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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西宁经济开发区各工
业园区经发局、各相关单位、各专利权利人：

根据《西宁市专利资助管理办法（试行）》（宁科
〔2018〕7号）文件规定，决定从2019年6月12日起征
集2018年度我市资助的授权专利、代理机构、代理
人、中国专利奖，并开展知识产权（专利）示范企业认
定和资助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资助对象
1.西宁市行政区域内依法登记注册，并实际经

营、依法纳税的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户籍在
本市的自然人，其专利权为第一权利人。

2.经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准，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注册
或设有分支机构，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并在市科技行政
主管部门登记备案，从事专利代理服务活动的机构。

3.西宁市常住人口中，上一年度通过国家专利
代理人考试并在本市专利代理机构、服务机构或企
事业单位内任职，从事专利代理服务工作，且任职合
同期2年以上的专利代理人。

二、资助范围
1.授权专利（2018年1月1日-12月31日获得国

内（包括港澳台）授权发明专利、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外国授权发明专利、外国授权实用新型专利、外国授
权外观设计专利）

2.知识产权（专利）示范企业
3.专利代理服务机构
4.专利代理人
5.中国专利奖
三、申报时间
2019年6月12日至7月12日（共30天），逾期不

予受理。
四、申报方式
登录西宁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

xining.gov.cn）下载“西宁市国内专利授权资助申请
表”、“西宁市涉外专利授权资助申请表”、“西宁市知
识产权（专利）示范企业申报表”、“西宁市专利代理
机构资助申请表”、“西宁市取得专利代理人资格资
助申请表”、“西宁市中国专利奖资助申请表”；具体
申报条件和要求请参照《西宁市专利资助管理办法
（试行）》规定执行，上报资料一式二份。

联系人：王成英
联系电话：7171674 15297212750

西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西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开展2018年度西宁市专利相关资助申报的通知

变化一：从孩子成留守儿童到带娃进城上学

“离家在外，最惦记孩子在老家过得好不
好！”今年31岁的李明俊在我市某装修公司做
木工，妻子则给他做小工，两人在这家装修公
司上班已经7年了，并且一直租住在城东区昌
运世纪村内。今年过完春节，从老家再次回到
西宁务工的李明俊夫妻俩将孩子也带在了身
边：“以前节后一返城就面临离别，自己难受，
孩子哭闹。今年不同了，带孩子一起进城，心
里踏实了，平日干活也更有干劲了。”

将孩子带到身边的李明俊除了不想让孩
子成为“留守儿童”，教育也是他考虑的一大因
素：“孩子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比起老家，城
里的教育水平也好一些，我准备让孩子在城里
上幼儿园。”李明俊表示，像他这样带着孩子在
身边的农村进城打工者有不少人呢。

放心和教育是李明俊最看重的两个因素。
这一点，在新华巷开了家早餐店的浙江籍

小老板张飞跃深表赞同：“以前家里老人带得
太溺爱了，儿子的性格很娇气，以自我为中心，
现在我们夫妻俩带着，对他要求严厉，儿子比
以前懂事多了。”去年在西宁买了新房的张飞
跃将孩子接到西宁，“带到身边后，虽然辛苦一
些，但是教育孩子方便多了。”张飞跃表示。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选
择将孩子带在身边，让孩子不再成为“留守儿
童”。

对于务工人员带着孩子去打工，西宁火车
站工作人员在交谈中也感受颇深：“以前的春
运返城流，一眼望过去几乎全是大人，这几年
带着孩子进城打工的人越来越多了。”

变化二： 从打工挣钱到实现自我价值

17岁就从黄南州来西宁务工的女孩李毛
卓玛告诉记者：“高中毕业后，不少同学都来了
西宁，也有去西安、成都上班的。”记者发现，从
与李毛卓玛年纪相仿的进城务工者口中，很难
再听到打工这个词，取而代之的则是上班。

李毛卓玛来到西宁后养成了每天写日记
的习惯，在她的日记里，她把和自己一样的年
轻进城务工人员称为新生代进城务工者。来
到西宁后，李毛卓玛便开始从事美容行业，两
年前，她用积蓄在微波巷内开了一家美甲店，
随着生意的好转，今年她将店铺搬到了海湖新
区。在开这家美甲店之前，李毛卓玛还在两家
美容店工作过。“有一家是因为生意做不下去
了，还有一家则是干得不顺心。”刚从第二家离
职后，曾经的同学邀请她去外省一家工厂工
作，但这并不在李毛卓玛的职业规划中：“这个
同学在苏州的一个流水线工厂里上班。过年
回家见面时，看她气色不好，据说是因为要上

夜班，还得加班赶工，虽然工资高，但这并不是
我想要的生活。我想通过不断学习，在美容行
业做出自己的小事业。”

1990 年出生的湖北黄冈人李一凡从小就
对父亲“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他的父亲长年
在建筑工地上干活，只有过年和秋收那几天才
会回家。“我妈把我们三姐弟拉扯大不容易，读
书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一定要好好学门技术，
至少要比父母过得好。”正是在这种想法下，中
专学的是电气焊专业的他，对机械修理有着近
乎“狂热”的喜爱，他毫不介意脏乱的工作环
境，平常不爱说话的他，却有超乎同龄人的理
解：“纸上得来终觉浅，知识和技能必须要两条
腿走路，我们一线工人的知识技能如果不扎
实，转型也无从谈起，最终吃亏的是自己。”

“我觉得工作不是暂时谋生的手段，而是
一项事业。”不久前，刚刚考得人力资源专业成
人大专文凭的李一凡对未来信心满满。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越来越多像李毛卓
玛、李一凡这样的新生代农民工开始关注“高
质量就业”，工作的磨砺让他们不断成熟，从一
开始的“眼高手低”，逐渐走向务实和实际，进
而也更关注提升自身的素质，不断为自己增
值，从而实现自我价值。

变化三： 从外出务工到回乡创业

越来越多的外地来宁的务工人员愿意将
家安在西宁，那么，西宁外出的务工人员又有
着怎样的选择呢？

湟源县青年李成军在北京务工8年后回到
了西宁，在北京务工期间他一共换过5份工作，
当过厨师，也干过保安，在一家搬家公司学到
专业技术后他选择回到西宁创业，在西宁后，
他创办了一家小型专业搬家公司。

和人们印象中的“苦力”不同，李成军只搬
钢琴一类的特殊物品，作为老板的他共有3部
手机，客户来电应接不暇。“现在选择多，只要
肯干，光搬家就有很多收入不错的技术工种可
以做。”

正如李成军所感受的，近年来，“就业不再
去远方，西宁就是好地方”成为越来越多西宁
务工人员的务工新潮流。“三年前，我还是建
设工地上的一名小工，因为没有技术，只能凭
力气挣钱。”湟中县卡阳村白菜扶贫农家乐老
板张德录告诉记者：“多亏了党的好政策啊，近
年来，卡阳景区的发展已经带动了不少村民发
展餐饮业，以此来增加收入，我也成了一名小
老板。”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像李成军、张德录他
们一样，一大批羽翼已丰的外出打工人员，纷
纷选择返乡创业、反哺家乡，陆续办起了餐饮、
废塑加工等民营实业。

（记者 施翔）

关注新生代农民工3大变化
本报讯（通讯员 永志）日前，笔者从

城中区了解到，今年以来，该区始终把
项目建设作为优化经济结构、拉动经济
增长、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坚持
把重大项目建设作为稳增长、调结构、
惠民生、保稳定的头等大事，进一步储
备项目、夯实责任，坚定不移推进重点
项目建设，全区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
进。

围绕国家、省、市的投资导向和投资
重点，准确把握政策取向，紧扣绿色发展
理念，结合中区发展实际，在做好西宁卫
城历史文化街区改造、南川文化旅游商
贸会展区、城乡基础设施等重大建设项
目申报工作的基础上，积极谋划绿色发
展、生态环保、民生事业等项目，筛选了
一批符合区域规划、产业政策、能够实实
在在落地开工的项目，初步筛选重点项
目70项，总投资29.9亿元。项目建设领
导小组切实把投资项目工作作为稳增
长、调结构、惠民生、保稳定的“第一任
务”和“第一责任”，严格执行“周检查、旬

协调、月督办”项目推进机制和重点项目
县级领导联点制度，狠抓项目进度。截
至目前，新建项目41项，已完工4项，开
工12项，开工率为39%；续建项目29项，
复工 18 项，完工 1 项，复工率为 65.5%。
县级领导发挥组织协调作用，及时解决
项目落实中出现的各种困难问题。区财
政局发挥管家作用，积极整合资金，合理
安排支出，截至目前，全区重点项目支出
51650万元，争取省市专项资金共36081
万元。项目责任单位切实承担项目建设
环境保障、要素协调、手续办理的主体责
任，加快推进未开工项目前期工作和在
建项目工程进度，保障项目顺利推进。

下一步，城中区将聚焦重点，狠抓推
进，特别是对全区未开工以及进度慢、未
按期推进的项目全面梳理摸排，分析原
因，倒排工期，制定有效应对措施，确保
按期保质完成建设任务，为打造绿色发
展样板城市先导区和全面小康社会先行
区，谱写新时代幸福西宁更美中区篇章
奠定坚实基础。

本报讯（记者 张艳艳）记者从大通
县教育局获悉，日前，大通县特殊教育学
校新校址动工修建，全县残疾少年儿童
很快就能享受到期盼已久的普惠性福祉
了。特殊教育学校的新建，使义务教育
更趋公平，保障了残疾少年儿童的社会
福利，推动了残疾人事业健康发展，具有
良好的社会效益。

据了解，大通县十分重视特殊教育
事业的发展。1992年在县职业技术学校
设立了首届聋教育班，2003年又增设了
盲教育班，2015 年增设了培智教育班。
2017 年 9 月，特殊教育从大通县职业技
术学校剥离，成立了招收各类残疾学生

的九年一贯制学校。原特殊教育学校借
用撤并后的桥头镇红河限小学，占地面
积2460平方米，建筑面积541平方米，为
一幢老式二层教学楼，无法满足残疾学
生的住宿、学习、康复训练要求。新建的
大通县特殊教育学校位于朔北藏族乡代
同庄村，占地面积14670平方米，计划投
资2581万元，新建校舍5600平方米,主要
修建综合教学楼、宿舍及食堂、风雨操
场、值班室等。项目完工后，可容纳 80
多名适龄残疾少年儿童寄宿就读。该县
努力打造标准的特殊教育学校，项目中
还包含有附属工程及教学仪器、康复设
备等配套设施，交付后就能投入使用。

本报讯（实习记者 谢晔 摄影报道）
绚丽多彩的衍纸作品、设计新颖的电子
产品、别具匠心的文创产品……6 月 13
日，由城北区政府联合城北区发展改革
和工业信息化局举办的“双创”活动拉开
帷幕，一件件成果展示着创业者们的智
慧和力量。此次成果展示，进一步提高
了群众创新创业的积极性和参与性，激
励更多创业者投身创新创业，打造“双
创”集聚区“新高地”。

据了解，城北区将结合实际，从6月
13日起，将开展一场以主题展示、文化传
播、互动体验为一体的“双创”活动周，为
更多创业者提供创业平台，为企业注入
新的发展动力。此次活动主题是“智创
青春，汇聚北区”，城北区采取线上线下
结合、产学研用协同、大中小企业融合的
创业创新格局，以优化创新创业生态、拓
展创新创业领域、提升创新创业层次、激
发创新创业动力为目标，充分调动城北

区创新创业为主体的积极性，在更大范
围、更高层次和更深程度，将“双创”活动
周切实打造成启迪创意、树立创业典型、
展示和转化创新创业成果的重要平台。

据悉，“双创”活动周活动内容分：城
北区“双创”活动周启动仪式及创业英雄
会，北区邀请创业成功的企业家为创业
者们分享经验、交流心得并答疑解惑；

“创青春”创新创业路演选拔，以大学生
创新创业为主要目标，着力打造适合大
学生的创新创业之路；一对一专家诊断
和头脑风暴，创业专家聚焦企业难题，为
企业一对一诊脉解决，同时提供全新的
创业思路；绿色出行交流会，邀请入孵企
业参与绿色出行的行业交流，并研讨汽
车产业的培训方向。五个活动会场是：
朝阳广场主会场、城北创新创业大厦分
会场、城北区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分会
场、城北区创客书吧分会场、青海E车汽
车后服务市场创业基地。

从外出务工到回乡创业；
从打工挣钱到实现自我价值；
从夫妻俩进城打工、孩子成留守儿童到带娃进城上学；
……
随着越来越多农村年轻人成为进城务工的主力军，记者发现，“我们不一样”，

是很多新生代农民工的鲜明特征。相对老一代农民工，他们受教育程度更高，善
于接受新事物，愿意提升自己，再就业选择上也更加灵活多变……

中区重点项目建设稳步推进中区重点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北区为创业者打造北区为创业者打造““双创双创””新高地新高地

大通县特殊教育学校新校址开建大通县特殊教育学校新校址开建

市民们正在参观创新创业的成果市民们正在参观创新创业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