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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施翔）6月12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
王卫东调研督导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治情况，强调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重
要论述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在一体推
进学查改上下足功夫，以问题整改的实绩实效推动学
习教育走深走实、见行见效。

在甘河城市郊野公园，王卫东先后来到原取水口、
游客服务中心、“老砖厂”修复利用现场，实地察看问题
整治落实情况，与相关负责同志深入交流，详细询问水
源水质、中水回用、经营管理、游客人流等情况。他强
调，要紧盯时间节点，加强跟踪问效，以“脚到、眼到、手
到、心到”的自觉有序推进整改工作，确保问题改到位、
改彻底。要完善功能设施、优化周边环境、加强日常管
护、丰富经营业态，不断提升市民游客体验感满意度。

来到扎麻隆原湿地公园，王卫东实地察看土地复
垦情况，强调要强化以效为先，认真研究推动，坚持实
体化运营、市场化运作，大力发展高科技、高品质现代
农业，以有力整改成效持续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确保发
挥最大效益。

薛亚军、吉辉参加。

王卫东调研督导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治情况时强调

在一体推进学查改上下足功夫
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见行见效

本报讯（记者 王琼）6 月 10 日至 12
日，由西宁市委宣传部匠心打造的三
集纪录片《河湟三章》，于央视频客户
端每日 12:00、CCTV-9 纪录片频道每
日 19:22黄金时段独家播出。一经播出，
该片便凭借强大的感染力与传播力，在
蓝鹰融合影响力排行榜全国纪录片榜单
中强势跻身前三，引发社会各界广泛热
议与关注。

《河湟三章》以“河”“和”“合”为叙
事脉络，深度挖掘并解码河湟文化的
基因与精神内核。《河》篇聚焦非遗传
承，以热闹欢腾的社火等特色文化元
素为切入点，生动展现河湟地区非物
质文化遗产在岁月长河中的传承与创
新发展；《和》篇将镜头对准生态守护，
全方位呈现西宁作为生态文明高地中
心城市，在生态保护建设中所取得的
卓越成果，描绘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绝美画卷；《合》篇围绕民族交
融主题，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故事，讲述
多民族文化在河湟谷地相互碰撞、交
融共生的动人篇章。

该片凭借精湛的制作工艺与细腻的
叙事手法，将河湟文化的魅力融入每一
帧画面、每一段解说，为观众奉上一场震
撼心灵的视听文化盛宴。

播出后，《河湟三章》收获观众如潮
好评。一位资深历史爱好者感慨：“以
前对河湟文化的认知只是浮于表面，这
部纪录片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深入了解
河湟文化的大门，让我看到其丰富内涵
与深厚底蕴。”环保人士则对《和》篇赞
不绝口：“从中清晰看到西宁在生态保
护道路上的坚定步伐与不懈努力，深受
触动，也让我对身边环境有了更多关注
与思考。”还有观众动情地表示：“片中
人物故事真挚感人，透过他们的经历，

能真切触摸到河湟文化的传承脉搏，以
及多民族之间团结一心、携手同行的强
大力量。”

业内专家指出，《河湟三章》不仅是
一部优秀的纪录片，更是西宁市强化文
化传播、塑造城市形象的创新实践与重
要举措。它依托央视国家级传播平台，
向世界生动展示了西宁深厚的历史底蕴
与辉煌的发展成就，成功助力河湟文化
走出青海、走向全国、迈向世界。在新时
代背景下，该片对于赓续中华优秀文明
薪火、守护民族精神家园意义深远，以文
化的强大力量，为新时代精神家园建设
筑牢根基。

汉魏时期，此地是丝绸之路南线的
中转站；唐宋时期，六千里唐蕃古道穿越
河湟；明清两代，茶马互市达到鼎盛。自
古以来，西宁就具有开放多元的文化基
因。如今，来自51个民族的人民聚居于
此，守望相助、美美与共的故事，仍在继
续……

昨日，由市委宣传部历时一年、精心
策划制作的三集纪录片《河湟三章》第三
集《合》，在央视频客户端、CCTV-9纪录
片频道独家首播。

《合》以河湟舞剧青年演员成长与
“花儿卷卷”社区工坊创业为脉络，通过
多元活动，以细腻而深入的刻画，以小见
大地展示了河湟谷地多民族文化交融共
生的繁荣图景。受到了广大网友观众和
我市党员干部群众一致好评。

“西宁艺术剧院的青年舞者晓婷
的家乡与西宁隔山相望，曾因舞蹈职
业选择不被长辈看好，幸有母亲的支
持助她‘跨越高山’。如今，她成为舞
剧《河湟》主演，在这座以包容著称的
城市，借舞蹈探寻自我与脚下土地的
联结。”

“第一次看到舞剧《河湟》，是在全国
巡回展演来到绵阳时，那时候我对以舞
蹈诗这种形式展现河湟文化感到新奇，
这次通过纪录片中看到了《河湟》台前幕
后的故事，我更加觉得这是一群来自各
民族的青年舞蹈演员献给脚下这片土地

的礼赞。”绵阳市网友梅陇在观看完纪录
片后这样说。

“纪录片《河湟三章》每一集我都
准时收看，通过纪录片，我领略河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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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了西
宁优秀传统民间文化的风骨灵韵。”每
晚都准时收看纪录片的市民张莉这样
说道。

河湟谷地不仅是地理单元，更是多
民族交流融合的文化走廊。这里不仅有
舞剧《河湟》传递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绚丽多彩，还有“花儿卷卷”背后各民族
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时代风
貌——

陈风莲30岁从国企下岗，两年后在
家人支持下成为一名社区工作者，一干
就是30年。深知工作对女性意义的她，
创办了社区工坊“花儿卷卷”，所有面点
均由少数民族妇女携手制作。小小的花
卷，给阿娘们带来了稳定的收入，更让她
们实现了人生价值。

“平凡的岗位绽放出民族团结之花，
小小的花卷勾勒出同心共富的期盼。”城
东区民族宗教事务服务中心主任汪虎表
示，扎根社区30年的陈风莲书记，以“花
儿卷卷”工坊为纽带，让各族妇女在揉面
擀皮间结为“发展共同体”。小小的花
卷，蒸腾出“休戚与共”的暖意，她们共学
技艺、共撑家庭、共享发展，生动诠释了

“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刻内涵。陈风莲
也用30年坚守证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根基源于基层的团结力量，这间
烟火氤氲的工坊，也正是城东区49万各
族群众共建共有精神家园的缩影。

“在纪录片中我们看到自己的工作
被央视报道，深感自豪。”东关大街街道
慈幼社区党委副书记、居委会副主任马
翔宇表示，“花儿卷卷”工坊充分发挥辖
区群众资源特色优势，为辖区群众提供
了就业增收平台，提升了群众生活幸福
感和获得感，更是互嵌式社区参与社会
治理的具体体现，增强了社区凝聚力，展
现了基层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引领作
用。

“社区工坊‘花儿卷卷’让群众实现
‘家门口的就业’，为我们树立榜样，提供
了经验。”清真巷街道凤凰园社区党委书
记、居委会主任马兰清介绍道，凤凰园社
区根据各族妇女群众的实际需求，为辖
区各族妇女、下岗职工和残疾人员开办了
4次培训班，并创造了20多个就业岗位，
每人每月增收近800元，成功将“指尖技
艺”转化为“指尖经济”，鼓励了辖区更多
居民成为工坊“合伙人”。 （记者 施翔）

本报讯（记者 晴空）6月10日，记者从全省基层工
会工作推进会暨新兴领域工会组织“两个覆盖”集中攻
坚部署会上了解到，今年省总工会聚焦“两个覆盖”精
准发力，推动50人以上非公企业建会入会。

近年来，全省基层工会“两个覆盖”取得阶段性成
效，聚焦“两个覆盖”精准发力，重点突破新兴领域建会
工作，年内完成在青10家头部平台企业及其分支机构建
会，实现货运等行业工会应建尽建。巩固非公企业建会
成果，推动50人以上非公企业建会入会。加快新社会组
织工会组建，完善“小三级”工会体系。要提升履职能
力，按照“六有”标准规范建设，打造服务职工三大品
牌。各级工会压实主体责任，深化基层蹲点调研，杜绝
形式主义，营造良好氛围，以实际成效迎接中华全国总
工会成立100周年和省总工会成立75周年。

6 月 11 日，西宁市共收到安全隐患举报 62 件，其
中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接收举报49件、西宁市消
防救援支队接收举报13件，主要反映小区物业、消防
安全、市政道路等问题，已及时联系相应县区政府核
实处理。

6月11日，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接听群众来电
诉求1210件次，网民留言65件（西宁12345微信公众号
58件，西宁市政府网3件，青海12345政务服务网2件，
人民网2件），直接办理601件，转交责任单位办理609
件，回访409件。

热点问题：
1.消费维权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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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管理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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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音问题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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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省推动50人以上

非公企业建会入会

西宁市党建引领“有诉必应
马上办”机制创新工作日报

西宁市安全隐患举报受理情况日报

市人大常委会开展

人大代表助推“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主题活动

西宁绘制多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繁荣图景
——我市广大干部群众热议央视纪录片《河湟三章》第三章《合》

本报讯（记者 张艳艳）为充分发挥
代表作用，有效助推我市绿色有机农畜
产品输出地中心城市建设，6月12日，市
人大常委会组织相关领域代表开展人大
代表助推“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
设”主题活动。

此次活动通过听取情况介绍、实地
查看、座谈交流等方式，先后深入青海裕
泰畜产品有限公司、湟中区西堡宁协牧
业有限公司、湟中区拦隆口镇长青合作
社、大通景兴种植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大
通县茼蒿种植基地等开展穿透式调研，

详细了解我市农畜产品生产、销售、监
管、标准等情况。在座谈会上，与会代表
结合各自专业和实际，围绕农畜产品输
出地建设积极建言献策，提出了有针对
性的意见建议。

大家认为，近年来，西宁市以打造
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中心城市为
契机，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目标，从
生产、监管两端发力，全面推进标准体
系建设，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
系，农业生产能力、农业安全防范能力、
品牌意识效应、产品输出量有了大幅提

升，为全省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
地注入了新活力。建议积极整合现有
品牌资源，拓宽农畜产品销路，提升农
业组织化规模化集约化程度；加大本地
农业人才培养力度，提升农牧业科技水
平，为产业发展提供人才和技术支撑；
加大对农畜产品精深加工企业的资金
和政策扶持力度，扶持现有企业做大做
强，促进精深加工优化升级；加大宣传
力度，提升西宁的农业自信，提升西宁
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知名度、影响力、竞
争力。

《河湟三章》收视率跻身全国纪录片榜单前三国纪录片榜单前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