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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文明？文明何以体现？行走在西宁的街
巷间，答案藏在每一缕烟火气里——从社区里的志
愿服务到乡村中的文明乡风，从城市管理中的创新
举措到街巷间的温暖互动。一幕幕生动场景，共同
勾勒出西宁文明建设的鲜活画卷。

■社区实践：文明服务暖民心
志愿者娄海栗打开社区志愿服务平台，看着自

己参与垃圾分类宣传、助老送餐积累的积分，在兑换
机上轻轻一扫，一瓶护手霜稳稳落进手中……这样
的画面，是西宁社区文明实践的日常剪影。

走进城西区古城台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浓
厚的文明氛围扑面而来。实践所内，孩子们在“七彩
公益课堂”上认真地做着非遗手工，旁边的“书法基
地”里，几位老人正练着毛笔字。舞蹈室内，居民排
练舞蹈的身影洋溢着活力……这里依托“七彩公益
课堂”等载体，已开展活动200余场，惠及群众5000
余人次，为孩子们的成长添彩，为老人的生活增趣。

水管漏了有人修、电路坏了有人查、志愿者带着
技能上门，居民们用服务积分兑换生活用品……昆
仑路东社区的“爱心储蓄本”，写满了温暖的“幸福
账”。社区创新推出“居民点单—社区派单—能人接
单—积分激励”闭环服务机制，让这本小小的本子，
不仅兑出了柴米油盐的实在，更串起了邻里互助的
温情，让参与基层治理成了大家心头的“热乎事”。

“我们的‘党建+公益’项目，让服务更加精准高
效。”古城台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文博介绍道。通过
联合辖区单位党组织实施“公益创投”项目，已累计
开展惠民助企活动30余场，解决了群众“微心愿”80
余件。在创新的“智慧志愿服务系统”中，3700余名
志愿者在线“接单”，从帮助独居老人代缴水电费到
参与社区环境整治，他们的身影活跃在社区的每个
角落，为街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乡村新风：产业旺了 乡风更淳了
清晨的薄雾还未散尽，湟中区共和镇苏尔吉村

的炊烟已袅袅升起。田埂上，村民们戴着草帽，弯腰
侍弄着的绿油油的冷凉蔬菜，远处的金丝黄菊在晨
风中摇曳生姿。“产业旺了，文明才有扎根的土壤。”
村党支部书记苏宝明望着田间景致，话语里满是底
气。

近年来，苏尔吉村成立蔬菜种植营销协会，采用
“基地+合作社+农户”模式，蔬菜种植产值占全村种
植业总产值60%，产值高达2980万元。试种成功的
金丝黄菊，预计每亩收入约1.5万元，成了乡亲们的

“致富花”。
产业兴旺不仅鼓了腰包，更让文明乡风落地生

根。通过修订《村规民约》和“一约四会”制度，苏尔
吉村近年简办红白事 33 起，每年举办的农民运动
会、花儿会吸引周边村落的乡亲们共聚一堂，不仅促
进了各民族文化交融，也丰富了村民精神世界。依
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235名村民成为志愿者，年均
开展 30 余次志愿服务，从关爱孤寡老人到环境整
治，处处都有“红色”身影。

“现在钱包鼓了，村里环境也美了，大家互帮互
助的风气越来越浓，日子过得踏实又幸福。”村民苏
生成笑着说。

■文明治理彰显城市温度
暮色渐浓，城东区新千美食街的霓虹灯次第亮

起。旅游旺季的夜晚，这里“一桌难求”，食客们穿梭
在飘散着美食香气的街巷中。“旅游旺季允许限时外
摆，但要注意卫生和秩序。”城管局工作人员一边巡
查一边叮嘱商户。规范有序的店外经营让“烟火气”
与“市容美”相得益彰。这得益于“商业限时外摆”模
式——旅游旺季期间，城东区近300家餐饮门店在
划定区域限时外摆，既满足游客需求，又提升城市颜
值。

曾经，占道经营是西宁城市管理的难点，2023
年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受理的“占道经营”投诉
月均高达300件。如今，通过“疏堵结合”的创新举
措，这一数字已降至130件，降幅超56%。

城北区朝阳十字周边通过“潮汐摊位”，合理划
分区域和时段，在闲置地块设置45个摊位；城西区
力盟商圈通过“联合治理”，设置固定摊位近180个，
临时性摊点近40个。

“以前没有固定摊位，推着车四处转，一整天都
悬着心，顾客也经常找不到我们。现在城管局工作
人员帮忙选了合适位置，划定了固定摊位，守着摊子
能踏实做买卖，客流稳定了，生意也越来越好。”城西
区流动商贩王二峰说。

在西宁，文明建设如春风化雨，浸润着街巷里弄
的烟火气，缠绕着田埂地头的泥土香，流淌在车水马
龙的节奏里。文明的种子已深深扎根于湟水河畔，
绽放出绚丽的花朵…… （记者 措毛）

为青海架起一座为青海架起一座““信息桥信息桥””

“我想着不是青海没有需求，也许是
没有找到合适的渠道、路径或方法。”徐刚
回忆道，在总局工作期间，他留意到在一
些项目申报和政策征集活动中，很少听到
青海的“声音”。正是这份对青海的关切
与责任，让他在第五批援青干部报名时毫
不犹豫地主动报了名。“援青的初心只有
一个，就是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青海经
济社会发展尽绵薄之力。”徐刚的话语朴
实而真挚。

初抵高原的挑战远超预期。“低海拔
地区来的人，对缺氧环境毫无准备。”到岗
后，高原反应首先给了徐刚一个“下马
威”，入睡难、中途易醒、睡不踏实，这是他
之前从未预料到的。面对三年援青的时
光，一开始他难免有些担忧，随着慢慢调
整身体状态，他逐渐适应了高原环境，以
饱满的精神投入到新的工作中。不过，高
原工作的挑战，更多来自家庭的牵挂。“女
儿还小，爱人既要工作，又要承担照顾家
庭、辅导功课的重担。尤其是女儿生病
时，我却不能在身边陪伴，只能干着急。”
徐刚的话语里带着一丝愧疚，但更多的是
对家人的感激，“好在爱人和女儿都能理
解，对我的工作非常支持，让我能安心在
青海扎根。”

用专业能力激活市场发展潜力用专业能力激活市场发展潜力

“来到西宁后，市委、市政府让援青干
部‘任实职、担实责’，这份信任不能辜
负。”在西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内，他分管
标准、质量、计量、认证、知识产权、广告、
财务等多项工作。为了适应角色变化，他
抓紧学习新的业务知识，虚心向同事学
习，充分听取服务对象和基层市场监管工
作人员意见。

青海正迎来最好的发展时期，在时代
机遇下，青海已从粗放式发展逐渐迈向高
端化。在徐刚看来，这一转型过程中，企
业需要具备敏锐的知识产权意识，政府要
发挥精准引导作用，再协同相关专利等知
识产权服务机构形成合力，才能有效培育
企业的知识产权意识，为创新发展注入强

劲动力。
“为什么要保护知识产权？知识产权

布局，正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一环。”
徐刚表示，做好知识产权工作，最终目的
是激发创新活力、维护市场秩序，为产业
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而保
护知识产权，本质上是保护创新成果、鼓
励技术研发，提高创新转化率，从而形成

“创新—保护—再创新”的良性循环。
说起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徐刚的话语

里满是热忱。在市政府大力支持和西宁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积极申报争取下，西宁
市首次承担国家知识产权强市建设试点
城市任务，并以此为契机创下了多个令人
瞩目的“首次”：首次培育出国家级知识产
权示范企业；首次建立起知识产权领域涉
刑严重违法失信联合惩戒机制，成为全省
首批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示范区；建成
全省首家“知识产权诉调对接工作站”，以
及首批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点、知识
产权保护规范化市场和专利导航服务基
地……这一个个零的突破，见证着西宁知
识产权事业的跨越式发展。

为了构建全链条的知识产权保护体
系，徐刚始终琢磨着如何统筹多方力量，
打造社会共治格局。目前，西宁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已在多个层面发力。在企业层
面，着力推动国家级、省级知识产权示范
优势企业的培育；在园区层面，建立起知
识产权维权工作站；在市场层面，指导建
设保护规范化市场；在行政层面，不断强
化西宁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的功能……

“我们通过激活企业、园区、市场、政府部
门、司法机关及社会各界的协同作用，构
建了便捷高效、解纷多元、广泛参与的‘全
链条’知识产权保护社会共治体系。”徐刚
说。

“西宁凭借自然资源条件和特色非遗
等优势，在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
方面具有独特潜力，完全可以充分运用地
理标志保护这个专业手段。”为了更好地
发挥专业优势，徐刚深挖西宁特色资源，
精准发力。他带领团队指导圣源地毯集
团申报，推动企业成功入选国家知识产权
优势企业和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的首批

国家地理标志保护工程实施名单。同时，
建立起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企业“有进
有出”的动态管理机制，以及藏毯地理标
志产区等级划分、产品质量特色品级划分
机制，构建起统筹协调的地理标志保护体
系，让西宁特色产业在规范化保护中释放
更大价值。

西宁已成为他的西宁已成为他的““第三故乡第三故乡””

“援青工作不只是单向的‘援’，而是
双向奔赴，在援青的过程中，我收获巨
大。”徐刚感慨，“援青是我人生中一段难
忘的经历，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三年的
援青工作不仅帮助徐刚拓宽了视野、增长
了才干、提升了境界，更让他收获了青海
干部群众和“援友们”的深厚友谊。

在徐刚心里，援青工作有着更为深远
的意义。对于援青干部而言，不能仅仅满
足于当下的付出，更要把先进的理念、宝
贵的资源或者制度化的成果留下来，让它
们在西宁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
果，化作持续“造血”的力量。

分别的时刻终要来临，徐刚心中满是
不舍。这份不舍，源于他在这里实实在在
地奋斗了三年。这三年里，他与同事们并
肩作战，一同想办法、解决问题，一步一个
脚印地踏实前行。生于陕西、奋斗在北京
的徐刚，在西宁的三年时光里，心中早已
滋生出深厚的情感，这里已然成为他的

“第三故乡”。
看着第五批援青干部共同努力结出

的累累硕果，听着青海各级干部群众对援
青工作的交口称赞，徐刚愈发深刻地体会
到“援青干部”这一身份的重量——“责任
重大、使命光荣”。

“一次青海行，一生青海情。”徐刚的
目光里温情与坚定交织。

（记者 衣凯玥）

跨越山海跨越山海 情系高原情系高原

精神文明建设
西宁在行动

跨越千里跨越千里 情注高原情注高原
——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援青干部、西宁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徐刚

文明之花在西宁处处绽放

在窗明几净的办公室内，身姿挺拔、气质
干练的徐刚正有条不紊地处理着工作事务。
这位来自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援青干部，
眼神里闪烁着对青海发展的灼灼热忱。2022

年 7 月，他主动请缨加入第五批援青干部队
伍，跨越 1800 多公里，从首都北京来到海拔
2261米的西宁，在西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
启了为期三年的援青征程。

从北京到西宁，1800 多公里
的距离，这位来自国家市场监管
总局的援青干部，用三年时光在
高原写下了“担当”二字。他为
青海架起的“信息桥”，不仅连通
了政策资源，更打通了心与心的
距离。那些在调研检查中的奔
忙、与同事讨论方案的会议室
里，藏着他对“桥梁纽带”四个
字最生动的诠释。

从推动藏毯产业地理标志保
护，到建成全省首个知识产权诉
调对接工作站；从创新服务举措
优化营商环境，到“传帮带”提
升本地干部能力，他带来的不仅
是制度与理念，更是“造血”的
种子。当他说“要让成果留下
来”时，语气里的坚定，让人读
懂援青不是短暂的停留，而是

“深植”的承诺。
一次青海行，一生青海情。

无数援青干部，把宝贵的三年留
给了青海高原，而高原回馈他们
的，是刻进生命的成长与牵挂。
这份双向奔赴的深情，正是“跨
越山海，高原筑梦”的最好注脚。

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