动自行车，擅自改装动力电
源会破坏整车电气线路安全性能，增加电气线
路过载、短路等故障风险；其六，电动车内部进
水可能引发短路，进而导致车辆自燃。

为避免电动自行车起火、爆炸等事故，在
选购方面，务必选择正规合格的电动车及配
件，杜绝使用不合格产品带来的火灾风险；充
电环节，严禁在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
安全出口等区域停放或充电，更不能将电池带
回家充电，同时避免飞线充电；日常使用中，禁
止擅自改装电动车，不在易燃品附近充电，避
免整夜充电，尽量选择白天充电并充满及时断
电，还要防止电动车内部进水。 （记者 悠然）

本报讯（记者 小蕊 摄影报道）为深入贯
彻落实国家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和健康中国建设的战略部署，充分发挥中医
药推动“青藏高原康养先行区”建设中的独
特作用，挖掘和展示中医药康养行业职工的
精湛技艺与精神风貌，5月7日，城北区在黄
金海拔2200青藏高原康养中心举办中医药
康养技能邀请赛，来自全省各地的12家单位
18支队伍72名选手参赛。

据介绍，此次竞赛是城北区积极响应省
市关于打造高原康养特色产业高地战略号
召的关键举措，对进一步融入“一芯一环多
带”生态旅游发展格局、打造“高原康养度假
第一镇·北川青唐城嘉年华小镇”具有重要
示范意义。竞赛以“传承中医智慧，赋能高
原康养”为主题，旨在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
动精神、工匠精神，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
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竞赛
精心设置了中医临床技能、中药辨识与调
剂、中医护理技能以及中医药知识竞赛等多
个比赛项目，既是对传统医学精髓的传承发
扬，也是对高原康养技术的创新探索。

在中医药知识竞赛环节，选手们沉着应
答，围绕中医经典理论、高原特色药材应用
等内容展开激烈角逐，展现深厚理论功底；

中医护理技能竞赛区内，拔罐、穴位贴敷等
实操环节行云流水，选手们用规范的操作流
程与娴熟技法，彰显扎实的专业素养。评委
严格依据操作规范、流程完整性等标准打
分，确保赛事专业性与公正性。“在这次比赛
中，学到了很多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技能，
会把这次的学习成果运用到今后的工作

中。”城北区中医院一名参赛护士说。此次
竞赛不仅是对选手专业实力的检验，更是推
动高原康养事业发展的创新实践。

城北区将以此次竞赛为契机，深化中医
医联体建设，将竞赛成果转化为高原康养服
务能力，让高原特色与中医药优势深度融
合，擦亮“黄金海拔”高原康养品牌。

本报讯（记者 师晓琼 通讯员 洛布加）今
年以来，大通县以“培训育品牌、品牌拓市
场、市场促就业、就业促增收”为发展路径，
创新打造“大通护工”劳务品牌。通过“政府
搭台、企业参与、机构培训”的联动模式，实
现技能培训与就业岗位的精准对接，截至目
前，已完成850名护工技能人才培训，帮助学
员实现“结业即上岗”。

为打通培训就业“最后一公里”，大通县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开展形式多样的对
接活动。在东峡镇、桥头镇、长宁镇举办“护
航未来 直通万家”大通护工技能提升与就业

对接招聘会，采用“理论+实践”教学模式，邀
请行业专家授课，全面提升学员业务能力。

“通过政府给我们开设的培训课程，我
学习到了专业的照护知识，现在政府不仅教
给我们护工技能，还给我们提供了专场招聘
会，让我们从学习到就业一步到位。”培训学
员靳永秀说道。

在定向合作方面，大通县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积极与青海铂月嘉月子中心联动，
10名通过标准化育婴员技能培训的学员现
场签订劳动合同。同时，大通县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组织家政公司走进青林乡、多林

镇培训现场直招，提供月嫂、育婴员等100余
个岗位，39人达成就业意向。

近日，第四期保育员技能培训班结业典礼
暨就业签约仪式举行，20名学员现场与幼儿园
签订协议，标志着大通县“培训即就业”创新模式
取得新突破。据统计，大通县已举办4场“‘护’
航未来‘职’通万家”主题招聘及签约活动，800
余名学员参与，提供岗位400余个，200余人成功
签约。后续，大通县将持续优化“培训+就业”服
务链条，依托“护工之家”驻外服务站提供维权、
技能提升等保障，进一步擦亮“大通护工”劳务品
牌，为乡村振兴和县域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本报讯（记者 施翔）近年来，城东区始终
以促进儿童全面健康成长作为出发点和落脚
点，让困境儿童感受到社会的关爱和温暖，帮
助和服务困境儿童健康成长，织密织牢困境
儿童保护网，形成全社会关爱困境儿童的良
好氛围。切实保障儿童生存、发展、安全权
益，让困境儿童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
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2025 年 4 月初，东关大街街道办事处社
会救助工作人员在进行最低生活保障扩围提
质增效入户走访时，发现了马某某一家的特
殊情况。6岁女童马某某原本应是无忧无虑
的年纪，却因母亲意外离世、父亲锒铛入狱陷
入双重困境，年迈的外公外婆接过监护重任，
仅靠每月 1634 元的微薄退休金艰难维系生
活。区民政局与检察机关联合上门入户，检
察院送上书包等学习用品，区民政局工作人
员经过核查，马某某符合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救助条件，迅速为其办理相关手续，将其纳入
保障范围，当月即落实每月1050元基本生活
补贴，同步将马某某外公外婆纳入低保边缘
家庭。如今这个曾被阴霾笼罩的家庭重现生
机，马某某在幼儿园绘画课上用稚嫩笔触描
绘出“爱心书包”，外公颤抖着展示存折上每
月准时到账的补贴金额，外婆逢人便说“党和
政府给我们续上了活路”。那些如泰山压顶
的生活重负，已化作民生台账里跳动的温暖
数据，见证着国家监护制度如何为折翼的雏
鸟重筑暖巢。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为群众办实事，就
要想群众所想，忧群众所忧，急群众所急。下
一步，城东区将持续加大主动发现力度，紧紧
围绕“保民生、保稳定”这一目标，聚焦群众关
切，用心用情确保政策执行精准、工作落实有
力、群众服务全面，确保困难群众“应保尽保、
应救尽救”。

本报讯（记者 悠然）今年以来，城中区坚
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积极
探索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建设新路
径，通过聚焦和谐宜居、共享发展、基层治理、
多元传承、民生保障“五个嵌入”，推动各民族
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全方位深度
交融，构建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
的良好局面。

据了解，城中区统筹城乡发展，老旧小区
“5+N”改造模式成效显著，完成24条市政道
路雨污分流、10条道路管网改造；建成8个垃
圾分类示范小区，整治1200余处异味点；农村
清理垃圾2000余吨，新建户厕300座，城乡环
境焕然一新。同时，共享发展推动经济互嵌。
当地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城镇新增就业6900
人；举办超百场消费活动，拉动消费 9400 万
元。文旅产业蓬勃发展，3家新文旅阵地崛起，
水井巷等街区焕新，乡村旅游与夜间经济活力
释放，各族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另外，“有诉必
应马上办”、全科网格机制落地，2.6万件群众
诉求得到解决。“四方联动”机制下，街镇社区
党组织牵头，“板凳议事会”等平台让群众深度
参与治理，促进各族群众紧密团结。与此同
时，城中区打造“三馆两园”，讲好民族团结故
事；开展18场传统节日活动，通过“万人品腊
八”“文庙开笔礼”等，增进各民族文化认同。
持续完善教育体系，认真落实教学改革七项重
点任务，实施教育项目12个，被评为“全国义
务教育教学改革实验区、全国学校家庭社会协
同育人实验区、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
区”。持续完善教育体系，认真落实教学改革
七项重点任务，实施教育项目 12 个，被评为

“全国义务教育教学改革实验区、全国学校家
庭社会协同育人实验区、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
实验区”。医疗服务升级，重点人群家庭医生
签约覆盖率超85%、履约率超90%；“4+N”智慧
养老机构落地，7个社区日照中心升级，3.4万
人次享受到养老管家服务。

多点开花，湟源文旅“热力值”拉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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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自行车频繁“发火”为哪般？

850名护工实现“结业即上岗”

城北区中医药康养技能邀请赛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