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陈 曦

这个夏天，对于家住西宁市城西区的市

民马建宏来说，令他充满期待又感到快乐的

事情要比前两年多一些。因为不仅环青海湖

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如期到来，而且阔别了两

年的“文峰碑”全国山地自行车赛也与他再度

重逢。

“ 这 是 我 刚 刚 接 到 报 名 成 功 的 通 知 。

今年因为疫情防控的原因，主办方限报 150
名选手参赛，虽然人数少了，但我们这些参

赛选手都是热爱骑行的，所以比赛的激烈

程度应该会比往届更高。我得好好为自己

的爱车整备一下。”7 月 25 日，马建宏手头

整备着自己的参赛车辆，热情高涨。

据西宁市城中区文体旅游科技局副局

长刘威德介绍，今年是第十一届“文峰碑”

自行车赛，预计于 8 月 20 日正式开赛，十二

年来，“文峰碑”自行车赛也从 2010 年首届

比赛的仅仅 12 支参赛队伍发展到 2018 年

第九届最多的 32 支自行车俱乐部和协会代

表队，运动员人数从第一届来自 6个地区的

80 多名增加到第九届来自浙江、南京、甘

肃、宁夏、四川等 18 个地区的 460 余名，同

时每年都会吸引一些在青海留学和工作的

外国自行车运动爱好者加入其中。

可以亲身参加的赛事让马建宏享受其

中，而 7 月 26 日开幕的环青海湖国际公路

自行车赛更是让他激动不已。

“能在家乡看到这样的自行车赛事让

我感到自豪，你看，这是我提前就订做好的

横 幅 ，明 天 我 要 去 现 场 为 选 手 们 加 油 鼓

励。”马建宏展示着手中的横幅，上面印着

“享受骑行 享受健康 享受青海”十二个

字，虽然简单，却表达着他对这项赛事的热

衷与支持。

“环湖赛是我们青海的一项重要活动

赛事，顶尖骑行选手们的角逐让我们享受

竞技体育的激烈，但更重要的是可以推广

绿色出行和健康出行的理念，还可以将我

们青海的壮丽风景和民俗文化推向全世

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参与

其中，享受快乐。希望‘快乐骑行’可以成

为家乡的新名片。”马建宏说。

““快乐骑行快乐骑行””，，我们的新名片我们的新名片
本报记者 王 晶

“ 蓝 天 白 云 下 ，欣 赏 着 道 路 两 边 的 风

景，心情特别好。”7 月 26 日，在西宁市湟水

河畔的自行车道旁，身着骑行服，手拿骑行

头盔和护目镜的骑行爱好者杨程东正在小

憩。

盛夏，青海正式进入骑行时间，随着第

二十一届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拉开

帷幕，自行车骑行逐渐成为新时尚，越来越

多的市民骑着专业自行车，穿梭于大街小

巷，成为城区一道靓丽的风景。

家住西宁市城西区的杨程东是一名银

行从业人员，从 2002 年第一届环湖赛起，他

就开始观看赛事，那时候他才 14 岁，看着电

视里运动员们骑车路过雄伟壮丽的自然风

光羡慕不已，按他的话说是环湖赛点燃了

他对骑行的热爱，自此成为一名自行车“发

烧友”。杨程东的骑行纪录是 530 公里，从

西宁出发，途经贵德，然后环青海湖骑行。

“每年的这个时候我都会出来骑行，虽然我

的水平不能和专业运动员相比，但我热爱

骑行，热爱环湖赛。”杨程东说。

像杨程东一样，每年来青海湖环湖骑

行打卡的爱好者非常多。在平坦的青海湖

环湖公路上纵情驰骋，身旁是仿佛流动的

花海，远处是蓝色开阔的湖面，脚下自由滚

动的车轮，迎面而来的微风，还有沿途村民

的呐喊助威声，这一切都令骑行爱好者们

心神向往。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热爱骑行。为促

进骑行运动的发展，西宁市不断完善公共

设施，在湟水河、南川河、北川河岸边建设

自行车道，提供公共自行车等，让市民在骑

行中感触“绿水青山、幸福西宁”的真正内

涵，进一步感受环湖情怀、体验环湖魅力、

丰富环湖内涵，共同构建高原幸福城市，为

更高水平建设绿色发展样板城市和新时代

幸福西宁提供有力支撑。

问起对环湖赛的期待，杨程东眼神中

充满希冀：“我希望环湖赛能带动更多人加

入到骑行队伍中，收获健康、收获快乐，

也让骑友的身影、运动的风采，像青海湖

畔的油菜花一样，成为高原最美的风景。”

为环湖赛拉满浓厚氛围为环湖赛拉满浓厚氛围

贾 泓

21 次如期而遇，环湖赛再次来到现代
美丽幸福大西宁，西宁绕圈赛如约而至。车
轮滚滚，一座座地标建筑逐一展现，西宁这
座高原古城秀出了城市的美好。

如果说城市像是一本打开的书，那么城
市里的每一座地标建筑则是这本书的每一
篇章节。从百年老街焕发新容颜的水井巷，
到迸发着现代律动的海湖新区，从汩汩清水
流淌期间的麒麟湾到绿意盎然的南北山，从
充满西宁人美好回忆的人民公园到热闹非
凡的中心广场，这些新老地标建筑承载着西
宁的过去，也同样预示着西宁繁荣的明天。
这些地方充满了西宁人幸福的笑脸，更迎来
了全国各地游客的打卡称赞。

为深入贯彻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全
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稳住经济大盘系列
决策部署，顺应人民群众希望恢复正常社会
流动和生活秩序的呼声，更好地满足常态化
疫情防控下市民就地、近程出游需求，西宁
城市建设快速发展的同时，整合全市乡村旅
游优质资源，乡村旅游实现快速增长。

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秀出了西宁的美，
美的风光、美的味道、美的人文、美的生活，
还有美的内涵。在西宁，可以到西纳川邂逅
休闲农业的乡趣，可以在河湟历史遗迹感受
历史与现代的碰撞，可以走进文化馆和非遗
体验中心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可以
走进古村古寨感受民俗民间文化的风采，可
以走进山水之间在生态农业的体验中寻找
深藏内心的乡思乡愁。浪山浪水浪花海，看
民俗文化，赏自然生态，观田园风光，忆茶马
文化……这是西宁的美，更是西宁在打造国
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的实践中打出的特色牌，
走出的特色路。

2020年以来，尽管受新冠疫情影响，但
西宁市乡村旅游游客接待量和收入仍保持
两位数的增长，并且涌现出了湟中云谷川、
千紫缘、湟源小高陵、宗家沟、大通边麻沟、
东至沟等一批特色鲜明、效益突出、深受游
客喜爱的乡村旅游示范点，乡村旅游发展集
民食民宿、观光度假、农事体验、农旅文创于
一体，实现一二三产有机融合。

积极构建生态旅游产业发展机制，完善
旅游综合配套体系，推动生态旅游与文化、
体育、康养融合发展，建设西部自驾车旅游
大本营，推动打造甘青旅游大环线升级
版，提升中国夏都、世界凉爽城市品牌影
响力……西宁打出了生态旅游发展的特色
牌，秀出了自己别具一格的美。

打好特色牌打好特色牌
秀出西宁美秀出西宁美

本报记者 倪晓颖

这里是西宁，从历史的深处伴着悠悠驼铃

走来，带着丰厚的文化与深厚的历史；

这里是西宁，从白日的车水马龙到夜晚的

流光溢彩，渗着现代的律动与快速发展的活

力；

这里是西宁，从郁郁葱葱的南北山到城

市里的花街花桥，处处洋溢着群众的欢声笑

语……

7 月 27 日，第二十一届环青海湖国际公路

自行车赛迎来了西宁绕圈赛。跟随车轮看西

宁，现代美丽幸福大西宁的画卷徐徐展开。

碧水东流、青山相对，车行城市间、人在画

中游。这是一幅水墨丹青的山水画，更是一卷

绿色发展、幸福西宁的城市风貌图。

西宁，一座创新发展的城

2021 年，西宁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1500
亿元大关，GDP 增速位居西北省会城市第一，

对全省经济贡献率达 60%。沿着绿色发展的

路径，西宁迸发出无限的活力与张力，西宁经

济发展实现新突破，不断加快经济发展的“绿

色变身”。

“绿意盎然”的新产业新动能在西宁各个

园区落地开花。去年总投资约 180 亿元的高

景太阳能 50GW直拉单晶硅棒项目、总投资 30
亿元的年产 16 万吨高能密度锂电材料智能制

造基地、阿特斯光伏年产 10GW 单晶项目、亚

洲硅业年产 4 万吨电子级多晶硅项目……一

批含金量高的项目在西宁集中落地。

加快“四地”建设，西宁市聚力做强光伏

制造产业集群，壮大产业规模，打造全国重要

的清洁能源制造产业基地；做优锂电储能产业

集群，加快壮大产业规模，打造产业链完整的

锂电储能产业集群；加速培育光伏、锂电、特色

化工和合金新材料三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实现

产业链水平整体跃升。借力青海打造“高地”

建设“四地”的东风，西宁新能源产业正在从起

跑向奔跑转变。

全力推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和新兴产业

培育壮大，工业逐步迈向价值链中高端，全市

工业总产值由 1210 亿元增长到 1571 亿元。西

宁市整体产业实现从小到大、从大到强的蝶

变，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融入绿色发

展的工业经济厚积薄发。

把美好蓝图变成现实“画卷”、把宏伟规划

变为行动实践。踏上新征程，西宁将努力在高

质量发展的道路上积厚成势，以绿色为底色，

高质量推进现代化建设，为建设绿色发展、生

态友好现代化新青海作贡献。

西宁，一座生态宜居的城

7 月，行走在西宁的大街小巷，蓝天白云、

绿树红花，为城市调配出愈加鲜艳的色彩。

2021 年，西宁市新增园林绿地面积 79.6 公

顷，街头巷尾“冒出”上百处绿化景观，人均公

园绿地面积超过 13 平方米；草原生态保护面

积 7.3万公顷，整体森林覆盖率达 36.5% 。

团结公园的沉香塔、北川河湿地公园的大

型雕塑群、鲁青公园的骑行绿道、宁湖湿地公

园的候鸟科普展板……西宁市民罗凤萍说：

“出门就是公园，春天看鸟飞、夏秋看绿意，而

且每个公园各有特色。”开门见绿，是幸福西宁

发展的底色，也是西宁人追求幸福生活的重要

指标。

“澄澈的蓝天和雪白的云朵相互映衬，特

别透，特别美。”不少来西宁的外地人见到天空

都觉得十分惊艳。 2021 年全市空气质量优良

天数 330 天，优良率为 90.4% ，各项污染物浓

度大幅降低，环境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空气质

量连续 7年位居西北省会城市前列。

近年来，西宁市大力开展工业减排、产业

升级、清洁替代，推进植树披绿、智慧降尘、环

境美化，空气质量逐年提升，走出一条独特的

转型升级路径，成功打造 10 个固废处置链条

和 4 个青藏高原“无废模式”，“颜值”不断提

升。宽阔整洁的街道、舒适宜居的小区、修葺

一新的广场、景色幽雅的公园……都成为夏都

西宁的美丽缩影。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高质量推进现

代化建设，生态友好、绿色低碳正在西宁大地

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日新月异的高原古城西

宁，正绘就一幅与时俱进的新时代生态文明画

卷。

西宁，一座幸福洋溢的城

今 年 71 岁 的 张 梅 英 坐 在 爱 老 幸 福 食 堂

内，一边吃着可口的饭菜一边说：“我现在每天

在这里吃饭，饭菜每天都有新花样。还能和社

区里的老姐妹们搭伴儿，一起聊聊天，心情舒

畅！这就是我最真实的幸福感！”

“路平了、楼净了、院美了……”82 岁的退

休工人周昌盛在城西区五四大街 30 号院生活

了几十年，院子的变化，西宁的变化，他看在眼

里，感慨在心里。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改造提升社区综合服

务中心，铺设家庭养老（照护）床位，持续扩大

教育资源供给，新建社区共享健身房……西宁

市全力打造了功能完备的幸福生活圈、优质高

效的公共服务圈，让老百姓拥有更多看得见、

感受得到的获得感。

“赶考”永远在路上。西宁持续建设爱老

幸福食堂，形成覆盖城乡的“15分钟”配餐服务

网络；成功申报民政部、财政部居家和社区基

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试点城市，为老年人

提供居家健康检测、医疗护理、保健康复等服

务，打通居家养老服务“最后一公里”。

为了让社会救助更有力度更有温度，西宁

市开展了“物质+服务”服务类社会救助改革

试点，探索创立了照料护理、康复训练等四大

类 38 项服务清单，推进救助制度转型发展。

西宁市全面深化“石榴籽家园”创建，深层次推

动“五治融合”，着力构建互联互通、共建共治

新格局。

用一张充满温度、直抵心房的民生答卷，

把属于每个人的“小确幸”汇聚成属于全体西

宁人的“大幸福”。件件“急难愁盼”民生实事

得到有效解决，群众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越

来越高。

一城山水满城诗一城山水满城诗 绿水青山入画来绿水青山入画来

锂电产业的铜箔生产
线。 本报记者 黄灵燕 摄

老年群众在爱老幸福食
堂就餐。 文亭巷社区提供

西宁市北川河湿地公园。 胡彬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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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美丽幸福大西宁现代美丽幸福大西宁。。 通讯员通讯员 黎晓刚黎晓刚 摄摄

↙“文峰碑”国际山地自行车
赛的比赛现场。 城中宣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