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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人，这些民生幸福您感受到了吗？
本报记者 王琼

“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一幅以幸福为主
题的画卷，必须用民生的画笔来精心勾勒。

连续三年入围幸福城市，西宁人的幸福感从何而来？
在西宁，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情景：每天清晨，位

于我市西门的健身步道里，不少市民到此健步走、打太
极、健身……上至年逾古稀的老年体育爱好者，下至朝气
蓬勃的少年儿童，无一不全情投入到运动带来的快乐之
中。谁还记得？这里曾经杂草丛生、垃圾成堆，如今却变
成一处现代感十足的“口袋公园”，植被郁郁葱葱，健身步
道柔软舒适，公厕、风雨长廊、休闲座椅等各类设施一应
俱全。

“下楼就是健身圈，健身方便，下楼就是生活圈，购物
娱乐一应俱全……”。市民张爷爷这样说道。

“家门口就是学校，孩子上学都很方便。”学生家长李
先生如是说。

“不用去省上的大医院，就能享受到市区级医院专家
的远程诊断服务，真是既安心又省心。”村民李奶奶开心
地说。

近年来，我市围绕“衣食住行、业教保医”等群众最关
心、最迫切、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以民心民力为依靠、民意
民声为依据、民愿民盼为方向、民惠民富为目标，一件接
着一件抓，交出了一份温暖的答卷。

回首2022年，一幅幅描绘百姓幸福的图景次第展开：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脱贫地区和脱
贫民众的内生动力被迅速激起；就业创业政策发力，就业
渠道越来越宽，灵活就业健康发展；社保体系日臻完善，
保障水平稳步提升，享受到红利的群众越来越多；城乡教
育质量进一步提升，办学条件、师资配备一年更比一年
强，医疗保障更加全面，增强了人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和
安全感。

一年一晃而过，但是对于百姓来说，却是
实实在在的365天。

民生是人民幸福之基、社会和谐之本。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在发

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
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

过去的一年，关于民生之变，百姓真真切
切的感受是什么？

孩子在家门口入学了，家长喜笑颜开；
老楼加装了电梯，老人可以直达“幸福”；群
众收入增加，心里也是美滋滋的；药品降价
了，患者的负担也降低了……一张张民生实
事的剪影，一件件可触可感的民生项目，给
西宁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那么，@全体西宁人，这些民生幸福您感
受到了吗？

绘就民生
幸福幸福““新新””图景图景

“民生跟着民声走，幸福才能入画
来”。一座幸福之城，须有温暖明亮的
民生底色。

走进湟源县下脖项村，宽敞干净
的环村路、整齐划一的房屋、鲜花盛
开的庭院，这个高颜值的小村庄令人
心旷神怡。在设施配套完善的文化
广场上，老人们正悠闲地聊天、下棋、
打太极，一片温馨和谐、其乐融融的
景象……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一位老人
对一个家庭很重要。”时间再次拨回
2022 年，为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孝老
爱老敬老的优良传统美德，这一年里
西宁为西宁的老年人到底做了些啥？

已为 27.33 万余人（次）的老年人
提供了助餐服务；

新建50个农村老年之家，实现了
农村老人“养老在乡村，享乐家门口”；

为2000户失能半失能老年人提供
适老化改造、智能设备监测及专业看
护等“三合一”入户服务，破解失能半
失能老年人居家照护难的问题；

为全市 5.5 万名 60 岁以上困难老
人和 80 岁以上高龄老人购买膳食供
应、家政保洁、康复保健、精神慰藉等
服务3100万元……

这一桩桩一件件为老实事，一再
生动诠释了越是细微处，越见真功
夫。这些枝叶关情的民生琐事，传递
着发展的温度、体现着为民的情怀，是
各级党员干部的“必修课”、检验初心
成色的“试金石”。

除了保障“一老”的生活，用心守

护的还有“一小”的生活。2022 年，我
市全力保障困境儿童基本生活，认真
落实儿童福利领域月报制度，及时将
符合条件的困境儿童纳入保障范围，
共为1271名各类困境儿童发放生活补
贴 484.74 万元；并且建立事实无人抚
养儿童主动发现长效机制，切实保障
好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合法权益，做到

“应保尽保”“应纳尽纳”；同时夯实未
成年人保护服务设施基础，投入98万
元建成24个乡镇（街道）未成年人保护
站和5个村（居）儿童示范之家，打造未
成年人服务、学习、交流、成长的一体
化空间。

“兜”住的是最困难群体，“保”住
的是最基本生活，一张严密的兜底保
障网，尽显温度。

“吃饱穿暖，广厦一间”是老百姓
最朴素的愿望。新时代，烟火人间，老
百姓最大愿望依然是丰衣足食，安居
乐业。

城东区居民马某某患有先天性心
脏病、糖尿病等多种疾病，丧偶后一直
独自抚养儿子，2019年，儿子如愿考上
了大学，但是贫困的家庭根本无力负
担学费，此时西宁市贫困家庭大学生
资助实施办法犹如雪中送炭，为这个
贫困的家庭送来了希望；

城北区73岁老人马某一直和自己
的儿子、孙女生活在一起，由于马某的
儿子属于精神二类残疾，一直需要人
照顾，孙女还在上小学，面对这样的情
况，辖区民政局及时将该家庭纳入最
低生活保障；

李某离异后一直独自抚养儿子，
因为肢体残疾，所以找工作很困难，我
市相关部门在了解她的情况后，主动
为其提供了公益性岗位……

避无可避，这样的事情也常常发
生在我们身边，这些事件的主角们或
因为残疾 、或因为意外，生活暂时落入
低谷，但是，不怕，总有一束光会照进
他们的生活。

翻开西宁近些年的民生“账本”，
会发现每年民生支出在财政支出中所
占的比例年均保持在80%左右，城镇居
民、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逐年稳
步上涨……

2022年，我市全面完成国家级社会
救助“物质+服务”改革试点工作，形成了
具有西宁特色的“五个一”工作模式，
6.76万人次困难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
救助服务需求得到了不断满足。

同时，我市还以兜牢困难群众基
本生存权益为主线，不断完善各类救
助政策措施，全面提高城乡低保标准，
2022 年城市低保标准提高到 703 元/
月，农村低保标准提高到 5676 元/年，
截至目前，全市共发放困难群众救助

资金4.79亿元。
吃穿保障不了怎么办？不怕，临

时救助金发放了，疫情期间，我市及时
调整疫情期间困难群众兜底保障政
策，启动应急救助模式，发放临时救助
金 869.31 万元；连续三次启动社会救
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
制，发放价格临时补贴 381.86 万元。
采取资金和实物相结合的方式，发放
临时救助金 869.31 万元、物资配送
416.43万元，有效发挥社会救助稳定器
的作用。

“有态度，有温暖，这份民生愿望
清单请查收。”我们清晰地看到，过去
的一年里，我们完成了一张特殊答卷，
兜住民生底线、办好民生实事，事关人
民幸福，也是党的初心使命。西宁市
委市政府始终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
坚持以发展促民生改善，使一张张民
生清单如期兑现，一个个美好愿望化
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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