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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省政府常务会议、省委常委会议研究通过，2023年我省共实施十
大类41项民生实事工程。这是记者从4月4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的。

民生实事工程承载着全省各族人民群众对幸福美好生活的热切期
盼，已经成为省委省政府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保障和改
善民生的重要途径。为谋划办好民生实事工程，我省坚持从人民群众最
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结果
导向相结合，聚焦民生热点难点精心谋划、重点推进，通过一件件实事好
事，让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深入谋划好民生实事项目深入谋划好民生实事项目

前期发布省长公开信，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民生项目，将征集时间从一个
月延长至一个半月，征集到意见建议418条（同类合并后），同比增长231%。

开展2022年度群众满意度调查，将公共就业专项服务活动、老旧小
区改造、化解不动产历史遗留问题等 6 项群众满意度较低的项目纳入
2023年项目清单继续实施。

收集整理近年来审计、巡视、督查和信访等方面的民生问题，将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无党派人士、基层政府征集到的意见建议纳入项目清单。

……
为谋划好今年的民生实事工程，我省坚持问需于民，把解决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发布省长公开信等方式问需
于民，从“政府配菜”向“群众点餐”转变。坚持问效于民，把群众满不满意
作为检验民生实事工程的根本标准，在发布省长公开信征集民生项目
时，同步开展2022年度群众满意度调查，全面了解掌握民生实事工程实
施效果，把6项群众满意度较低的项目纳入项目清单。此外，结合今年全
省重点工作，优先遴选持续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项目，并对需财政安
排资金支持的项目逐项确定资金来源，纳入2023年度预算予以保障。

十大类十大类4141项民生实事项民生实事

【就业促进工程】搭建劳务对接平台，组织招聘会不少于200场次，服
务企业不少于100户次，提供就业岗位不少于8500个。有针对性地开展补
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万人次，确保全省城镇新增就业6万人，农牧区劳
动力转移就业106万人次。

【教育提质工程】支持新建、改扩建55所基础教育学校。为全省农牧
区幼儿园购置保教推普一体机。加快空编师资补充布局，推进公费师范
生向青南地区分配倾斜。推进西宁大学筹建工作及青海职业技术大学整
合组建工作。为青海大学和青海师范大学分别建设一栋学生宿舍楼，为
青海民族大学建设一栋学生食堂楼。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
机制、学生资助政策，提高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住房保障工程】年底前化解92个小区不动产历史遗留问题。继续实
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3.4万套，完善小区内设施短板。支持多层既有住宅
加装电梯100部。实施农牧民居住条件改善工程4万户，逐步满足群众基
本住房需求。强化困难群体住房保障，为5925户城镇住房困难家庭发放
公租房租赁补贴。

【健康青海工程】改进完善医院门急诊医疗服务模式。实现全省约
300家定点医疗机构开通普通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进一步健全常态
化医疗废物管理体系。加大食品药品领域违法行为执法监管力度，规范
经营者明码标价行为。完成全省食品生产、经营、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抽检
监测31大类5000批次，保护消费者、经营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关爱帮扶工程】打造50个具备助餐、日间照料等综合功能的社区养
老服务点（站）。推动100个村设立具备助餐及日间活动功能的农村互助
养老点（站）。对1500户经济困难老年人家庭实施适老化改造，并提供居
家照护服务。为40万65岁及以上老年人免费开展健康体检。

全面落实低保、特困等困难群众救助政策，做到应保尽保，应救尽救。
为3200名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训
练救助，为1万名残疾人适配辅助器具，为2000名残疾人提供托养服务，减轻
残疾人家庭照护负担。为17万适龄妇女（35岁—64岁）开展“两癌”筛查，救助
300名符合条件的“两癌”患病妇女。力争全省托育服务机构数量较2022年增
加10%以上，逐步解决婴幼儿无人照料问题。力争全省职工医疗和生活互助
保障活动计划参互单位达5000家，参互职工达33万人。

【综合设施工程】完成西宁城区3条道路提升工程和2处排水防涝改
造工程。开工建设美丽特色小镇和美丽乡村，改善城乡环境。农业区重点
实施集中连片规模化供水工程。牧业区因地制宜推广小口机井建设，进
一步提高农村牧区供水保障水平。

【生态节能工程】推进农作物秸秆“原料化、燃料化、肥料化、饲料
化”，确保全省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88%以上。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
动，重点支持蔬菜等经济作物。加快补齐灌区灌排工程体系短板，实施4
项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

【文化惠民工程】新建、改扩建县乡镇功能运动场40处，实现70处体
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组织50支文艺轻骑兵团队，开展惠民演出600
场次。实施一批特色农牧业生态观光园、生态旅游等项目，加快农业农
村现代化。为全省108万户直播卫星接收设施提供维护服务，确保农牧
区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用户正常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节目。

【便民惠民工程】推进“红色物业”示范点建设，严格按照合同约定规范
物业服务行为，不断提升物业服务水平和服务满意度。无偿提供法律援
助，支持办理法律援助案件7000件。严厉惩处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
确保年度拖欠农民工工资举报投诉案件结案率达到98%以上。加强居民
噪音环境治理。加快推进“一户一表”改造工程。为基层派出法庭配备视
频会商系统、诉讼服务一体机设备；推进智能化多元解纷工作深入基层。

【交通物流工程】完成西宁市城市建成区范围内人行天桥、地下通
道2处，有效缓解区域瓶颈路段交通拥堵情况。完成30座高速公路服
务区（站）85个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在4座加油站建设油电一体化综合
能源站。改造农村公路危旧桥梁10座，实施安全生命防护工程100公
里，确保全省农村公路列养率100%，乡镇和具备条件的建制村通客车
率保持 100%。科学划定、增加允许在夜间、周末和法定假期停车路
段。通过“快快合作”“邮快合作”“交邮合作”等方式， 力争全年快
递进村覆盖率达到80%。 （记者 师晓琼）

不动产历史遗留问题化解工
作事关群众切身利益，是社会各
界普遍关注的一项工作，我省已
连续多年将化解不动产登记历史
遗留问题纳入民生实事工程。

自 2020 年以来，通过连续三
年的化解，全省已累计解决办理
不动产登记 259 个小区 9.74 万户
（套） 住房。一批长期拖而未决、
困扰群众、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
痛点堵点问题得到解决，购房群

众住房权益得到有效维护。今年
将持续化解剩余92个小区6.51万
户（套）不动产权证办理难问题，
争取全省问题小区“应化尽化”

“清零”。
今年我省将持续压实地方政

府化解历史遗留问题的主体责
任，会同省级相关部门深入到重
点县 （市、区、行委） 进行督促
指导，严格落实“一区一策、一
楼一案”的要求，坚决落实好证

缴分离等政策，加快化解本地不
动产历史遗留问题。同时，在督
导中帮助地方政府找到问题病
根，协助制定化解措施，为群众
办证扫清障碍。进一步提升不动
产登记效率，持续推进不动产登
记交易、税收、登记“一窗受
理、并行办理”的工作模式，保
持现有压缩时限工作成效，深化

“互联网+不动产登记”业务办理
便利度。 （记者 张弘靓）

“一直以来，我们坚持以人为
本、因地制宜、居民自愿、保护优先、
建管并重，不断完善顶层设计，破解
瓶颈难题，丰富改造内容，推动城镇
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实现多方面的
转变和提档升级。”马庆林说。

作为民生工程，城镇老旧小区
改造一头连着百姓追求美好生活
的愿景，一头体现了党和政府为民
惠民的深厚情怀，如何实现老旧小

区“提档升级”？
对此，马庆林介绍，随着我省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持续推进，
数十万套老旧小区实现改造升级，
老百姓居住条件、城市面貌都有了
极大改观。特别是在改造内容上，
项目改造从群众熟知的“穿衣戴
帽”，向提升建筑舒适水平、完善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整治小区
环境的综合改造转变，老旧小区不

仅改好了“里子”，而且建好了“面
子”。我省实施的城镇老旧小区改
造形成了成片区联动改造的模式，
逐步打造出完整居住社区。截至目
前，全省已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19.33 万套。今年我省继续将群众
改造意愿强烈的城镇老旧小区纳
入改造范围，计划实施改造327个
小区3.4万套住房。

（记者 张国静）

近年来，随着我省电动汽车数
量的不断增加，对高速公路上的充
电需求也越来越大。

薛宏轩介绍，省交通运输部门
一直都在加快健全完善全省高速
公路沿线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截至
目前，已在G6京藏高速的5座服务
区建成17处充电桩。今年，我省还
将在13条高速公路的30座服务区
建设 85 处充电基础设施，计划在

10座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服务区建
成 38 处充电基础设施，共计建成
123处充电桩。

今年将在高速公路服务区建
设的充电桩前期工作正在进行，预
计6月开工建设。这些充电桩将全
部采用国内主流的 120kw 及以上
双枪快充设备，充电速度较以往传
统慢充设备大幅提高。

针对我省高寒高海拔的特殊

环境，在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服务区
建设的充电桩还将从充电设施规划
布局、清洁能源一体化试点、智能化
运营管理平台等多方面同步发力，
以确保充电设施与服务区运营有机
融合。同时，加快完善公路沿线充电
基础设施网络，对现有充电基础设
施进行加密优化，不断提高可靠性
和安全性，更好地满足公众高品质、
多元化的出行需求。 （记者 一丁）

近年来，随着全省经济社会
不断发展，城镇化水平不断提
升，广大群众购买家庭小型车辆
的意愿强烈，目前机动车保有量
每年以 10%的速度迅猛增长，特
别是西宁市机动车保有量突破80
万辆，由于部分城镇老旧小区停
车位等配套设施规划建设不足，
小区停车供需矛盾极为突出，成
为广大群众关注的“热点”“难
点”问题。

对此，从 2021 年起公安交通
管理部门采取合理利用小区周边
道路资源的方式，实行白天夜间
差异化管理措施，允许居民在夜
间 20 时至次日 7 时停车，去年全
省向社会公示并投入使用75条允
许居民夜间停车路段，新增停车
泊位6275个。

今年，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还
将更加合理利用道路资源缓解居
民重点时段停车难问题。定期调

研，科学设置，认真分析城镇小
区周边道路条件、交通流量和居
民小区停车供需状况，定期会商
提出设置建议，科学划定；紧盯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压实属地责
任，着力指导属地政府相关部门
在城镇化建设规划中，充分考虑
居民停车需求，有计划、有步骤
建设完善停车位等配套设施，兑
现对群众的庄严承诺。

（记者 一丁）

我省今年实施41项民生实事工程

缓解部分城镇缓解部分城镇老旧小区停车难老旧小区停车难
●省公安厅二级警务专员 郭广德

化解化解66..5151万户万户不动产权证办理问题不动产权证办理问题
●省自然资源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罗保卫

今年今年对对327327个个城镇老旧小区实施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实施改造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马庆林

今年我省计划建今年我省计划建123123处充电桩处充电桩
●省交通运输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薛宏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