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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之城——
在“长高”时代 造智慧城市

曾几何时，“中国夏都”一直是中外游客
对西宁的最初印象。当 2014“青洽会——夏
都国际论坛暨凉爽城市国际论坛”上，一个
更加国际化、人性化、现代化的城市国际品
牌“世界凉爽城市”诞生时，许多人都或多
或少感到迷茫。

“构建世界凉爽生态之城，西宁得天独厚
的资源禀赋，可谓是天赐‘凉’缘。”中国工
程院院士丁一汇解释，“世界凉爽城市”更直
接、更清晰、更准确地把西宁市的“凉爽”
资源提高到了国际层面，可以改变西宁高
寒、边远、落后的形象，提升城市的国际影
响力，振奋西宁人的拼搏精神。

事实上，正是在打造城市国际品牌的
引领下，近年间，西宁各项建设工作火热
开展，城市功能进一步优化，一个更加繁
荣、更加美丽、更加宜居的现代化都市正
悄然呈现。

高度变化的背后，是一座城的崛起。高
楼的变迁，见证了西宁的现代化发展之路。

站在西宁海湖新区万达广场门口，88岁
的祁海云很想知道，在将近 200 米高的办公
楼里工作是一种怎样的体验。退休前，他在
西宁第一毛纺厂上班，当时的生产车间都是
平房。

在他的记忆中，当时西宁最高的楼应该
是大十字新华书店。“一开始书店只有两层
高，后来又加盖了两层，总共 4 层，在当时
那个年代是非常气派的。”

资料印证了祁海云的说法：大十字新华
书店始建于 1959年，原设计为 2层，于 1975
年加建至 4 层，建筑高度为 14.9 米，是西宁
市当时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然而，大十字新华书店很快就被不断拔
地而起的高楼远远甩在身后。

1999 年，106 米高、共 29 层的建银宾馆
建成，在当时被冠以“西宁第一高楼”之
称。2008年，由上海市浦东新区援建的“高
原明珠”多功能观光塔在西宁市西山山顶建
成竣工，成为西宁市另一个高度。

到了近些年，西宁高楼开始成倍增长——
158 米的时代盛华、180 米的新千国际广场，
不断刷新着西宁“高度”。“高层时代”的到
来，将城市功能和城市景观拔向新的高度，
昔日“匍匐”的西宁城市天际线，如今张扬
跳脱、活力满满。

城市要“长高”，也要有“智慧”，这是
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
之路。

7 月 27 日，记者来到位于西宁市民中心
的西宁城市运行管理指挥中心。900 多平方
米的指挥大厅，宛如电影放映厅，巨大的电
子屏幕上，交通、教育、医疗等数据一目了
然，25家市直部门和各县区工作人员在席位
上忙碌着。

2018年10月，汇集了1431条资源目录的
城市“智慧大脑”于此投入运营。50个专题
图层、9122万条数据支撑、96个信息系统……

“智慧大脑”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
等前沿技术推动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
管理理念迈向新阶段。

“假如市区某地出现火情，‘智慧大脑’
能在救援抢险过程中起到怎样作用？”记者举
例问道。

“我们的12345民生服务系统整合了19条
服务热线，与 110、119、122 等热线互联互
通。不只是面向灭火救援，发生任何紧急事
件，指挥中心都能第一时间指挥调度车辆，
开展应急工作。”工作人员回答说。

在西宁的“智慧大脑”中，还汇集了气
象、环保、综治、基础设施、便民服务等 7
个专题数据，通过空气质量监测点以及废
水、废气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对城市环境
监测数据统一集成、管理和分析，为环境监
管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当好城市运营的“金
算盘”。

通过整合雪亮工程、交通系统等，“智
慧大脑”接入 5 万余路况视频监控，覆盖
了全市 80%以上的重点场所，通过卫星定
位 设 备 、 音 视 频 监 控 设 备 和 监 控 平 台 ，
实 时 监 控 “ 两 客 一 危 ” 车 辆 位 置 信 息 和
行 驶 轨 迹 ， 对 城 市 安 全 和 数 字 安 全 做 好
事 前 监 测 、 预 防 和 预 警 ， 筑 牢 城市安全

“防火墙”。

美丽之城——
荒山变“绿海” 碧水绕古城

西宁市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隅，城区坐
落于南北两山中间，属于典型的“两山夹
一城”。

在老西宁人的记忆中，很长时间里，南
北两山只能用一个词形容——光秃秃。“打我
记事儿起，村子周边的山就是光秃秃的，连
草都不长，经常发山洪。”86 岁的谢国明老
人说，大伙儿既盼下雨，又怕下雨。“庄稼人
几亩山地，靠天吃饭，小雨有口粮，大雨要
人命啊！”

西宁南北两山山势起伏，沟岭相隔，
地形破碎，岩石裸露，土壤贫瘠，年平均
气温只有 5.8 摄氏度，年均蒸发量是降雨量
的近 5 倍。

1989年起，一场全民参与、声势浩大的
绿化战役在西宁正式打响：鼓励机关企事业
单位和个人划片承包，并颁发林权证，明确
土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用“谁种谁有”
的激励政策多渠道统筹资金；承包人依法取
得的国有林地和林地上的森林、林木的使用
权，经批准可以转让、出租、作价出资等。

荒山要想变“绿海”，除了政策扶持，
还需要借助科技的力量。西宁市在南北两山
广泛推广网络化移动管道供水，有效提高灌
溉质量；应用旱作林业技术，提高了苗木耐
寒能力；坚持提前整地，提高林地土壤保墒
功能……

就这样，西宁人用汗水、心血和智慧，
打破了人们对西部高原城市缺林少绿的偏
见，实现了生态逆袭——南北山绿化面积达
3.4万公顷，森林覆盖率由7.2%提高到80%以
上，年降雨量增加了将近 50 毫米。据估
算，南北山森林每年可滞尘 7.5 万吨，比
1989 年滞尘能力提高了 7.2 倍，对西宁扬沙
天数的减少起到了重要作用，水源涵养功能
得以增强，南北山成为城市近郊两道牢固的
生态屏障。

涵养生态，治山亦要理水。湟水河，黄
河上游的最大一级支流，其冲刷形成的湟水
谷地便是西宁古城的诞生地，是名副其实的
西宁母亲河。

伴着 7 月的柔风，记者走进了位于市区
的西宁湟水国家湿地公园。午后的阳光浇洒
在清盈的水面上，成群结队的水鸟时而优雅
地在空中滑翔，时而在湖心小岛中悠闲休
憩。除了常见的渔鸥，还有绿头鸭、白骨顶
鸡等各种鸟类，它们或仰头鸣叫、或低头戏
水，别有一番情趣。

“这几年，无论在种类还是种群数量上，
园区内鸟类均有大幅度增加。”公园管理服务
中心宣教负责人马成龙告诉记者，2013年在
公园规划建设前，湟水河西宁城区段能发现
的鸟类只有19种，而截至2020年，园区能监
测到的鸟类就达152种。

改变因何而来？
自2013年底西宁湟水国家湿地公园被批

准试点建设以来，经过 113 公里的河道治

理，园区在湟水河沿岸建成 137 万平方米的
景观水面，打造出总面积超 500 公顷的湿地
公园，在高原古城营造出“绿意盎然、水韵
悠长”的城乡水生态风貌。“真没想到曾经的
烂河滩，竟变得这么漂亮。”家住附近的市民
宋宝宏感慨道，“现在来公园游览的人越来越
多，许多人还是专门来这里拍鸟儿的。”

流水有声，诉说古城新篇章。近年来，
西宁市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
治理小流域154条，整治关停湟水河沿线200
余家非法采砂场和近 700 个排污口，将河道
治理、片区开发、截污纳管、河岸绿化及景
观功能提升等项目统筹整合、打包实施，目
前已治理河道 137 公里；通过河道底质改
良、微生物净化、水生植物配置、湿地绿化
提升等措施，湟水河日渐清澈……据了解，
2020年西宁市国、省控考核断面水质优良率
超过 87.5%，曾经水少、水浑、水脏的湟水
河正重焕生机。

幸福之城——
办事“一次跑” 民生有温度

在2020年中国幸福城市论坛——第十四
届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推选活动中，西
宁成功入选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名单。

幸福是荣誉，更是老百姓实实在在的生
活体验。

南川河畔，古铜色屋顶，米黄色墙面，
逐层叠退的设计布局，气势磅礴的西宁市民
中心处处透着河湟民居的质朴和大气。

据介绍，总建筑面积约 12.9 万平方米的

市民中心共进驻行政审批服务局、不动产登
记服务中心、社保局等17家行政单位，负责
办理各类服务事项大项 144 项、小项 389 项，
全力打造只进“一扇门”、办事“一次跑”的
政务服务新模式。

“以前，有的大型企业退休职工人多量
大，企业办理人员只能抱着一摞档案，先跑
到人社部门办理退休审批业务，再到社保经
办部门进行账户维护、待遇计算等，非常麻
烦。”搬至市民中心，令西宁市社会保险服
务局企业养老经办部副部长陈彬彬感触颇
深。“如今，退休办理不仅能一次跑完，而
且我们还推出了退休预审新模式，提供‘专
人专企专场’上门订制服务，让业务办得更
快更好。”

解决老百姓的烦心事、贴身事、困难
事，是对城市终极价值的追求。让老百姓在
日常生活中切身感受到舒适、方便、安全，
西宁同样在用自己的方式解锁着全面小康的

“幸福密码”。
明亮的阅览室、面带笑容的工作人员、

热闹非凡的文艺排练厅……7 月 28 日中午，
记者走进文亭巷社区综合服务中心，温馨的
感觉扑面而来。

“这里的饭菜干净又卫生，最贵的两荤两
素套餐也只要 10 元钱，服务也十分贴心。”
在社区“爱老幸福食堂”，记者遇到了正在用
餐的宋付轩老人。“每天早上，我和在食堂吃
饭时认识的老人们一起约着去散散步、逛逛
早市，中午 11 时我们再一起来食堂吃午饭，
大家一起说说话，生活一点儿不孤单。”

西宁市将老年助餐服务作为养老工作的
关键举措，通过“个十百千”工程，建成中

央厨房及爱老幸福食堂 230 个，形成了方便
可及的“15分钟”助餐配餐送餐网络。

不仅如此，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
下，多层次老年人社会保障体系正逐步成
型，一张为老年人编织的民生保障网徐徐
展开——

据统计，“十三五”期间，西宁市投入建设
361个养老服务设施，全市兜底性养老机构和
社区日间照料中心覆盖率分别达到 100%和
85%。2019 年以来，累计为全市 35 万余人

（次）的老年人提供了助餐服务，解决了老年
人做饭难、吃饭难的瓶颈问题。同时，在全省
率先建立助餐服务扶持措施，社会组织参与
老年助餐服务最高可获得一次性 30 万元的
建设补贴和每年10万元的运营补贴。

实际上，关注“夕阳事业”只是西宁事
无巨细解民忧的一个缩影。过去的 5 年，西
宁城镇新增就业 15.9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
控制在2.5%以内，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97.8
万人次；率先在全国开展城镇困难群体精准
帮扶和贫困家庭大学生资助，城乡低保标准
较“十二五”末分别提高 72%、104%；积极
开展无障碍环境建设攻坚行动，实现过街
天桥与人行地下通道无障碍直升电梯全覆
盖 ； 新 改 建 103 所 学 校 ， 新 增 学 位 2.5 万
个、校舍 174.4 万平方米，大班额比例由
28.8%降至 3.1%。

行走在西宁市区，记者还发现，各种袖
珍公园、街角公园、街头绿地随处可见，即
便是小小一隅也被完全利用，搭建起城市后
花园。据介绍，为进一步拓展城乡生态绿色
空间，近年来，西宁市不断见缝插绿，见空
植绿，拆墙透绿，新修建打造的80多所公园
绿地，让市民可时刻感受到“绿色西宁”的
民生温度。

“这些年，西宁不但越来越现代化，而且
城市环境越来越好，处处都有绿地公园，作
为一名西宁人感到非常幸福。”家住莫家街的
杨齐生对记者说。

从“中国夏都”到“世界凉爽城市”

西宁，现代美丽幸福之城将在高原“绽放”
本报记者 刘乐艺

从公交专用车道到初步建成 15 分钟

生活服务圈，高效便捷的城市服务深刻体

现着现代之城的内在要求。

从园博园的一步一景到南山公园的

极目远眺，市民心中的怡然自得，生动诠

释了美丽之城的深刻内涵。

从分步建成121个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到推广“爱老幸福食堂”，洋溢在老人脸

上的微笑，形象描绘了幸福之城的民生

底色。

自 2014 年提出打造“世界凉爽城

市”以来，青海省西宁市的一个个城市

提质目标相继落到实处，一项项民生工程

化为涓涓细流，城市面貌焕然一新，文明

底色更柔、发展冲劲更足。

站在崭新的发展起点之上，2021 年

初，西宁市全面开启了建设现代美丽幸

福大西宁新征程。书写高质量发展新

篇，这座处处充满惊喜的城市如何做好

支撑准备？近日，本报记者进行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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