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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群众如沐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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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晴空）近年来，湟源县
以国家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建设
为契机，依托唐蕃古道历史文脉与河湟
非遗资源优势，构建文化引领的城乡融
合新格局。

湟源县通过非遗活化、数字创新、文
旅升级三大路径，打造“文化铸魂—产业
兴村—城乡共富”发展体系，既为青海国
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提供实践样板，又
以文化赋能助力西宁彰显省会担当，同步
夯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申报基础。

政策驱动激活双循环，创新政策扶持
机制，2024年投入529万元激励88家文旅
企业，联动东西部协作资金46万元发放
消费券撬动消费1200万元，市场活力提
升37%。重点推进丹噶尔古城提升、宗家
沟景区开发等15个项目，建成日月藏族
乡风情小镇等4个标杆工程，形成“古城+
生态+非遗”产品矩阵。全年推出四季主题
文旅活动，2024年接待游客397.8万人次，
旅游收入 6.96 亿元，同比增长 29.8%和
39.9%，为名城申报注入强劲动能。

非遗IP赋能文化内核，全年举办“双
宁灯会”“河湟民俗巡展”等60场品牌活
动，吸引游客超150万人次，丹噶尔古城
入选中国生态文旅名录。创新“传承人+
工坊+企业”模式，新增56名县级非遗传
承人及 3 家市级工坊，研发便携式排灯

等文创产品百余种，非遗产品年销售额
破千万元。推动非遗项目进驻景区，带动
农户人均增收3200元，形成“保护—转化
—反哺”闭环，塑造湟源文化新名片。

数字融合“焕活”文保价值，创新名城
保护模式完成全域文物田野调查，新发现
文物点4处，建成文物VR展馆及3D标注
系统，推出虚拟民俗展室5个，开发“印记
湟源”系列文创20余款，短视频传播量超
500万次。联动学校开展“古城探秘”等25

场研学活动，惠及青少年1.2万人次。强化
城隍庙等21处文保单位数字化巡查及测
绘，构建“数字保护—创意转化—研学传
播”链条，探索科学化文保新路径。

湟源县探索高原古城振兴新路径

本报讯（记者 王琼）近日，湟中区农
业技术推广中心在李家山镇开展了三项
重要农业试验，分别是“非粮化”耕地恢
复模式研究试验、马铃薯水肥一体化不
同水溶肥筛选试验以及马铃薯（微型薯）
品种对比试验。这一系列试验旨在推动
湟中区农业高质量发展，提升农业生产
效益，保障粮食安全。

“非粮化”耕地恢复模式研究试验，
致力于探索科学有效的耕地恢复路径，
采用前茬树苗+有机肥+配方肥等多种
方式对比分析，为湟中区合理利用耕地
资源、稳定粮食种植面积提供有力依据。
该试验对于遏制耕地“非粮化”趋势，确
保粮食生产的可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

在马铃薯水肥一体化不同水溶肥筛
选试验中，技术人员用多种水溶肥进行
测试，观察其在马铃薯生长过程中的实
际效果。通过精准施肥，实现以水促肥、
以肥调水，达成水肥耦合，从而提高马铃
薯的产量和品质，同时减少水资源和肥
料的浪费，推动农业绿色发展。

马铃薯（微型薯）品种对比试验，集
中于对不同品种的微型薯进行种植对
比。此次试验将从产量、抗病性、适应性
等多个维度对各品种进行评估，筛选出
最适宜本地种植的优良品种，为后续大
面积推广提供科学参考。

据了解，2025 年，湟中区结合耕地
“非粮化”整治和管控工作，在粮油作物

大面积增产提升方面做文章，扶持全区
近5000亩的整治地块。恢复粮油种植，主
要推广增施有机肥，全膜覆盖水肥一体
化，新型肥料示范和优良品种的推广等
新技术。

这三项试验是湟中区农业科技创新
的重要举措，将为全区农业产业结构调
整、农民增收提供技术支撑。后续，湟中
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将持续跟踪试验进
展，及时总结经验，确保各项试验取得预
期成果，并将成熟的技术和品种向全区
推广应用。此次系列试验的开展，标志着
湟中区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又迈出了坚
实一步，有望为全区农业发展带来新的
突破与变革。

本报讯（记者 刘瑜）“AI直播系统如
何颠覆传统营销？”“绿色算力怎样赋能
产业转型？”在城中区“AI赋能中芯人才
扩容蓄能”人才沙龙现场，参会者的提问
声此起彼伏。5 月 15 日，城中区以“西宁
人才周”系列活动为契机，聚焦“人才引
领驱动”定位，邀请绿算领域知名专家，
串联项目展示、主题演讲、观摩互动等环
节，以充满科技感的议题和沉浸式互动，
拉开了人才与产业双向赋能的序幕。

活动现场，青海云动时空数据有限公
司创始人隋珠带着“企业商业数字化AI视
频直播运营系统”项目率先亮相。大屏幕上，
智能化直播场景实时切换，个性化互动弹幕
不断弹出。“传统直播需要十人团队，现在AI

系统只需两人就能完成全流程运营。”隋珠
的讲解引发台下热议，着眼AI技术赋能产
业升级与人才培育等问题，参会者纷纷展开
追问，思维火花在交流中不断迸发。

“算力不仅是技术命题，更是绿色发
展的新引擎。”青海移动算力分公司行业
经理、阿里云 ACP 和华为 HCIP 双认证
项目管理工程师马生龙的演讲，则将焦
点转向云计算与绿色算力。他结合行业
前沿趋势，围绕“云计算与青海绿色算力
产业发展基础概况”“青海移动绿色算力
基础资源建设及行业拓展情况”展开分
享，用“算力碳足迹”“可再生能源配比”
等关键词，勾勒出“绿色算力+产业转型”
的清晰路径。当被问及“中小企业如何借

力算力升级”时，他以辖区企业为例现场
支招：“通过共享算力平台，小微企业也
能低成本接入前沿技术。”

沙龙尾声，参会人员走进中国移动高
原大数据中心，实地探访服务器集群如何
通过光伏供电实现“零碳运行”，亲眼见证
AI算法在能源管理中的实际应用。从会议
室的思维碰撞到实地场景的技术感知，这
场聚焦“产业四地”建设的人才沙龙，不仅
为辖区企业打开了AI赋能的新视野，也
为企业人才提供了人工智能领域“政策解
读+市场前景分析+技术应用实操”一站
式服务，助推“Deepseek+绿色算力”与辖
区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为区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埋下了智慧伏笔。

一面面锦旗、一声声感谢，是群众对市公安局城
北分局户政大队的最高褒奖；一次次上门、一回回
攻坚，是民辅警践行初心的生动注脚。为持续优化
窗口服务精度与温度，推动公安政务服务质效全面
提升，今年以来，市公安局城北分局户政大队以“三
心”服务让窗口贴近群众“心口”，绘就新时代公安服
务的温暖底色。

暖心：上门服务情暖特殊群体
当行动不便成为群众办证“拦路虎”时，城北分

局户政大队主动出击，将服务阵地从窗口延伸到群众
家中。身患重病的张爷爷因体貌变化无法通过线上人
脸验证，且卧床不起难以前往户籍窗口，这让本就被
病痛折磨的老人雪上加霜，家人在社区微信群看到城
北分局户政大队发布的上门服务公告后，立即拨打电
话求助。了解实际情况后，户政大队民辅警带着相
机、指纹采集设备等“移动办证厅”来到了张爷爷家
中，为他整理衣衫、调试光线、耐心引导，在一次次
细致调整中，终于定格下符合标准的证件照。“没想到
足不出户就能办好身份证，你们真是帮了大忙！”张爷
爷家人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像这样的上门服务，城
北分局户政大队每月开展十余次，民辅警用脚步打通
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让特殊群体感受到公安服
务的真情温度。

舒心：寻“档”攻坚助力家庭团圆
面对复杂繁琐的户籍业务，城北分局户政大队民

辅警始终保持迎难而上的韧劲。高先生为父母办理投
靠落户时，因多次户籍迁移导致出生档案缺失，陷入

“证明难”的困境。户政大队迅速启动“跨域协作”模
式，通过电话、线上平台与多地公安机关反复沟通，
在海量档案中抽丝剥茧。通过连续数日加班整理、比
对信息，终于在尘封的档案中找到关键证明材料。从
寻档到协助准备落户材料，再到顺利完成审核，户政
大队全程“保姆式”服务，让高先生一家得以团圆。
高老先生颤抖着双手给户政大队送来了锦旗，他说，“贴
心服务如沐春风。”

顺心：创新服务提升便民质效
除了温情服务，城北分局户政大队更以科技赋能、

机制创新提升服务质效。推行“一窗通办”集成服务，让
群众办事“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开通“绿色通道”，
为老年人、孕妇等特殊群体优先办理业务；依托“线上+
线下”双平台，实现业务咨询、预约办理、进度查询“一网
通办”。此外，户政大队还定期开展“户籍知识进社区”
活动，通过现场答疑、发放手册等方式普及户籍政策，将
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为构建和谐警民关系、提升群众
幸福指数注入源源不断的“藏蓝力量”。（记者 宁亚琴）

本报讯（记者 悠然）5月14日，记者从城中区委
社会工作部获悉，目前，城中区专为新业态新就业群
体打造的“宁晓哥”小程序正式上线。该平台由城中
区委社会工作部主导，城中区总工会、城中区市场综
合行业党委、共青团城中区委员会、城中区司法局、
城中区民政局共同协助参与研发。该小程序集党建服
务、权益保障、便民导航等功能，为新业态群体搭建
起思想引领、权益保障、融入治理、发展服务的综合
性信息交互平台。

据了解，“宁晓哥”小程序聚焦新业态从业者需
求，推出多项实用功能。其“服务地图”整合全区26
个暖心驿站、29 个社区党群服务中心、116 个爱

“新”联盟商户及51个友好社区资源，提供休息、充
电、应急医疗等服务，支持一键导航直达。“权益保
护”板块开通“一键维权”通道，联动综治中心及司
法、人社等部门，实现矛盾纠纷“一站式”化解，通
过跨部门数据共享与职能协同，新就业群体可在线提
交劳动报酬争议、职业伤害索赔等诉求，系统自动匹
配最优调解路径，实现群众诉求解决“只进一扇门”

“最多跑一地”。“随手拍”功能，注重信息化赋能，结
合“未诉先办”主动发现问题，积极发动外卖小哥等新就
业群体在日常工作中发现基层治理相关问题结合全科
网格吹哨，通过未诉先办统一梳理、上报、解决，提升“同
网共治”发现问题能力，实现网格治理工作“掌上办”，形
成人人参与“中央活力区”建设的良好局面。生态环境、
矛盾纠纷、社会治安，通过上传随手拍，一键参与社区治
理，助力城市品质再提升。

本报讯（记者 施翔）近年来，城东区
医保局坚持“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惠民
原则，聚焦群众反映的急难愁盼，主动作
为，让群众在就医购药、待遇保障各环节得
到更多医保实惠、享受更便捷医保服务。

让医保服务更有民生温度。“家人住
院了，在医院产生了大额医疗费用无法
报销，能帮我看看吗？”近期有群众前往
医保局经办中心求助。经系统查询，该申
请人已断保6个月，因政策规定，灵活就
业医保断保 6 个月后重新缴纳有等待
期，而当前缴纳的灵活就业医保无法满
足其大额费用报销需求。了解情况后，工
作人员建议其立即缴纳城乡居民医疗保

险，自缴费之日起即可享受医保待遇。但
因系统到账需2天至3天，无法按医保结
算流程办理住院。后经多方协调，经办中
心加快办理到账业务，使该居民顺利住
院就医。

让医保服务更有便民广度。有市民
反映，其转为灵活就业医保已缴纳了一
季度费用，但住院期间产生的医疗费用
无法报销。经核实情况，因税务系统与银
行系统之间的数据传输故障，仅收取了
大额医疗保险费用，职工医疗保险费用
未成功缴纳。为尽快解决该市民的后顾
之忧，经办人员积极联系税务局等相关
部门进行协调沟通，打通堵点，及时解决

了该参保人医保报销的燃眉之急。
让医保服务更有保障力度。近期，被

确诊为恶性肿瘤的参保人因病情严重，
急需前往异地门诊进行化疗，便在申请
办理门诊慢特病业务。因在办理过程中
只携带了《青海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殊
病慢性病病种待遇认定表》，却缺少关键
的病例病理报告。经办人员深知此事关乎
患者的切身利益和后续治疗，在不违反医
保核心政策、确保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启
动容缺办理机制，用最快的速度、最少的
环节、最简的材料，办理门诊慢特病业
务，为参保人及时赴外地就医提供便利，
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落地见效。

湟中区农业科技创新又有大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