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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接听群众来电诉求560
件次，网民留言28件（西宁12345微信公众号28件），直接办
理246件，转交责任单位办理314件。

热点问题：
1.噪音问题53件，无集中反映问题，12345政务服务便民

热线已及时联系相应县区政府核实处理。
2.消费维权48件，无集中反映问题，12345政务服务便民

热线已及时联系相应县区政府核实处理。
3.物业服务32件，无集中反映问题，12345政务服务便民

热线已及时联系相应县区政府核实处理。

6月1日，西宁市共收到安全隐患举报36件，其中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接收举报29件、西宁市应急管理局接收举
报3件、西宁市消防救援支队接收举报4件，主要反映小区物
业、消防安全、市政道路、城乡建设等问题，已及时联系相应县
区政府核实处理。

初夏的西宁，百年青杨的叶片在阳
光照射下苍翠欲滴，塔尔寺六百余年的
暴马丁香灿烂依旧，湟水河畔的旱柳随
风飘荡，市区内西大街上的白榆为往来
行人撑起绿荫……

市民常常感叹道，如今穿行于西宁
这座高原古城，目之所及半城绿树半城
花，一派生机盎然的绿色长卷。值得一
提的是，我市大街小巷、田间地头、公园
古刹等处，那些百年古树和珍贵名木，
不仅经历了这座高原城市的时代变迁，
也见证了城市绿色发展的生态蝶变。

我市现有古树名木共我市现有古树名木共215215株株

何为古树名木？古树名木的划定
标准是什么？记者就此采访了西宁市
林业和草原局林草科工作人员马琼。
据介绍，根据《古树名木保护条例》，古
树是指树龄在100年以上的树木，古树
实行分级保护：树龄500年以上的实行
一级保护，300年至499年的实行二级
保护，100年至299年的实行三级保护；
名木是指具有重要历史、文化、观赏、科
学价值和重要纪念意义的树木，且名木
不受树龄限制，实行一级保护。

“132 株青杨、73 株白榆、51 株旱
柳、41株垂柳……”谈及我市的古树名
木，马琼如数家珍。据介绍，近年来我
市先后多次开展古树名木及古树后备
资源普查工作。截至目前，我市登记在
册的古树名木及古树后备资源有 13
科、19属、29种，共计415株，包括古树
204株，名木11株，树龄在70年至99年
的古树后备资源200株。具体而言，一
级古树 3 株，二级古树 5 株，三级古树
196株。

保护古树名木保护古树名木，，他们这样做他们这样做

前一段时间，每天园林工作者陈海
珠都会前往巡查点查看树木生长状况，
开启一天的古树巡查工作。

翻开工作照片，安装隔离护栏、清
理杂物、改良土壤环境，修剪病死枝、防
治病虫害、修补树洞、施肥涂白、给古树
名木输营养液等等，这样的场景正是这
群“古树医生”的工作日常。他们需要
在人流稀少的凌晨进行打药作业，在城
市进行树木修枝需要避开行人，在农村
野外作业需克服抽水难题，甚至在高空
车无法抵达的窄路，需要徒手攀爬数米
高的大树，古树复壮时工作人员面临的
困难重重。但是，每当一株树被修复、
被治愈，重新焕发生机时，他们的脸上
总会绽放出欣慰的笑容。

回忆起这些年的古树保护工作，大
通县河滩村内的那株树龄613年的小
叶杨令陈海珠记忆犹新。受多年风雨
侵蚀等诸多环境影响，小叶杨树干出现
了非常严重的空洞现象，为了防止小叶
杨空洞腐烂加剧，工作人员进行了修
复。用钢筋支撑、纱网固定、泡沫填充、
桐油防腐……在一层又一层填补修复

下，小叶杨终于化解“危机”。如今，这
株613岁的小叶杨依旧矗立在村道旁，
郁郁葱葱，保持着良好的生机与活力。

““一树一策一树一策””守护城市绿景守护城市绿景

“每一株古树都有一张自己的专属
‘身份证’”，马琼拿着古树“档案”介绍
说：“从2019年起，我市每年投入专项资
金，开展古树名木养护复壮工程，历经6
年的养护复壮，逐步建立起了全市215
株古树名木的信息管理档案，形成了

‘一树一策保护复壮措施卡’，让每棵古
树的养护都有章可循。”

“枯死枝较多、病虫害严重、主干有
空洞、缺乏营养、长势衰弱。”在《古树名
木一树一策保护复壮实施措施卡》上，
记者看到，一棵位于城中区七一路西宁
宾馆门前的百年垂柳，其情况清晰明
了。古树名木的编码、生长位置、树种、
科属、生长环境、级别、树龄、生长势、存
在问题、复壮措施等也都按照国家统一
标准一一记录在册。

为建立古树名木的长效保护机制，
市林业和草原局按照属地管理原则，与
各管护责任单位签订管护协议。一方
面，基层护林员定期开展古树保护巡

查，全面掌握古树的生长、管护情况；另
一方面，市林业和草原局通过对古树名
木生长位置、树龄、胸径、管护单位、生
长场所等情况的综合分析，采用多种方
式整体改善古树名木的生长环境。通
过连续保护和复壮措施的实施，我市古
树新枝萌发率提高40%，古树健康状况
明显改善，古树名木管护责任得到了进
一步落实。

南禅寺山脚下的丁香园里，有三株
百余年的紫丁香树，工作人员在茂盛的
树丛间悬挂着“古树名木保护牌”的标
识，上面记录了古树的科、属、树龄、编
码、保护等级等相关信息。为保护这些

“会呼吸的文物”，省市绿委办近年来将
古树名木及古树后备资源的挂牌工作
持续升级，不仅采用了防脱色处理，还
采用更加牢固的固定方式，有效延长保
护牌的使用寿命。

“未来，我们也考虑在保护牌上增
设动态二维码，一方面可以实时更新树
木的情况，便于管理；另一方面，市民只
需轻扫二维码，即可了解相关数据信
息，对社会大众开展科普工作，提高大
家对古树名木的了解和保护意识。”

（记者 文月婷）

本报讯（记者 刘瑜）记者从市社保局获悉，我市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集体补助试点任务在全省率先推进，湟源县北
山、城东区王家庄、湟中区黑城三村181名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参保群众享受到集体补助改革红利2.38万元，个人账户储存
额人均增加131.5元，有力填补了全省集体补助政策实施空白。

调研摸底，找准切口建样板
深刻把握市委市政府点题微调研、小切口调研工作要求，

将城居保集体补助改革试点任务纳入人社服务攻坚克难清
单，按照“试点先行、稳步推进、逐步推广”的工作原则，主动对
接市农业农村局，获取梳理全市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入、人员参
保等具体信息，强化上下对接，加强省、市、县区、乡镇四级联
动，专项工作小组先后20余次深入各县区所辖村开展走访摸
底、政策宣讲和流程指导，摸选集体经济收入稳定、整体积极
性高、条件较为成熟的北山村、王家庄村、黑城村作为首批试
点村，从政策实施的可行性评估、补助范围的人群确定、落地
转化的操作步骤等方面加强实践、积累经验、建立样板。

一村一策，强化指导明规范
坚持“一村一策”“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在充分考虑各村

集体经济组织资金支配、村民意愿、人员参保情况等不同村情
的基础上，指导各村村委结合各村的实际土壤，谋划制定《城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集体补助方案》，修改完善《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集体经济补助协议》，充分尊重村集体经济成员的
意愿，商定补助标准、补助对象、资金筹集、村民权利义务等关
键要素，加强村民缴费、锁定名单、集中公示到记账信息反馈
等六个环节全流程跟进，确保申请材料真实、资金运行规范、
过程公开透明、补助精准落袋。

优化模式，破解堵点促落地
及时总结湟源北山村等三个试点村的实践经验，针对补

助资金到账信息时差、各村补助资金拨付审核流程长等工作
堵点，拿出敢破敢立的攻坚勇气，积极对接税务、银行、乡镇等
相关部门，全力打通缴费渠道、资金审拨的“卡脖子”环节。各
地区结合实际，探索推行以“全员普惠覆盖+重点群体倾斜”
相结合的多维补助模式，齐头并进推动利好政策快速落地实
施。其中，城东区王家庄村对低保、特困、残疾人等困难群体
优先给予倾斜补助，在政府代缴的基础上，每人兜底补助100
元；湟源县北山村、湟中区黑城村向已参保缴费的集体经济成
员分别落实普惠资金补助200元、100元，集体补助的民生红
利托起城乡参保群众“稳稳的幸福”。

本报讯（记者 王琼）在科技创新驱
动高质量发展的浪潮中，西宁市以场
景创新为突破口，全面启动青藏高原
中心城市创新实践。5 月 29 日至 30
日，全市推进场景创新工作部署专题
会暨动员培训会召开，特邀北京长城
企业战略研究所专家团队量身定制发
展路径，标志着西宁场景创新工作正
式驶入快车道。

面对全国范围内方兴未艾的场景
创新热潮，西宁将立足“一个创新服务
基地、三个中心城市”的战略定位，主
动将场景创新深度融入城市发展顶层
设计，围绕“五个一”全面构建“高原特
色场景创新体系”，形成“认知提升—
征集发布—场景对接—场景落地”的
全流程工作机制，擘画创新发展新图
景。建设“一套体系”强根基。制定出
台西宁市场景创新实施方案及配套操
作指南，明确发展目标、实施路径、重

点任务和保障措施，构建清晰、可操作
的制度框架。发布“一批清单”释机
遇。常态化挖掘、梳理和发布覆盖全
市及重点区域的“场景机会清单”，特
别是聚焦高原独特禀赋，开放推介具
有重大牵引力的应用场景资源，向创
新主体发出“英雄帖”。建设“一个平
台”促融通。打造线上线下融合的场
景创新促进平台，高效汇聚场景项目、
专业服务商、创新型企业等核心要素，
提供信息发布、需求对接、资源匹配、
成果展示等一站式服务，成为场景创
新的“枢纽站”。打造“一场峰会”树品
牌。高水平举办“西宁场景创新大
会”，集中发布重大场景成果、标杆案
例，搭建思想碰撞、前沿技术展示、项
目对接的高端平台，显著提升“西宁场

景”的品牌影响力与吸引力。开展“一
系列活动”激活力。定期组织场景对
接会、路演等多元化活动，持续营造浓
厚的场景创新氛围，激发市场活力，促
进创新要素高效流动与碰撞。

西宁的场景创新绝非“空中楼
阁”，而是深度服务产业升级与城市治
理的务实之举，是城市发展理念的一
次深刻变革，是面向未来、塑造竞争新
优势的战略抉择。它不仅是推动科技
创新的重要抓手，更是西宁立足高原
特色、汇聚全球智慧、探索高质量发展
新路径的雄心宣言。随着“高原特色
场景创新体系”的逐步构建与落地，西
宁将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拥抱创新浪
潮，为西部乃至全国城市创新发展提
供宝贵的“西宁经验”。

我市215株古树名木有了“生命档案”

西宁全面启动场景创新工作

首批181名城乡居民享
“集体补助”政策红利

西宁市安全隐患举报受理情况日报

西宁市党建引领“有诉必应马上办”
机制创新工作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