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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宁亚琴 摄影报道）初夏
时节，万物繁茂。6月10日，由省公安厅、市
公安局主办，省公共安全技术防范协会承
办的2025年青海公安科技活动周在中心广
场举办。活动现场热闹非凡，一场科技盛
宴，吸引着众多市民和媒体的目光。

走进活动现场，各种高科技警用装备

琳琅满目：警务机器狗、无人机反制装备、
智慧社区设备……这些高科技产品让人
目不暇接。而在众多展品中，最引人注目
的当属警务机器狗。警务机器狗外形酷
炫，线条流畅，全身黑色的金属质感在阳
光下闪闪发光。它时而迈着稳健的步伐巡
逻，时而灵活地躲避障碍物，展现出高度

的智能化和自动化水平。据现场负责人介
绍，这款警务机器狗可完成危爆物品查
找、易坍塌部位物证提取等任务，能够有
效提升现场勘查和环境研判效率，保障勘
查人员人身安全。市民们也对这些高科技
警用装备充满了好奇和喜爱，“这次活动
让我对公安工作有了全新的认识。原来警
务处理中已经能够有这么多高科技装备
可以参与，我们生活在这样的城市里，感
到很安心！”西宁市公安局特警队员李励
说：“以前我们在处理一些危险现场时，总
是担心人员安全。现在装备升级了，为我
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让我们在执行任务
时更有底气。相信在科技的助力下，西宁
公安将不断提升新质战斗力，为城市的平
安稳定保驾护航。”

此次公安科技活动周以“聚焦科技兴
警、数智引领未来”为主题，涉及大数据智
能化装备、智能机器人装备、民用航空器
及无人机反制装备、反恐救援装备、智慧
社区设备等多项科技展示及科普活动。通
过这些活动，不仅展示了公安科技的最新
成果，也让市民们更加了解公安工作，增
强了警民之间的互动和信任。

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这里是河湟文化的摇篮，是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的家园，更是多民族融合共生的乐土。
昨日，由西宁市委宣传部历时一年、精心策

划制作的以河湟文化为主线的三集纪录片《河湟
三章》 第一集 《河》 在央视频客户端、CCTV-9
纪录片频道独家首播。西宁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新
时代的发展成就再次闪耀央视屏幕。

纪录片播出后，引发全市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和广泛讨论。大家纷纷赞叹纪录片“精心制作、
令人感动”，再次让“丁香之城、雪豹之都、夏都
西宁”品牌成为“热词”。

面对老城市新活力的时代命题，如何在发展
中保护传承弘扬好历史文脉？如何更好推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如何让历
史文化遗产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

西宁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作为央视纪录
片重点推荐项目，《河湟三章》 通过央视这一国
家级媒体平台传播，将会让更多观众领略河湟
文化的独特魅力，感受西宁深厚的历史底蕴和
新时代的发展成就，充分向外界展示西宁优秀
传统民间文化的风骨灵韵，进一步讲好西宁故
事、宣介西宁美景、展示西宁风情、提振西宁
形象，助力西宁打造走向全国乃至世界的文化
名片。

央视频客户端 12:00、CCTV-9 纪录片频道
19:22独家首播的《河湟三章》第一集《河》，以点
带面地讲述河湟大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悠久历
史、丰富内涵和河湟文化在当代的传承与发展。

“纪录片在30分钟内，通过湟水河畔一场盛大
的社火活动，图文兼备地展示河湟文化悠久的文
化传统、深厚的文化积淀、丰富而独特的文化艺
术，让人倍感自豪、备受鼓舞、倍增信心。”市文
旅广电局对外交流合作科科长马萍说，“我们将扎
实推进河湟文化 （西宁） 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
以文化为魂、以旅游为体，依托独特资源禀赋和
产业优势，深入发掘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在推
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方面狠下功夫，积极培育
文旅产业新质生产力，以创新、融合培育文旅产
业发展新动能，为建设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中心
城市作出新的贡献。”

城东区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张红娟表示，纪
录片将各类藏于市井的河湟文化生动展现在大屏
幕上，以平凡人物为小切口解码西宁这座“高原
明珠”的人文基因。作为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干
部，我们不仅要当好河湟文化的守护者，更要成
为创新表达的践行者，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打
造文化自信自强的西宁样板，让河湟文化持续绽
放璀璨光芒。

人与城市以文脉相连，他们彼此相互影响、
相互滋养。

“春节临近，湟水河两岸的村庄正筹备盛大的
社火狂欢。11岁的李永玺即将首次登台，他期盼
着远在 700 公里外务工的父母能回乡见证，这关
乎一场期待已久的团圆；生于湟水河畔的王耔
斌，自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后长居北京，今年春
节，他回到故乡，在班沙尔社火上采录故土之
声，深埋于血脉的故乡记忆，在这个狂欢之夜骤
然苏醒……”第一集 《河》 采用三线叙事的方
式，以湟水河畔社火活动为引，串联起非遗代表
性传承人对河湟高跷、高台的守护故事。

“社火串联非遗，传承人坚守令人动容……纪
录片充分展现出西宁的历史底蕴和文化魅力。”身
为城东区文化馆馆长，袁荣观看后深受触动。她
表示，将深入挖掘河湟文化蕴含的丰富内涵，不
断创新传播形式、传播载体，让文化在传承中创
新、在创新中传承，以责护韵，不断增强河湟文
化的生命力、传播力、影响力。

“感受强烈，情难自抑，纪录片的播出，点燃
了西宁人心中的豪迈与感慨。在文化汇聚、人文
蓄养、交流融合等诸多方面，西宁历来绽放着灿
烂不绝、五彩缤纷的光彩。”大通县边麻沟生态
旅游度假区相关负责人李振海表示，将充分挖掘
展现丰富历史人文底蕴，不断提升文化遗产保护
传承利用水平，让游客收获独特难忘的旅游体
验。

（记者 施翔）

走进西宁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就业
创业部，“就业是民生之本，创业是发展之
基”的标语格外醒目。阳光透过窗户，洒在
办公桌后的谢智羽身上，这位眼神坚毅、神
情热忱的就业创业部副部长，身上依然保
留着军人特有的气质。对谢智羽而言，服务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
份沉甸甸的责任，是对“老班长”们无声的承
诺。“每天面对的都是曾为祖国披坚执锐的
老兵，这份职业对我意义非凡。”他目光坚
定地向记者说道，“‘老班长’们眼中对未来
的憧憬，就是我不断前行的动力源泉。”作
为一名共产党员，谢智羽始终将发挥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摆在首位，用实际行动践
行着对组织和老兵们的双重承诺。
从心出发，为困境中的“老班长”点亮希望

一位“老班长”，退役后就业道路屡屡
受挫，生活的压力让他夜不能寐。谢智羽
得知后，主动伸出援手。“作为一名党员，
看到‘战友’有困难，主动靠前、担当作为
是本能。”他敏锐地意识到，首先要抚平的

是“老班长”心灵的创伤。“发现问题不能
只解决表面。”谢智羽回忆道，他先为这位

“老班长”联系了专业的心理咨询师进行
疏导，随后联合县区力量，精准匹配就业
资源。当记者问及感受时，谢智羽的目光
望向窗外，仿佛又看到那位“老班长”：“当
他走上工作岗位，眼中重现光芒的那一
刻，我感受到了这份工作最朴素的重量。
这不仅是职责，更是党员价值的体现。”

搭建平台，为创业梦想插上翅膀
“2023年6月，金华电商培训班的一个

电话，让我至今难忘。”谢智羽向记者讲述
了一个“老班长”的故事。电话那头，一位
刚退役不久的“老班长”，怀揣创业梦想却
苦无门路。而金华电商培训班报名已经截
止，他恳切请求要自费参加培训。“‘老班
长’的那份执着打动了我！”谢智羽说，“党
员就是要想方设法为群众排忧解难，创造
条件。”他积极协调，最终为这位“老班长”
争取到了宝贵的学习机会。记者了解到，这
位“老班长”在培训中如饥似渴，最终扎根
义乌，从打包快递起步，如今已成为年纯收
入近百万元的跨境电商。“他的成功让我
看到，平台与机遇对老兵而言，就是创业
火种的氧气。搭建这些平台，正是我们党
员先锋岗最应该做的事。”谢智羽感慨道。

织密服务网，托举更多“老班长”启航
榜样是旗帜，代表着方向。在谢智羽

和党员骨干的推动下，西宁市退役军人服
务中心就业创业服务网越织越密。他向记
者出示了一份数据：截至今年5月底，全市
退役军人系统举办招聘会11场，107家企
业提供450个岗位，56名退役军人及军属

达成就业意向。市级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孵
化基地和专区相继挂牌，创业导师团队提
供智力支持。自2019年以来，已有2000余
名自主就业退役士兵通过职业技能培训
提升就业竞争力。“每一次培训，每一次岗
位对接，都是在为‘老班长’们再次启航铺
路。党员就要做服务网络的‘织网人’和

‘支撑点’。”谢智羽指着墙上的服务网络
图对记者说，“老班长”的就业创业之路，
同样也是自己的成长之路。目睹“老班长”
重获稳定工作的安心，分享他们创业成功
的喜悦，都成为谢智羽坚守岗位的深刻慰
藉。“工作总有不足和遗憾。”他坦诚地对记
者说，“但每当看到一位‘老班长’在我们的
努力下重新找到方向，所有的付出就都有
了意义。作为一名党员，这份价值感尤为强
烈。”从部队到地方，谢智羽甘愿做一座坚
实的桥梁。在他心中，为每一位“老班长”寻
到安身立命之所，点亮干事创业之梦，就是
这份职责最崇高的勋章。采访结束时，夕阳
的余晖洒进办公室。前路依然任重道远，但
谢智羽和党员先锋岗的同事们信念如磐石
般坚定：“发挥好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步
履不停，就能为更多退役军人托举起充满
希望的明天。” （记者 张艳艳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王琼）6月10日，记者从
市科技局获悉，为推进西宁高原康养产业
发展，西宁市科技局、北京小汤山医院、西
宁市中医院等共同组织的青少年高原
减重科研项目将于 7 月初全面展开。项
目通过高原低氧环境下青少年减重与
健康管理，系统探究青少年高原减重的
标准和流程，拓展高原康养理论与产业结
合新路径。

据了解，市科技局经过半年多的紧张
筹备，立项支持医疗机构实施青少年高原
减重科研项目，现正在面向社会公开招募
符合条件的受试者。课题组选择8岁至18
岁超重或肥胖青少年群体，分别应用平原
和高原两种旅居健康干预模式，聘请北京
体育大学运动专家团队制定科学合理的
运动处方，联合小汤山营养专家设计精准
膳食方案，引入退役军人用半军事化管理

方式强化行为规范，结合高原低压低氧环
境开展适应性训练。同步开设户外引导教
育课堂，并融入传统医学特色疗法，通过
系统性干预，改善青少年代谢功能与状
态，调节心理与认知行为。动态监测体脂
率、血脂、血糖、尿酸、血压、运动量等指
标，全面分析青少年身心健康变化，探索
不同干预方式对青少年体重管理的影响
及个体差异适应性规律，总结出一套科
学、高效、可复制推广的高原条件下青少
年减重新模式。

科学研究表明，西宁地处海拔 2200
米，含氧量处于人体能够适应的黄金海拔
区间，在此短期康养能有效刺激并激活心
肺功能，为开展减重与身心健康管理提供
天然的理想环境。北京小汤山医院长期致
力于常压低氧条件下的减重研究，拥有优
秀的科研团队和深厚的减重理论基础。课

题组整合多学科专家资源，汇聚中国医师
协会全民健康促进活动特聘专家、北京市
医院管理中心“青苗”人才培养计划学术
导师、中国康复医学会康复疗养专家、中
国自由搏击运动员北部战区总冠军、北京
体育大学肥胖防控专家组成员等协同攻
关，在低压低氧环境下的青少年体重管理
研究中，有望形成极具价值的科研成果。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课题组坚持采取
市场化方式，面向社会公开招募“小胖墩
儿”，以“急训”的方式提升青少年对科学饮
食、规律运动、良好作息的认知与实践能力。
在组织来宁减重及研学过程中，还将通过新
媒体等手段推广青海特色产品，向社会宣传

“夏都西宁”以及高原康养理念，力争开辟一
条全新的高原研学旅游减重线路，为西宁康
养产业融合发展注入新活力，让更多人了解
并受益于高原康养的独特魅力。

西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文化名片
——我市广大干部群众热议央视纪录片《河湟三章》

谢智羽与他的“老班长”就业创业梦

2025年青海公安科技活动周举办

招募“小胖墩儿”！我市启动青少年高原减重科研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