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宁医务工作者陈生智：

做健康运动的现代人

书写高原古城绿色发展新答卷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马玉宏 石 晶

西宁作为我国西北重要的中心城

市，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南路和

“唐蕃古道”的必经之地。党的十八大

以来，西宁坚持投资、消费、出口协调

拉动，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

协同发力，园区、城区、县域齐头并进，

实现经济社会转型和跨越发展

打好“生态牌”念活“发展经”
青海省委常委、西宁市委书记 王 晓

我是一名医务工作

者，工作生活在西宁。作

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我见

证了这几年青海医疗体

制改革试点带来的诸多

惠民政策，许多医疗耗材

的大幅降价、药品的零差

价销售、大量特殊药品纳

入医保范畴，为众多患者

减轻了经济负担，避免了

因病返贫。

我长期在医院工作，对生命健康有着特殊的观

察与思考。人的生活和行为习惯与健康息息相关，

坚持长期锻炼、注重养生的人把时间和金钱花在病

前预防上，即使生病住院也会因积极的心态与良好

的身体素质较快恢复。

我居住的西宁市近几年城市环境明显改善，湟

水河两岸垂柳依依、姹紫嫣红，扩建的公园、广场是

市民休闲的好去处。因城市周边绿化率的大幅提

高，近年西宁降雨量明显增多，高原城市的含氧量和

空气湿度也有明显好转，这是西宁市人民共享的公

共福利。另外，政府沿湟水河、南川河、辖区公园、人

行道等地方修建了多条健康步道与“绿道”融为一

体，让市民在日常行走中就能体验健康步道，引导市

民养成健康生活习惯。

近几年，茶余饭后，城市里锻炼身体的人明显

增多，一到周末，朋友相约参加徒步、骑行渐成潮

流。这一切对于愉悦身心、提高生命质量都有很大

的帮助。 （本报记者 马玉宏整理）

西宁是一座有着2100多年悠久历史的
高原古城，地处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交界
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在此交汇，汉、藏、
土等多民族文化相融共生。作为青海省省
会城市，西宁市紧抓“生态优先”的发展理
念，算好绿色账、走好绿色路、打好绿色牌，
奋力书写幸福西宁绿色发展的崭新答卷。

持续绿化 荒山变氧吧

西宁市城区南北两山对峙，西北高，东
南低，东西狭长，形似一叶扁舟。记忆中的
南北两山曾是光秃秃的山岭，生态环境约束
了西宁的发展。如今借生态大省建设东风，
西宁从历史自觉和生态自觉出发，坚守生态
和发展两条底线，打破发展约束瓶颈。
自1989年以来，西宁先后持续实施了三

期绿化工程。2013年大南山生态绿色屏障
建设工程被住建部授予“中国人居环境范例
奖”，成为青海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标志性工
程。为巩固和推广南北山绿化建设成果经
验，2015年启动的南北山三期绿化工程建
设，计划用6年时间再造一个南北山。
从不毛之地的荒岗到青山如黛，南北山

的绿化成绩令人震撼，通过28年持续的绿
化工程，南北山已经成为西宁市民的天然氧
吧。两山森林覆盖率由治理初期的7.2%提
高到75%，新增森林资产价值达51.7亿元，
是工程总投资的3.2倍。每年提供的森林系
统服务总价值达到2亿元以上。2017年南
北山三期绿化工程预计将完成绿化面积6.9
万亩，造林工程为营造针阔混交林，形成乔
木为主体，针阔树种合理配置，乔灌结合的
生态防护林体系。

青山已现 绿水不再远

南北两山工程的实施，明显减少了西宁
地区扬沙天数，水土流失得到控制，植被面
积不断扩大，水源涵养功能增强，生态环境
持续改善，西宁市民绿色获得感明显提升。
与南北山改造相伴20年的朱洪杰，是

青海省南北山绿化指挥部办公室绿化处处
长，每年他有三分之二的时间穿梭在各个绿
化区，亲眼见证了南北山的变化。“南北山的
变化，使得西宁降雨量明显增多，狂风、沙尘
暴天气明显减少，山上野生动物明显增多，
登山、徒步的人也增多了。”朱洪杰说。
站在南山制高点的凤凰台上放眼望去，

湟水河与南川河以T字形交汇后缓缓东流而
下。南北山绿了，河道治理也就顺理成章
了，西宁开始推进“河湖清”建设行动，实
施重点河道防洪、小流域生态修复和水环境
综合治理，全面提升河流环境承载力，实现
“水清、流畅、岸绿、景美”治理目标。目
前已完成河道治理110.1公里，完成治理小
流域144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264.93平
方公里。
沿湟水河信步而下，年过七旬的老西宁

人刘春阳感叹：“这才是湟水河该有的模
样！”2016年为还西宁人一条清澈的母亲
河，湟水河综合治理工程正式启动。投入资
金4.39亿元，在河道上重建了14级蓄水建
筑物，将第四污水处理厂中水引入湟水河，
实现河道清浊分流，这一工程让西宁的母亲
河彻底改变了颜色。
2017年7月，中国生态环保大会在西宁

召开，并将大会会址永久落户西宁。西宁市

市长张晓容表示，这是对青海重要生态战略
地位的充分肯定，要毫不放松建设美丽西宁。

山清水秀城更美

山绿了、水清了，城市更美了。
围绕绿色主题，西宁持续打造环城国家

生态公园，重点建设南山生态运动休闲
区、北山生态文化体验区、西山生态景观
观赏区、小酉山林业科技展示区，形成
“一园多区”的环城布局，开展“幸福
西宁·绿化家园”行动，由点及面整
体提升城区绿化景观。
通过规划建绿、见缝插绿、立

体绿化等方式，增进绿化景观与
市民的亲切感、与周边环境的协
调感，推动园林绿化建设向精品
化发展。绿化改造上山、进城、到
市民家门口，为市民构建绿色生
态福利空间。截至2016年，西宁
市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达到3732
公顷，绿地面积3600公顷，绿化覆
盖率达到40.5%，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12平方米。
近年，随着社会发展和周边居住环

境的改善，西宁市民兴起了户外运动的热
潮，骑行、徒步、登山、野炊悄然兴起，户外俱
乐部和社团如雨后春笋遍地发展。据了解，
西宁正在积极规划建设海洋馆、冰球馆、水
上乐园、市民中心、印象西宁文化旅游区，以
及以西宁为起始点和中转站的自驾车营地
等一批有规模、上档次、影响大、带动性强的
旅游项目，加快推进现代服务业。
《西宁市关于建设绿色发展样板城市的

实施意见》提出，到2020年，以建设幸福西
宁为总目标，绿色发展实践取得明显成效，
形成与生态文明新时代相适应的制度机制、
空间格局、产业结构和生产生活方式，在一
些领域走在全国前列，基本建成绿色发展样
板城市。
如今的西宁，青山绿水生机勃勃，夏都美

誉名扬国内，市民幸福指数节节提升。

图① 蓝天、白云、绿地成为西宁的主色调。

本报记者 马玉宏摄

图② 西宁市湟水河两岸人行道成为古城亮丽风景线。本报记者 石 晶摄
图③ 西宁市市景一瞥。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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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西宁市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

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时刻

牢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准确把握绿色发展从末端治理向源

头治理拓展、从静态保护向动态保

护升级、从需求要素向供给要素转

型的趋势，深刻认识“生态似水、

发展如舟”，算好绿色账、走好绿

色路、打好绿色牌，把打造绿色发

展样板城市作为“始终对党绝对忠

诚，坚决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保持绝对一致”的现实检

验，坚持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作

为城市的成长坐标，全面实施“西

宁蓝”“高原绿”“河湖清”等建设

行动，举办2017中国生态环保大

会和第二届绿色发展论坛，努力在

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走出一条整

体实现绿色发展的新路。

我们加快推动城市转型升级，

通过城市“留白”、生态隔离、推

行低影响开发建设方式等途径，在

6540亩工业用地上建设园博园，

实施西宁南北山三期27万亩高标

准造林工程，建设217平方公里的

西堡生态森林公园，建成300公里

城市绿道，率先在西北省会城市中

成功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大气

质量连续两年位居西北省会城市

“双第一”，今年8月空气质量综合

指数居全国第八位，在中国社科院

组织的2017年35个大中城市生活

质量主观满意度指数第三方测评中

排名第一。

我们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强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

推进经济生态化和生态经济化，初

步缓解了消费需求外溢、输入性物

价波动、产业路径依赖等长期难

题。立足我市产业基础和比较优

势，全力打造千亿锂电产业基地、光

伏制造中心等，培育壮大新能源、新

材料等产业，加快推进工业园区循

环化改造示范试点和低碳工业园试

点，严格产业项目环境准入和污染

排放管控，形成循环工业、农业和服

务业体系。发挥生态产品的正向促

进作用，打好“生态牌”，念好“草木

经”，积极发展旅游度假、生物医药、

健康养生等特色产业，努力将生态

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

竞争优势。通过努力，西宁经济增

速连续两年居全国省会城市第2位，

经济总量占全省比重突破50%，对全

省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65%。

西宁将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为指导，铭记古丝绸之

路“由环境而兴、因生态而衰”的

教训，发扬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

精神，以全面落实“四个扎扎实

实”重大要求、推动“四个转变”

和打造绿色发展样板城市、建设幸

福西宁的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

大胜利召开，沿着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指引的方向奋勇

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