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新闻
2025年6月11日 星期三

08A
版面 / 木子 校对 / 北方

新闻热线
8244000、8244111

广告热线
8230542

本报讯（记者 悠然）6月10日，记者从
城中区人社局获悉，近年来，该局深入贯彻
落实党管人才原则，围绕“引育留用”全链
条精准发力，通过“扩容蓄能”多维举措，持
续优化人才生态，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以人为本“精准引才”。城中区人社局
以创新理念拓宽引才渠道，在全省率先推
出“AI 数字人直播带岗”“AI 导师选岗”模
式，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精准匹配岗位需求，
搭建高效求职用工桥梁。扎实推进事业单
位公开招聘，新入职乡镇事业干部12名，计
划招录其他单位干部8名，并调入事业干部
11名，为区域发展注入新鲜活力。

靶向施策“赋能育才”。以“技能提升+
创业孵化”双轮驱动，城中区人社局优化大
学生创业孵化基地服务功能，开展双创活
动5场，服务企业58家，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70万元，并选育1个“金种子”创业项目，配
套50万元孵化资金及“一对一”全程服务。
聚焦产业适配，组织600名城乡劳动力参加
叉车、烹饪等技能培训，为1471名企业员工
提供在职培训，50名创业者接受创业指导，
实现“人才增技、技能增收”。

产才融合“倾力留才”。围绕“产业链+
人才链”深度融合，城中区人社局开展“家
门到厂门”“送工入企”活动，为青海晶科能
源等企业“点对点”输送38名劳动者，解决

8 家重点企业用工 2217 人。通过“一企一
策”服务，累计为43家企业提供政策解读、
项目申报等支持10次，推荐2名人才入选
青海省“昆仑英才”计划。

创新服务“悉心用才”。以“AI 创业
导师”服务模式为创新支点，为 640 人次
解答创业问题 822 条，智能匹配资源与渠
道。举办“数字赋能·绿色算力”人才沙
龙，邀请 50 余名专家及企业代表共话产
学研用合作，增强人才归属感。在职称
评审方面，通过“互联网+政务服务”模
式，完成初级职称申报 149 人、评审通过
105 人，畅通人才评价通道，激发专业技
术队伍活力。

本报讯（记者 师晓琼）6月10日清晨，一场
与死神赛跑的救援在大通县朔北乡麻家庄村
广场上演。面对突发脑梗倒地昏迷的老人，本
村医学毕业生唐永孝与村医唐世浩接力施救
40分钟，成功将老人从生死线上拉回。目前，
老人正在大通县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生命体
征平稳。

当日 9 点 10 分许，麻家庄村广场上晨练、
闲聊的村民们突然听到一声惊呼，有人看到，
一位散步的老人毫无征兆地身体摇晃，随后
重重摔倒在地陷入昏迷状态。惊慌的村民们
迅速围拢却不知所措，有人立即冲向村卫生
室求助：“唐大夫，赶紧来，广场里有人晕倒
了！”

听到呼救声后，村医唐世浩背起急救箱一
路小跑奔向现场。同时，刚毕业的医学大学生
唐永孝也闻声赶来。拨开围观人群后，两人迅
速进行诊断，初步认定老人为脑梗发作。来不
及多想，唐永孝立即跪地实施心肺复苏，而唐
世浩则凭借多年从医经验，先用针灸刺激穴
位，随后果断采用太阳穴与脑后取栓的刺血疗
法。每一秒都关乎生命，两人配合默契，一个
稳定生命体征，一个疏通血脉，只想着一定要
把老人救回来。

经过长达40分钟的紧张施救，老人终于恢
复自主呼吸，生命体征趋于平稳。随后，120急
救人员将其送往大通县医院。据了解，老人今
年60多岁，此前已有脑梗病史且复发过一次，
此次若不是两位医者及时施救，后果不堪设
想。

“在村里行医20多年，守护乡亲们的健康
是我的本分。”唐世浩擦拭着额头的汗水说
道。老人的儿子张生昌红着眼眶表示：“真的
不知道怎么感谢他们，这份救命之恩，我们全
家会记在心里！”张生昌告诉记者，这次父亲能
化险为夷多亏了热心的村民，还有唐永孝和唐
世浩大夫，心里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他们的
行动不仅展现了医者仁心的高尚品质，也传递
了社会正能量。

本报讯（记者 晴空）为深入贯彻“四好农村
路”建设要求，今年以来，湟源县交通运输局养
护中心聚焦农村公路管养中的痛点难点问题，
以数字技术为引擎，全力构建“全要素感知、全
链条治理、全周期服务”三位一体的智慧化管
理体系，为乡村振兴筑牢交通根基。

立足山区公路“急弯多、临崖险、视距差”
的地理特征，以“精准布防、智能预警”为导向，
大力推进基础设施数字化升级。在城拉路、蒙
董路等事故易发路段关键节点，部署10处AI高
清监测终端，集成视频感知、流量分析、异常行
为识别等功能，实时捕捉车辆行驶轨迹、路面
破损、边坡隐患等动态数据。通过智能数字技
术构建路网三维可视化平台，将道路基础信
息、实时监测数据转化为直观易懂的图表模
型，使技术人员足不出户即可掌握全域路况，
较传统人工巡查效率提升60%，真正实现从“人
在路上跑”到“数据线上流”的监管模式变革，
有效提高公路管理养护效率。

构建“数据采集—智能分析—闭环管理”
全链条数字化系统，利用“湟源公路智慧管
家”APP，实现与各级路长之间实时互通。通
过巡查人员利用移动端实时上传病害照片、
定位问题点位，及时掌握道路病害和人员动
态，优化资源调配，实现养护任务响应时间从
48小时压缩至6小时以内，道路病害处置效率
提升 70%，推动管理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
动”转型。

通过智能监测提前预警路面病害，精准实
施预防性养护策略，使道路大修周期延长2至3
年，养护成本降低30%以上。智慧交通体系与
旅游产业深度融合，依托可变情报板实时发布
景区路况，有效提升旅游景区通行效率，带动
沿线20余户农家乐、民宿收入增长25%。数字
技术不仅织密了农村公路的“安全防护网”，更
成为激活乡村经济的“新引擎”，实现“交通为
民”向“交通富民”的价值升级。

本报讯（记者 施翔）近年来，城东区以
“物业服务规范化”为主线，统筹谋划制度
设计、靶向破解痛点难点、创新构建长效机
制，推动全区526个住宅小区从“粗放管理”
向“精细服务”蝶变，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显
著提升。

顶层设计筑根基，构建规范管理“四梁
八柱”。区委、区政府将物业管理纳入民生
重点工程，今年以来8次专题研究物业服务
提质增效、突出问题整治等工作，形成“区
委统筹、政府主导、部门协同、镇办落实”四
级联动体系，破解以往多头管理、责任分散
难题。创新建立“区级部门+镇办+社区+
物业+业委会”五方联动攻坚机制，实行“日
调度、周研判、月通报”工作法，推动问题整
改从“碎片化处理”转向“系统化解决”。制

定《城东区推进物业服务管理提质增效若
干措施》，推行“当下治”与“长久立”两清单
牵引的工作体系，配套党建指导员驻点帮
扶、联合执法等措施，为物业企业划定服务
规范“红线”，推动行业管理从“经验驱动”
转向“制度驱动”。

精准施策破难题，疏通服务梗阻“最后
一米”。实施“能力提升工程”，每月开展物
业专题培训。针对投诉集中的企业，开展
靶向约谈，累计签订约谈通知书310份，倒
逼企业整改安全未落实、收费不透明、服务
不达标等问题，行业法治化、专业化水平显
著提升。推行“清单化整改+项目化推进”
模式，选取物业服务矛盾突出的重点攻坚
小区，逐个建立“当下治”“长久立”两张清
单，实施“一小区一策”针对性攻坚，全面整

治公共收益不清、设施老化、服务缺位等问
题。开展公共收益专项整治，对60余个小
区收益情况全面摸排，以透明化管理激发
业主参与治理积极性。

精细管理促长效，激活品质提升“动力
引擎”。打破区域限制，以社区为单元将19
个社区代管小区“打包托管”给优质企业，
以“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模式实现专业服
务全覆盖，让老旧小区居民享受“质优价
廉”的规范化服务。建立涵盖服务质量、投
诉处理、安全管理等的“红黑榜”评议制度，
对“红榜”小区给予通报表扬，对“黑榜”小
区实施高频巡查、重点约谈，倒逼企业整改
提升。深化“社区吹哨、部门报到”机制，组
织城管、市监、公安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
形成跨部门联动治理格局。

本报讯（记者 张国静）六月的青海湖
碧波荡漾，祁连草原绿毯如茵、山花烂漫。
青海最美的季节已来临，代表着青海最甜
蜜的产业——蜂产业也迎来了头采期。6
月 9 日，“粤青相约 天路同行 青海省名优
特产溯源（头采节）开幕仪式暨‘泷沐号’千
人专列旅游活动”在海东市互助县拉开序
幕。

随着四辆标着“粤青相约专列”的大巴
相继到达目的地，来自广东等省外游客近
千人开启了以“生态体验+”为主题的特色
旅程。记者从活动现场了解到，此次旅程
期间，游客们通过游览青海特色景区、感受
多元文化、体验高原采蜜乐趣等方式，领略

青海壮美风景，见证青海蜂产业绿色发展
之路。

当专列抵达西宁后，凉爽的气候和满
目绿意让来自广东省的游客陈女士感慨万
分，采访时她告诉记者：“这里夏季温度如
此凉爽，既是避暑天堂，还能一站式领略雪
山、湖泊、草原、花海等不同景色，真是一次
令人难忘的旅程。”与陈女士一道，此行中
大部分游客来自南方城市，为了让大家看
尽青海美景，主办方精心策划了途经西宁
市、海东市、贵德县、青海湖等多地的旅游
路线，其间融合自然风光、民俗体验、绿色
产业的深度游。同时，在海东市互助县，游
客们走进高原有机蜜基地，体验采蜜工序、

品尝高原原蜜，共享这趟甜蜜的旅行。
“此次活动依托青海丰富且独具特色

的旅游资源，采用‘旅游+工业游’的形式，
让广大游客在领略青海美景的同时，了解
青海名优特产，从而有效带动旅游与地方
特色加工业的深度融合和共同发展。”活
动主办方告诉记者，为了更好地宣传推介
青海蜂产业，作为主办方的青海省蜂产品
协会、青海省花宝蜂业股份合作公司等，
通过采取“生态体验+产业对接+文化传
播”的模式，助力青海打造国际生态旅游
目的地及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标杆，
推动“旅游+工业游”成为带动乡村振兴的
新引擎。

本报讯（记者 文月婷）6月10日，记者
从 2025 大通半程马拉松新闻通气会上获
悉，2025大通半程马拉松将于6月15日鸣
笛开跑。此次大通半程马拉松旨在推动全
民健身运动、促进文体旅深度融合，进一步
提升大通城市品牌影响力。

据了解，本届赛事以“逐梦一城山水，
纵马大境通达”为主题，共吸引5200名跑者
参与，包括 1500 名半程马拉松选手、3500

名欢乐跑选手及200名爱心跑参与者。此
次赛道设计巧妙融合大通自然与人文特
色，起终点设于大通西站，半程选手将途经
国家4A级景区老爷山，并在保存最完整的
明长城马场段与西山段下奔跑，尽览大通
县的秀美山川。

此次赛事服装与奖牌设计成为全场亮
点。赛事服装主色调选用生态绿，象征北
川河的清澈水流与老爷山的苍翠林海，采

用高端速干面料与人体工学剪裁，有效应
对高原气候并且保证了运动舒适度。奖牌
正面以浮雕工艺勾勒明长城雄姿与巍峨的
老爷山，寓意着挑战极限的马拉松精神，中
央镶嵌金色流沙呈现北川河的生生不息，
三大元素共同构成“天、地、人”和谐图景；
背面则以立体雕金工艺绽放老爷山上的刺
玫花，象征奔跑者如高原花朵般“生于厚
土 灿若骄阳”的坚韧精神。另外，参赛包
也惊喜满满，醇香的青稞酒、大通非遗酸
奶、青稞饼干、青稞奶茶等特色补给为参赛
者提供能量。完赛后，选手可以尽情体验
大通的浪山文化，热气腾腾的非遗大锅面
片将令奔跑者大饱口福。

通气会现场，组委会为赛事战略合作
伙伴及官方赞助商举行授牌仪式。青海互
助天佑德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可可西里
（青稞）产业园、青海锶之源饮用水有限公
司等企业将为赛事提供坚实支持。

“巍峨的老爷山为我们见证，奔腾的北
川河为我们喝彩。”大通县文体旅游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依托省田协指导、赞助商支持
及全县各部门通力协作，大通县有信心将
本届赛事办成一次安全、精彩、热烈、圆满
的体育盛会，办成一次充分展现大通活力、
魅力与实力的高水平赛事。

争分夺秒！两代医者合力挽救脑梗老人生命

精神文明建设
西宁在行动

湟源县：

三位一体智慧化管理农村公路

粤青相约，开启青海寻“蜜”之旅

“引育留用”城中区这样做

城东区全力推动物业服务标准化提升

2025大通半程马拉松6月15日开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