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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晴空）自2021年结对帮扶工作开展以来，南京
市六合区与西宁市湟源县两地党委政府始终秉承“优势互补、互
惠互利、长期合作、共同发展”原则，通过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
机制、明确工作职责，着重在人才交流、基础设施、产业发展、乡村
振兴等各项工作上发力，形成了多元化、多层次、多领域、多路径
的协作新格局。

投入东西部协作资金1.26亿元实施7大类42个项目。投资
7526万元建成乡村振兴产业孵化园，2023年8月投用后，实现村
集体经济增收每年60万元以上，提供就业岗位50个以上。围绕
创建全省沙棘产业建设示范县，联合成立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江苏省）·西宁高原沙棘研究院，投资800万元在沙棘良种繁育认
证、种质评价、沙棘茶生产等方面开展为期五年的高度协作，建成
并投运沙棘果冷冻储藏运输一体化项目。2024年招引江苏羲源
集团总投资4.2亿元100MW/200MWh独立储能项目，为青海省
首个独立储能项目，标志着湟源县在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实
现“源、网、荷、储”一体化方面“走在前作表率”。

依托“规划志愿湟源行”活动，科学编定大华工业园区总体发
展规划，精准绘制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链招商图谱，
全力打造苏青协作马家湾“浪河滩”乡村振兴示范村。统筹资金
2800万元编制完成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县城控规、42个重点村实
用性村庄规划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等13项专
项规划。2021年以来，累计争取各类专项资金48.39亿元，项目储
备库总投资从2021年的30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100亿元。

六合区先后选派4名领导干部赴湟源县挂职交流，并组织医
疗、教育、农业等领域70名“三支”人才到湟源县开展帮扶工作。
着眼培养一支“带不走”的优秀教师队伍，留下一套“可延续”的学
校管理理念，持续推进中小学校园教学质量不断提升。全面落实
医疗卫生行业“专家带骨干”“师父带徒弟”工作机制，引进和开展
了腹腔镜黏膜下肌瘤套扎术、骨干近端骨折内固定术等新疗法、
新技术26项，多项技术填补了湟源县的技术空白，县级医院建成
19个省市重点学科，“胸痛中心”通过国家级基层版验收，成功创
建“两专科一中心”，成功申报三新项目3个、科研课题6个，中医
类科研项目实现“零突破”。

湟源县依托地域优势和资源禀赋，通过东西部协作消费帮扶
指导，注册并推广“河湟田园·日月臻品”区域公共品牌，建成“日
月臻品”线上线下销售平台。企业发展线上线下销售渠道，与淘
宝、快手、832等平台精准对接。同时，在南京市六合区开设“青海
消费帮扶六合体验店”。全县累计共有30家企业和14家合作社
参与消费帮扶工作，帮扶产品涵盖牦牛肉、牛肉干、黄蘑菇、树莓、
蒲公英茶、蚕豆、沙棘、醋、菜籽油、青稞米、青稞面、皮绣、荷兰豆、
鸡蛋、枸杞、酸奶、皮绣、排灯、手工艺品等65种。截至目前，累计
销售农副产品6.45亿元。

不断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切实为加速形成湟源旅游品
牌，持续扩大旅游核心竞争力注入活力，推进文旅提质升级。
2024年7月16日，南京六合文旅集团与湟源丹青文旅集团举行座
谈交流会暨协作签约仪式，开启“2+1+8”模式合作，六合文旅集
团向丹青文旅集团提供15万元帮扶资金，用于丹噶尔古城镇海协
营项目改造升级。先后举办合源和美文化旅游活动、“日月山下·
茉莉花开”——合·源书画摄影展、首届青海丹噶尔东西部协作双
宁灯会暨第38届中国·秦淮灯会丹噶尔古城分会场等活动并亮相
央视，不断扩大“唐蕃古道，日月湟源”品牌影响力，现已成功入选
青海省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第三批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

盛夏七月，湟中区冷凉蔬菜迎来
丰收季。如何让这些新鲜蔬菜高效、
保鲜地运出去？湟中区大力建设冷
链体系，为冷凉蔬菜的“鲜”行之路保
驾护航。

冷链护航：
40小时“鲜”达苏粤餐桌

走进湟中区拦隆口镇长青蔬菜
种植专业合作社，保鲜库里的忙碌气
息扑面而来，负责人汉喜梅和工人们
正麻利地装碎冰袋，隔壁泡沫箱车间
机器嗡嗡作响，分拣台前的工人们手
不停歇地挑选、分装……这些带着湟
中区清冽气息的冷凉蔬菜，即将踏上
40小时的冷链旅程，奔赴江苏、广东
等地的市场。

“从地头到餐桌，靠的就是这‘冰
鲜组合’。”汉喜梅笑着说，加冰、装
箱、分拣，每一步都为了锁住蔬菜的
新鲜，“40小时直达，品质一点不差，
这全靠咱们的冷链体系撑着。”

体系筑基：
从田间到产业链的“鲜”路升级

合作社充分利用当地独特的环
境资源，常年流转土地1200亩，种植
莴笋、芹菜等 10 多种高品质冷凉蔬
菜。2023 年，合作社落实乡村振兴
衔接补助资金打造了蔬菜包装泡沫
箱制作车间、制冰车间，形成以生
产、包装、销售为一体的产业链，辐
射带动周边12个村发展蔬菜生产与
销售。

如今的湟中区，冷凉蔬菜产业蓬
勃发展。全区 12 万亩种植面积，产
量突破 30 万吨，占了青海省蔬菜总
量的近五分之一，不仅满足本地餐
桌，更成了深圳、广州、上海等大城市
的“菜篮子”常客。

农户增收：
冷链撑起“家门口”的好日子

有画面，有故事，丰收的喜悦从
哪儿来？

这背后，是不断完善的冷链“硬
支撑”：225座蔬菜保鲜库、6.8万吨总
库容，小南川、浅山片区的区域性配
送中心，织成了一张覆盖采收、仓储、
运输的保鲜网络。对农户来说，冷链
带来的不仅是新鲜，更是实实在在的
收益。

“在这儿干了两年多，地里忙时
除草、施肥，闲了就来保鲜库打包，一
个月能挣4000到5000元，很稳定，家
里也顾得上。”员工李建兰的话，道出
了全区 2.06 万蔬菜从业人员的共同
心声。

除了硬件升级，湟中区还在探索
创新冷链物流模式。“电商直供”“订
单式种植”砍掉中间环节，让蔬菜从
田间直接对接市场；“最短时间送达”
的目标，让“湟字号”鲜品更具竞争
力。正如湟中区蔬菜技术服务中心
副主任巴三姐所说：“冷链不仅解决
了保鲜运输难题，更拉长了产业链，
让更多农户跟着富起来。”

盛夏的风吹过菜田，带着丰收的
喜悦。一筐筐、一箱箱湟中冷凉蔬菜
整装待发。这条路，因冷链而畅通，
因新鲜而红火，更因无数人的努力而
充满希望。

（记者 王琼 通讯员 俞惠珍）

本报讯（记者 悠然）7月22日清
晨，城中区环卫工人王秀兰在清扫作
业时，无意间发现了一个装有4万元
现金的手提袋。面对这笔相当于家
庭数年收入的“巨款”，生活拮据的她
坚守原地3小时，最终将现金完好交
还失主，用朴实行动诠释了诚信美
德。

据了解，今年 59 岁的王秀兰已
从事环卫工作 12 年，负责南山路东
鸣翠柳山庄至司法厅路段的保洁工
作。在家中母女二人都是环卫工
人，外孙在幼儿园就读，家庭收入微
薄。当日7时左右，王秀兰像往常一
样在自己负责的片区进行清扫工

作，正在作业时发现一个鼓鼓囊囊
的手提袋，打开后发现里面装有四
沓现金，共计 4 万元。“这钱肯定是
别人急着用的，丢了得多上火。”时
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晨扫工作结束
了，到了吃早饭的时间，仍然不见失
主的踪影。王秀兰心里焦急万分，
她怕自己一走，失主回来找不到
人。王秀兰丝毫没有犹豫，当即决
定原地等候失主，这一等就是3个多
小时。当日 10 时左右，负责该辖区
的民警带着焦急的失主找到了王秀
兰。原来，失主路过该路段时不慎
遗失手提袋，发现后立即报警，经民
警多方排查核实，最终联系到王秀

兰。当失主从她手中接过现金时，
激动万分并再三道谢，并拿出部分
现金作为酬谢，却被王秀兰婉拒：

“这是我应该做的，换了谁都会这么
做。”朴实的话语背后，是这位普通
环卫工人坚守的道德准则。王秀兰
拾金不昧的事迹，让在场众人深受
感动，也为我们的城市文明增添了
一丝温暖。

本报讯（记者 小蕊）记者从城北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悉，在近
日举办的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
中，城北区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精心
培育的19个项目团队斩获2项金奖、
5项银奖、12项铜奖，充分展现了“城
北区双创筑梦行动”的丰硕成果，彰
显出北川创新创业活力区建设的强
劲动能与青年人才的卓越创造力。

本次大赛中，“热联万家——基
于云边协同的集中供暖动态补偿系
统”与“治安通途——全场景应急疏
散系统”两个项目以创新技术与社会
价值双维度突破，斩获金奖。这两个
项目均诞生于西宁城市职业技术学
院“城北区双创筑梦行动”，2024年入
选基地“优秀储备项目库”，开启孵化

加速之旅。基地精准识别项目需求，
为“热联万家”成功对接西宁四立物
业有限公司，提供真实场景与数据支
持，推动项目在试运行阶段实现节能
增效 30%。面对“治安通途”项目消
防检测材料短缺难题，基地紧急协调
第三方权威机构完成专业评定，破解
技术落地瓶颈。同时，依托“赛事练
兵”工作机制，开展10余场“一对一”
深度辅导，为团队量身定制优化方
案，最终助力项目在大赛中脱颖而
出。

此次“岟仔”“杞通e链”“武动新
生”等 5 个项目获得银奖；“昆仑绘
梦艺术工作室”“援速先锋”“植保无
人保障车”等 12 个项目摘得铜奖。
这些成果涵盖民生科技、文化创新、

绿色产业等多个领域，体现了基地
“包容性孵化”理念的落地成效——
既鼓励“高精尖”技术突破，也支持

“小而美”民生创意，有效汇聚创新
要素，形成驱动区域发展的强大集
群效应，有力支撑区域特色产业生
态构建。

构建完善的双创生态是激发创
新主体活力的关键保障。城北区将
持续锚定创新创业活力区建设目标，
依托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构建从“苗
圃培育”到“产业对接”的生态闭环。
目前，城北区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依
托城北区“双创筑梦行动”累计培育
项目232个，培育省级以上优秀项目
11个，切实为北川创新创业活力区建
设注入澎湃动力。

本报讯（记者 施翔）7月22日，城东区委政法委携手城东区司
法局、韵家口镇，深入曹家寨新村创新开展普法活动，将普法现场
从封闭的会议室搬到开阔的村民广场，从“被动接收”变“主动融
入”，通过与群众面对面交流政策、心贴心解答疑惑，搭建起高效
沟通的桥梁，致力于将收集到的“民声”切实转化为惠及百姓的

“民生”举措。
晨练场练“活”法条。晨光初绽的晨练时刻，普法志愿者精准

捕捉村民聚集的黄金时段，在广场晨练区打造沉浸式普法场景，
给打太极的大爷递上印有维权要点的扇面，让纳凉工具成为“移
动普法手册”，让法规知识随舞步流转。同时，邀请律师在健身路
径旁的休息区开设“晨练微课堂”，引导群众依法依规反映诉求并
维护自身权益，有效推动法治乡村建设。

家常话唠“透”法规。在法规普及的深度上，普法志愿者和律
师结合村民遇到的“楼上楼下漏水”“拆迁安置”“拆迁诉求反映”
等实际问题，在晨练休息的十分钟里，用拉家常式的对话替代严
肃宣讲，通过“案例对比+条文解读”的方式，在分发的宣传册上标
注重点，在与村民的一对一交流中算清“法律账”，让抽象条文变
成“看得见、摸得着”的权益指南。

此次送法进村活动，通过“敲开门、坐下来、聊进去、解疑惑”的
模式，使法律知识春风化雨般融入日常生活，成为群众遇事时第一
个想到的“贴心顾问”，让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真正走进
村民心里，切实将法治宣传的“声音”转化为保障民生的“行动”。

湟源县：合源和美 共奏协作交流新华章

精神文明建设
西宁在行动

城东区：

让普法从“纸面”走向“生活”

冷链冷链4040小时小时，，湟中鲜菜闯苏粤湟中鲜菜闯苏粤

环卫工捡到4万元现金坚守3小时等失主

城北区“双创筑梦行动”助力19个项目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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