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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日报记者 苏烽

“以前附近的社区居民没有休

闲的地方，现在大变样了！”6 月 26
日，走进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

令哈市柴达木西路一侧的公园，孩

子们在广场上欢快地奔跑嬉戏，老

人们则在音乐的伴奏下翩翩起舞，

大家脸上满是幸福的笑容。

望着眼前这和谐融洽的场景，

身为河西街道建设路社区党总支书

记的林慧珍心中洋溢着喜悦。林慧

珍说：“社区就像是一个大家庭，我

们始终把满足社区居民的需求作为

连接各族群众的纽带，居民们生活

得幸福快乐了，这个大家庭自然就

更加和谐团结。”

河西街道建设路社区是个拥有

3200 多户、1 万多居民的大家庭，居

住着蒙古族、藏族、回族等 10 个民

族的居民。走进社区，“相互了解、

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

互学习、相互帮助”的“石榴籽”家园

标语格外醒目。这不仅是社区各族

群众的共同心声，也是他们日常生

活的真实写照。

团结和睦是社区的幸福之源。

“社区从未停止过促进民族团结进

步的步伐，无论是老居民还是新居

民，无论是从农村搬进城市的老人

和孩子，还是从外地搬来的居民，我

们努力让每个人融入这个大家庭。”

林惠珍介绍说，自 2022 年起，社区

积极打造“石榴籽家园”品牌，通过

精心组织志愿者服务、邻里互助、结

对帮扶等活动，深化各族居民之间

的情感纽带，共同构建和谐、温馨的

社区环境。

石榴籽志愿服务队是社区内一

道亮丽的风景线，这支由社区党员

组成的队伍，积极投身于环境卫生

维护、政策宣讲、养老互助等志愿服

务活动，社区工作人员吕桂兰便是

其中的一员。

周秀华老人是社区里一位特别

需要关爱的居民，年近 80 岁的她由

于家庭原因时常感到孤独和无助，

每当夜幕降临，她总会因楼下细微

的响动而感到害怕和不安。“在咱们

的温暖社区里，周秀华老人就一定

不会孤单。”吕桂兰就像她的家人一

样，时常上门探望，陪她聊天，倾听

老人的心声，为她排忧解难。在吕

桂兰的关爱、陪伴下，周秀华老人的

脸上渐渐露出了笑容。

“老人其实是缺少陪伴，我们

经常过去和她聊天、谈心。现在她

不仅心情愉悦了，还在社区里交上

了许多朋友。”对周秀华老人发生的

变化，吕桂兰很是欣慰。

今年，在石榴籽志愿服务队的

基础上，建设路社区还成立了由 13
名辖区妇女和社会工作人员组成的

“青春伴夕阳”志愿服务队，专门围

绕社区“一老一小”（其中包括 19名
独居老人，200多名孤寡老人），努力

为他们提供及时、有效的帮助。

在建设路社区，每个人都深深

地感受到一股团结的力量。这力量

让居民齐心协力，共同面对生活中

的各种挑战和困难。同时，这力量

也激励着大家积极为社区发展贡献

自己的力量，共同创造一个更加美

好、和谐的家园。

“服务好、帮助好，让各族群众

和谐共荣”，是每一位社区工作者的

座右铭，他们用心用情为居民提供

优质服务，用实际行动践行民族团

结的承诺。盛源小区网格员钟锦明

就对本网格内的人口、房屋、特殊群

体等基本情况了如指掌，“我们网

格内 540 户、1743 名居民的事就是

我的事，网格的服务只有起点，没

有终点。”

晨兴二期的居民期待的活动

场所，社区已积极与海西州住建局

协调，成功争取到援青资金，为老

年人修建了休闲娱乐场所；辖区居

民牙生艾麦儿的美食店在经营上

遭遇困难，社区迅速介入，协助其

顺利解决……一个又一个通过具

体行动解决居民难题、传递民族团

结的温情故事，在建设路社区广泛

传播。

为了增进各族群众的交流融

合，社区还经常举办丰富多彩的文

化、美食和节假日演出活动等。今

年 6月 1日，社区开展儿童节演出活

动。原本计划 70 人参加的活动，当

天吸引了 243 名孩子参与。不仅丰

富了居民的业余生活，也增进了社

区居民之间的了解和信任。

今天的建设路社区，洋溢着满

满的幸福感。

“民族团结是社区和谐稳定的

基石，也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

只有各民族群众团结一心、互相帮

助、共同发展，才能创造出更加美好

的生活。”林慧珍说，建设路社区将

继续秉承这一理念，以行动传递温

暖，为居民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为居

民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青海日报海西讯（记者 苏烽 通

讯员 刘珍）夏至时节，祁连山国家公

园天峻片区展开美丽画卷，蓝天白云

下，布哈河水如丝带般清澈流淌，生

机盎然的动植物在这片土地上和谐

共生。今年以来，海西州持续加强生

态文明建设，加速推动以国家公园为

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通过多

项举措保护自然环境，促进区域生态

治理水平提升，实现生产、生活、生态

和谐共融。

海西州积极主动全力融入青藏

高原国家公园群建设，初步形成布局

合理、类型齐全、功能完备的保护区

网络，于 2020 年 10 月全面完成祁连

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任务，并通过国

家评估验收。目前，海西州区域内祁

连 山 国 家 公 园 总 面 积 占 比 达

48.15%。成立由主要领导任组长的

青海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

地体系示范省建设海西工作领导小

组，明确“4 带头 5 示范 N 推进”建设

思路，以确保建设的系统性和前瞻

性。同时，海西州与省级相关单位紧

密合作，共同制定《青海以国家公园

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示范省建

设总体规划》《青海省自然保护地发

展规划》，为自然保护地科学、有序建

设提供了有力支撑。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

保护和系统治理，“十四五”以来，共

完成营造林 2.24万公顷、草原生态修

复 4.52 万公顷、荒漠化防治 5.92 万公

顷，持续实施布哈河、大通河流域水

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不断加强野生

动植物保护，修复重要栖息地，拆除

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网围栏刺丝、降

低高度，强化野生动物救护、疫源疫

病防控，严厉打击野生动物非法贸

易行为。

发挥“林（草）长+河（湖）长”及

“检察长+警长”优势，构建跨部门环

境执法监督体系。联合多部门开展

“绿盾”执法检查，利用现代技术强化

非现场监管。与周边地区签订合

作协议，构建跨区域联防联控机

制，形成区域协同保护生态环境的

长效机制。

海西：以国家公园建设引领自然保护地体系全面升级

团结，建设路社区的幸福之源

柴达木日报讯（记

者 张萍 张岩）在第 37个
国际禁毒日之际，州禁毒

委、德令哈市禁毒委举办

“6 · 26”国际禁毒日文艺

演出暨“防范青少年药物

滥用”主题宣传活动。

活动中，州、市禁毒

委 70 余家成员单位通过

悬挂横幅、摆放展板、展

示仿真毒品模型、滚动播

放禁毒公益片等方式，让

广大群众深刻了解毒品对家庭、人身、社

会的危害，细致掌握关于毒品类型辨识、

新型毒品等方面的知识。

禁毒沙画《人生抉择》、微情景剧

《糖》、警务实战科目《缉毒犬模拟实战毒

品查缉》吸引观众驻足。互动环节大家踊

跃参与抢答，在寓教于乐中加深对禁毒知

识的了解和掌握。

活动在线上同步进行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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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柴达木日报记者 田格斯
通讯员 张海菊

地处青海省西北边陲，柴

达木盆地西缘的茫崖市，是典

型的高原大陆性气候，这里土

地多为重度盐碱地，且年均蒸

发量大，日夜温差高，这些因

素的叠加导致茫崖树木存活

率低。

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一

代代茫崖人，为了绿色梦想，毫

无怨言立下向戈壁要绿色的决

心，他们的足迹遍布植树绿化

的每个角落，凭着对绿化事业

的满腔热情，在平凡的岗位上

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为茫崖的

绿化工作作出了不凡的贡献。

李啟峰是茫崖市市政设施和建设工

程综合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他负责的

市政设施管理养护工作面广、量大，繁

杂、琐碎，但这些都没有让他望而却步，

他以更加高度的责任心和严谨的作风使

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开春后，我们就开始对全市的树木

进行春灌、施肥、修剪、除草、除碱、抹芽

等，虽然每一步都琐碎繁杂，但是看到我

精心养护好的树木健康成长时，心里就有

种自豪感。”李啟峰说道。

“让一棵棵小树苗变成耸立的大

树”，这是李啟峰最大的愿望。

“春天他和大家一起种树，夏天顶着

高温养护树木和绿植，他的脸都会因太阳

暴晒而脱皮。”李啟峰的妻子王香香说。

每次说起这些，李啟峰总会摆摆手，

他觉得这些都不算什么。一代又一代茫

崖人怀揣绿色梦想，发扬不畏艰难、艰苦

奋斗、顽强拼搏的精神，让绿色在茫崖蔓

延。像李啟峰这样的茫崖人凭着这一股

精神，坚定地走在“绿色追梦路”上。他

也被评为茫崖市 2024 年第二季度敬业奉

献好人。

践行生态初心，深耕绿水青山。李

啟峰说，他会全心全意地履行好“茫崖好

人”的示范带头作用，用敬业的底色践行

“两山”理念，让茫崖的天更蓝、山更绿、

水更清，生态更美好。

茫
崖
人
的
﹃
绿
色
追
梦
路
﹄

其乐融融书法绘，民族团结幸福浓。 建设路社区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