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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传来好消息！5月23日北京表彰大会现场，当
“格尔木”三个字响起时，市政府大院的工作人员集体鼓
掌，手机瞬间被市民刷屏——

这不是简单的荣誉，而是对一座高原城市的“全民验
收”。市民马玉梅说：“以后要更爱护家园！”韩德胜大爷
念叨着：“绿化好了生活舒服”，这些朴素的感受里，藏着
文明创建最真实的意义：让城市从“被看见”到“被爱上”。

北京传来喜讯北京传来喜讯！！格尔木街头喜气扬格尔木街头喜气扬

6月15日，格尔木市民的热议话题仍然离不开“全国
文明城市”这一称号。当北京传来喜讯，街头巷尾的笑容
成了城市最美的注脚——环卫工马阿西牙清扫时步履轻
快：“现在乱扔垃圾的少了，大家都在护着这座城。”这句
朴实的感慨，道破了文明创建的核心逻辑：从环卫工手中
的扫帚到市民自觉分类的双手，城市文明正从口号变为
行动。

杨树巷社区工作人员沈平望着整洁的巷道，语气里
满是欣慰：“这些年清楼道、整绿化，居民从‘看着改’到

‘一起干’，社区成了真正的家。”昆仑路街道副主任张朝
祥的表态更显深意：“金字招牌既是认可，更是永不停歇
的考场。”从市容市貌的“面子”到民生服务的“里子”，城
市文明正向着让每个角落都浸润暖意的目标迈进。如今
的格尔木，绿化带里少了纸屑，斑马线前多了礼让，农贸
市场的摊位摆得齐整，老旧小区的楼道亮了灯。

广场舞跳进文明站广场舞跳进文明站，，红马甲织就暖网红马甲织就暖网

上午九点的星园路社区，20位阿姨踩着《文明歌》跳
广场舞，下午活动室就变成象棋角，几位学生正教老人用
智能手机。

3万名志愿者组成的“红马甲军团”，比闹钟还准时出
现在望柳庄社区——师生志愿者与社区工作者组成服务
队，对社区主干道进行环境卫生整治。校长张宏生表示：

“学校经常组织师生积极参与文明交通劝导、环境整治等
活动，用实际行动为文明格尔木添砖加瓦。”格尔木市注
册志愿者有3万余人，他们组成328支队伍，打造了“三红
服务惠民生”等多个品牌项目，成为城市中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

这些场景让记者深刻感受到，文明城市的创建，离不
开每一位市民的参与。正是因为有了广大市民的积极行
动，从社区的点滴小事做起，从每一次志愿服务做起，才
汇聚成了推动城市文明进步的强大力量。

老楼长出充电桩老楼长出充电桩，，荒滩变身火箭乐园荒滩变身火箭乐园

利和小区30年的老楼道里，王大爷的电动车终于有
了充电位，新画的停车位让下班抢车位成了“过去时”。

投资4亿元改造120个老小区，不是简单的“涂墙换
锁”：航空巷的荒地上长出带火箭模型的儿童乐园，吴女
士每天带娃来玩时都感慨：“以前这里全是沙土，现在路
灯亮到晚上九点，连广场舞阿姨都挪到这儿来了。”

漫步在格尔木的街头巷尾，能真切地感受到城市的
变化。曾经的老旧小区，如今已焕然一新。据格尔木市
住建局工程师孟源介绍，2018年以来全市累计改造120
个老旧小区，惠及 1.85 万户居民，投资达 4 亿元。城区
内，道路平整宽阔，绿树成荫、繁花似锦。为了提升城市
品质，格尔木市累计投入3.8亿元实施53个补短板项目，
整治道路51条，新增停车位1.32万个，改造公交站亭114
处。曾经的荒芜边角地，变身14 个“口袋公园”和8处立
体花坛。

1515分钟书香圈分钟书香圈，，菜市场里藏好人菜市场里藏好人

走在格尔木街头，15分钟准能遇见图书馆或城市书
房，流动图书车每月往乡下送500本书。更动人的是菜
市场的“隐形好人”：卖菜的张大姐捡到钱包原地等失主
两小时，社区老王头免费修家电十年。周馆长说这些小
事“比文化演出更养人”——当30位“格尔木好人”像星
星一样散在街头，文明就成了不用提醒的自觉。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格尔木市通过丰富文化内涵、弘
扬传统美德，为城市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让这座
城市不仅有美丽的外表，更有深刻的内涵和独特的魅力。

记者手记记者手记

站在格尔木街头，记者突然理解了文明的最终目
的——不是颁奖台上的金字招牌，而是王大爷给电动车
充电时的安心，是吴女士带孩子在口袋公园玩耍时的笑
声，是卖菜的张大姐守着钱包等失主的两小时。这座高
原城市用4年改造120个老小区，让3万志愿者像毛细血
管般扎进社区，把图书馆开到居民楼下——它证明文明
创建从来不是“冲刺跑”，而是把“绿化变好”“路灯变亮”
这些小事，做成了全民参与的“马拉松”。

当北京的表彰声传来时，最动人的不是街头的彩旗，
而是马玉梅阿姨说的“以后要更爱护家园”。这句话里藏
着格尔木最珍贵的答案：文明不是被创造出来的，而是生
活中养成出来的习惯——就像昆仑山上的雪水，终将汇
成滋养城市的长河。

（记者 张永黎）

如何让青藏高原的寒意化作蔬菜
生长的温床？近年来，我市以 17℃—
25℃的理想生长温度为轴，将冷凉劣
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书写着从“凉资
源”到“热经济”的精彩蜕变。从琳琅
满目的品种矩阵，到跨越山海的品质
口碑，再到星火燎原的产业版图，这片
土地上的蔬菜经济正以蓬勃之势，为
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这背后，一
幅独属于湟中冷凉蔬菜的成长图谱徐
徐展开。

破土破土：：寒土之下藏着金山寒土之下藏着金山

一组数据，揭开湟中区独特的地理
密码与农业基因。地处青藏与黄土高
原过渡带，2444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海
拔在2225米—4488米间起伏，大陆性高
原半干旱气候赋予其年均5.0℃的低温，
夏季 17℃—19℃的均温更是得天独
厚。88 万亩（1 亩≈0.0667 公顷）总耕地
中，74 万亩永久基本农田孕育着生机，
产出 11.32 万吨粮食、4.28 万吨油料与
29.8万吨蔬菜，马铃薯、青稞等高原作物
特色鲜明。

高海拔冷凉气候带来的长日照、大
温差与纯净环境，成为农产品的天然

“

孵化器”。清晨四五点，拦隆口镇西岔
村还浸在薄雾里，菜农已穿梭在齐膝高
的茼蒿田。这片曾被视为“寒地禁区”、
海拔 2600 米的土地，因 17℃的冷凉气
候，蜕变为蔬菜生长的沃土。充足日照
与昼夜温差，让茼蒿积累出浓郁风味，
也让湟中人窥见寒土之下的“金山”。

抽枝抽枝：：从零星试种到百亩良田从零星试种到百亩良田

在拦隆口镇下鲁尔村，庆合种植养
殖专业合作社的岗葱田在阳光下泛着
玉色光泽。“行情好时，这岗葱价格是普
通葱的3倍！”负责人田发德的话语里满
是自豪。从零星试种到百亩葱田，湟中
区走出“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差异化
发展路。

如今，湟中区蔬菜产业规模蔚为可
观。云谷川、西纳川地区分布着3个千
亩以上、34 个百亩以上设施基地，8582
栋设施温棚占地 10439.7 亩；2 个万亩、
11个千亩、60个百亩露地蔬菜基地星罗
棋布；225座保鲜库、6.8万吨库容保障新
鲜，15 座智能育苗温室助力种苗培育。
其蔬菜种植面积与产量稳居全市首位，
全省蔬菜大区地位愈发稳固。

作为西宁“菜篮子”的稳定器，湟中
区通过部分专业合作社每年6万余吨蔬
菜销往省外，19 万余吨供应周边，其中
14 万吨直供青藏高原农副产品集散中
心，占全省本地供应量超半数，极大缓
解了高原蔬菜外销难题。凭借城郊区
位优势，这里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丰富
品种、提升品质，成为西宁主城区蔬菜
供应的坚实后盾。

展叶展叶：：从靠天吃饭到智慧种植从靠天吃饭到智慧种植

“传统农耕已从‘经验驱动’迈向
‘数据领航’。”湟中区国家现代农业产
业园的智慧农业平台大屏上，全链条运
营数据实时跳动。田间监测设备化身

“智能管家”，精准传输温湿度、土壤墒
情、作物生长与虫害预警数据，为农业
生产装上“导航系统”。农户与农技人
员手持平板，即可远程实现精准灌溉、
科学施肥与病虫害防治。平台接入的
农产品价格波动曲线，经大数据分析形
成可视化报告，为种植与销售决策提供
动态依据。

智慧农业已在湟中遍地开花。科
研团队让草莓苗在高原大棚结出糖度
14°的果实，试验田的吊蔓西瓜改写冷
凉气候种植历史，60余个果蔬品种填补
全国市场空白的生长档期，宛如高原上
绚丽的彩虹。

开花开花：：客户抢着要的品牌客户抢着要的品牌

“这些菜薹48小时内就能摆上粤港
澳大湾区餐桌！”深圳市鸿福农产品负
责人杜荣贵掐断鲜嫩菜薹，看着渗出的
汁水赞叹。湟中冷凉蔬菜吸饱高原阳
光雨露，以清甜脆嫩的口感，在南方市
场成为“抢手货”。

大白菜、胡萝卜、菜薹等二十余种
蔬果跨越山海，在全国市场绽放光彩。
广州、深圳食客为湟中菜薹倾倒，上海、
成都、西安农贸市场里，湟中蔬菜品牌
凭借品质站稳脚跟……市场的认可，不
仅是对产品的褒奖，更是对湟中绿色发
展、追求卓越理念的肯定，品质成为其
最闪亮的名片。

结果结果：：产业融合一蔬一果皆风景产业融合一蔬一果皆风景

如何让冷凉蔬菜产业在高原沃土
上硕果累累？湟中区借西宁入选“国家
冷凉蔬菜种植黄金区”之机，围绕国家
级现代农业产业园，推进七大工程重点
项目，打造西纳川－云谷川现代农业示
范区，创新“农业+”模式，构建起现代农
业产业体系。田家寨镇千紫缘太空植
物博览园以“农业+科普”吸睛，李家山
镇云谷川印象小镇以“农业+文化”出
圈。千紫缘农业科技博览园更以“党支
部+园区+公司+合作社+农户”的“5+”
模式，建成集多元功能于一体的田园综
合体，将观光农业、科研育种与冷凉蔬
菜种植深度融合，吸引八方游客，让一
蔬一果皆成风景，实现三产融合发展新
跨越。 （记者 王琼）

本报讯（记者 师晓琼）6 月 18 日至
20 日，青海省第四届家政服务业职工
职业技能竞赛在大通县举行，来自全
省 33 支团队的 127 名选手汇聚于此，
在医疗护理员、家务服务员、养老护理
员、育婴员四个项目的赛场上展开激
烈角逐。

6月19日，记者在实际操作比赛现
场看到，参赛选手们胸有成竹，气氛紧
张而热烈，每个项目的赛场都呈现出忙
碌景象。在医疗护理员竞赛区域，参赛
选手熟练地为“患者”进行生命体征监
测、伤口处理、康复护理等操作。评委
们则在一旁仔细观察，手中的笔不停地
记录着选手操作的细节和时间，整个赛

场安静得只能听到仪器的轻微声响和
选手们沉稳的指令声。

在家务服务员的比赛现场，参赛选
手一进入场地，便迅速进入状态，整理
衣物、擦拭家具、打扫卫生，一系列动作
熟练而流畅。在养老护理员赛场，参赛
选手耐心地询问模拟老人，为他进行身
体检查、心理疏导，在为模拟老人做康
复训练时，养老护理员一边轻声鼓励老
人坚持，一边细致地调整老人的动作姿
势，每一个细节都体现出对老人的关爱
和专业的护理知识。而育婴员比赛中，
选手们面对仿真婴儿，温柔地为宝宝喂
奶、洗澡、做抚触，轻声哼唱着摇篮曲，
那充满爱意的眼神和轻柔的动作，仿佛

真的在呵护一个脆弱的小生命。
来自互助县的参赛选手孙永娟表

示：“为了这次比赛，我准备了很久，每
天都在反复练习各项技能。来到这里，
感觉压力很大，但也很兴奋，这是一次
难得的学习和提升自己的机会。”

目前，比赛仍在紧张进行中，参赛
选手们将继续在赛场上展现自己的实
力和风采。本次大赛以“展示新风采 家
政惠民生”为主题，不仅为家政服务从
业者提供了一个切磋技艺、交流经验的
平台，也将进一步推动青海家政服务业
向专业化、规范化、标准化、品牌化方向
发展，为全省家政服务行业高质量发展
注入新动力。

文明城市创建给格尔木带来了啥？
3万志愿者与120个小区作答

这场技能竞赛火热进行中

17℃的热望：湟中冷凉蔬菜的成长图谱

海龙海龙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