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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西宁市召开全市老龄委工
作会议，介绍了目前西宁市老龄工作
的进展和成效。据最新数据显示，全
市目前有 60 岁以上老年人 39.63 万
人，占全市总人口 16.01%，占全省老
年人口的 50.16%，人均期望寿命75.5
岁，处于轻度老龄化社会……这些数
字背后是西宁要面对的必答题，如何
解决近40万老人的养老问题？目前
的养老模式是什么样的？西宁准备
好了吗？

第一道题第一道题：：养老保障网的养老保障网的““四梁四梁
八柱八柱””在哪里在哪里？？

高龄补贴及时发放到位；将符合
条件的老人及时纳入低保；为有需要
的老人购买养老服务；养老保险待遇
足额发放……为了织牢织密养老保
障网，我市加强各项制度衔接配套，
确保社会保障水平逐步提升。

2022 年发放养老金 119 亿元，领
取人数38.3万人，全市基本医疗保险
参保人数达到184.56万人，参保率巩
固在95%以上；将符合最低生活保障
条件的 1.22 万名老年人全部纳入最
低生活保障范围，按照分类施保原
则，实现应保尽保；全市5.6万名老年
人享受到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年拨付
服务资金 5000 万元；对 70 周岁以上
老年人建立普惠性高龄补贴制度，全
市已有16万名老年人享受高龄补贴，
年发放资金2.1亿元。

这一组组数据，可以看出我市守
护最美“夕阳红”的力度和成效。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老
龄工作，及时调整增补市老龄委成员
单位，坚持把涉老工作作为重要民生
工程来抓，连续多年将为老服务工作
列入为民办实事项目，不断加大投入
保障，有效提升老龄工作覆盖面。

第二道题第二道题：：基本养老服务如何从基本养老服务如何从
城市到农村城市到农村？？

“一个社会幸不幸福，就是要看
老年人幸不幸福。”

家住湟源县城关镇的刘奶奶说，

以前很羡慕城市的老人，他们有爱老
幸福食堂，没想到，如今我们县也建
了爱老幸福食堂中央厨房，村里还有
老年之家，村里老年人吃饭难的问题
也解决了。

近年来，围绕老年人所期所盼，
我市持续加强基本养老服务，目前，
建成782个社区日间照料服务中心、
幸福食堂和农村老年之家，形成了覆
盖“十五分钟”养老服务网络；全面实
施老年人综合能力评估，做到“一人
一档”；积极推进幸福食堂建设，形成

“五级助餐网络”，建立老年人用餐补
贴，有效解决老年人吃饭难问题；推
出社区日间照料服务中心+社区护理
站的“双证双营”服务模式，投入资金
1100万元为62个社区日间照料服务
中心购置康复理疗设备，并引入专业
组织为老年人提供养照护一体服务；
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在439个农村建
设了“老年之家”，实现了农村老人

“养老在乡村，享乐家门口”。基本养
老服务已经从城市延伸到了农村。

第三道题第三道题：：健康养老朝什么方向健康养老朝什么方向
发力发力？？

高质量的健康养老会让老年人
的生活更舒心。

家住城西区光华社区的张爷爷
说，自己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社区的
日间照料中心，这里专门为辖区的老
年人配置了日常理疗保健器械，老人
只要预约后就可以享受到各种健康
理疗服务。

社区引进医疗服务，是“医养结
合”的一个生动实践。“医养结合”将
是健康养老的“医”靠。

近年来，我市深化“3＋1＋N”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为18.8万名老年人建立
老年人健康档案并签订家庭医生服务
协议。为65岁以上老年人免费健康体
检，并重点针对失能、高龄老人开展上
门就诊服务；14家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实
现老年病科或老年病门诊全覆盖，各级
医疗卫生机构均开通老年人就医绿色
通道；积极构建居家型、互助型等多元

医养融合服务模式，医疗机构与养老机
构签订合作协议的有43对，建成运营了
17家医养结合机构，投资0.8亿元率先
在全省建成中西医康养中心，打造了集

“医、养、康、护”四位一体的现代养老服
务新模式。

第四道题第四道题：：宜居的养老环境有啥宜居的养老环境有啥
““硬指标硬指标””？？

你心目中最满意的养老环境是怎
样的？对于这个问题，许多老年人说出
了自己的心里话。

“我老了腿脚不方便，我希望多
一些无障碍设施助我出行。”“社会敬
老文化环境也是老年人所期盼的！”

“从养老到享老，安全环境不能少！”
“老年人喜欢的环境就是我们工

作的重点……”市老龄委工作人员这
样说道。

近年来，我市深入推进老年友好
型城市建设，建成8个国家级示范性老
年友好型社区，全力打造各族群众高
品质生活标杆；积极开展无障碍设施
建设，公共建筑无障碍环境改造率达
90%，主城区内过街天桥全面完成无障
碍设施改造，累计争取补助资金1100
万元，重点支持老年人居住比例高的
多层住宅加装电梯340部；全市65岁
以上老年人一年可免费乘坐城市公
交车 240 次，从 2007 年至今，累计办
理老年乘车优惠卡32.82万张；全市公
园免费开放，收费性景点对老年人优
惠开放；在全省率先建成市级智慧民政
信息平台，通过“手机办、掌上办”等方
式，及时为老年人推送线上线下服务，
促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需有效对接、
管理精准高效；印发《西宁市切实解决
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工作方案》，
妥善解决当前老年人在运用智能技术
方面遇到的困难、问题，帮助老年人积
极融入智慧社会、共享信息化发展成
果；大力弘扬敬老爱老助老良好风尚，
持续推进“敬老月”系列活动和“敬老
爱老助老模范人物”创建评选活动，敬
老爱老尊老的社会风气日益浓厚。

（记者 王琼）

老年人39.63万 西宁准备好了吗
连续两年入选！西宁有何秘诀？

（上接A02版）

打造更优营商环境打造更优营商环境 驰而不息驰而不息

如何让经营主体选择西宁，留在西宁，爱上西宁？聚焦营
商环境持续优化，西宁频频发力——

创建营商环境监督联系平台，110项事项纳入“证照分离”
改革，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取消220项证明事项，公
布首批90项证明事项和39项告知承诺制事项清单； 推出230余
项“一件事一次办”特色服务，办理时限整体压缩66%、材料精
简61%、跑动次数压缩52%；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1个工作日内；
将登记财产平均办理时间压缩至3.5个工作日，企业获得用电、用
气、用水时限分别压缩至32、10、8个工作日内，企业获得信贷
时间压缩至13个工作日内，纳税申报材料缩减50％，纳税人全
年纳税时间压缩至98小时以内……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这意味着不断创新服务将贯
穿营商环境建设的全过程。以更高标准打造更优营商环境，西
宁驰而不息！

“诉求‘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我们企业只要放心投
资、安心经营、全力生产。”中复神鹰西宁有限公司常务副总
经理连峰对西宁的营商环境有感而发。

“青海丽豪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以来，克服了严峻疫情
防控形势及项目建设投产过程中的种种困难，创造出最快建成
投产、最快出产正品料等多个行业第一，这有赖于市委市政府
及园区贴心、用心、暖心的服务与支持。”该公司副总经理贺秀
才直言，这让他们对扎根西宁发展充满了信心。

走进青海塞奇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空气中处处弥漫
着面包的香甜味。十万级洁净车间内，面点师们在生产线上忙
碌着，醒发、烘焙、质检、包装等各个环节有条不紊。“近年
来，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我们成立了加工制作工厂，厂房从
6800多平方米扩展到9000平方米，供应能力得到了大大的提
升。”青海塞奇食品有限公司监察中心负责人王晓芬说，随着
公司年产值实现逐年上升，店面辐射范围也扩大到甘肃省和青
海省的多个市区。

企业的稳定和高质量发展离不开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
今年，塞奇食品在青海生物科技产业园区食品保健品集聚区的
帮助下，解决了融资难题。“园区一直以来把自己当成了我们
的娘家人，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帮助我们有效解决了融资需
求难题，为公司的发展注入了动力。”王晓芬说。

聚焦企业急难愁盼聚焦企业急难愁盼 担当作为担当作为

《西宁市“暖企稳商纾困”行动方案》《西宁市加快推进政
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工作方案》，制定出台优化营商环
境3.0版政策体系，建立市级领导干部牵头包保、市级行业管
理部门和属地政府（管委会）主动包保机制，完善“一卡一码
一平台”监督系统，开展助企暖企春风行动，制定“1+9”行
动方案……西宁市优化营商环境政策举措喷涌而出，赢得企业
的阵阵喝彩。

一系列政策举措的成效，也真实地反映在企业可知可感的
切身经历中。

涩宁兰天然气管道系统由涩宁兰输气管道和涩复线输气管道
构成，分别于2001年和2010年建成投用。由于该管线在西宁经济
技术开发区南川工业园区引进的重点招商项目规划用地范围内，
涉及的两家企业负责人焦急万分，第一时间向园区寻求帮助：“项
目即将落地实施，涩宁兰输气管线实施迁改迫在眉睫！”

“早一日完成，早一日投产！”为确保项目顺利完成，南川
工业园区管委会高度重视，迅速成立专班，先后赴乌鲁木齐
市、兰州市，积极与国家管网集团西部管道有限责任公司及兰
州分公司沟通协调管线迁改事宜，并以“白加黑”“五加二”
的工作精神，快速高效地完成了管线迁改各项手续办理工作。
项目实施过程中，园区管委会多次召开专题会议，主动与设计
单位、施工单位及政府相关部门沟通，明确工作路径，细化
工作责任，制订科学合理的施工计划，极大缩短了管线迁改
的工期。

无论是遇到风雪交加的天气还是冬季施工中的种种不利影
响，园区管理人员和一线工人始终坚守岗位、全力以赴……4月5
日凌晨，大家终于迎来激动人心的时刻——项目最后一处动火连
头作业顺利完成！这标志着长12.5公里、途经11个村落的涩宁兰
天然气新管线迁改（二期）项目全面完成。

现场掌声雷动，欢呼鼓舞间感叹着：“用心用情用力为企
业排忧解难，依法依规解决企业合理诉求，南川工业园区有担
当、有作为。”“以更实服务、更优营商环境助推企业发展，西
宁绝对是一片投资的热土！”

再次入选营商环境创新城市是激励、更是动力。
西宁市将以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目标，聚焦企业关切，

“全链条”服务企业生命周期，全方位、多维度优化营商环
境，培育竞争新优势，提升综合竞争力，聚焦群众和市场主
体反映的突出问题，进一步简化办理环节、精简申报材料，
压缩办理时间、降低经营成本、提速行政审批，企业和群众
办事更加方便，获得感明显增强，营商环境各项评价指标均
有大幅度提升，为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上走在前作表率营造
一流营商环境。 （记者 张弘靓）

本报讯（记者 小蕊 通讯员 贾
克文）4月10日，我省在西宁市湟中
区小马鸡沟水库工程现场举行全省
水利工程开复工仪式。本次集中开
复工项目涉及水库工程、河道治理等
七大类76项工程，总投资达89.3亿
元。其中，新开工项目39项，总投资
11.9亿元，计划年内完成投资9.3亿
元；复工项目37项，总投资77.4亿
元，计划年内完成投资15.5亿元。

据介绍，此次集中开复工项目
按照项目类型划分，水库工程 11
项，河道治理工程29项，水土保持

12 项，灌区工程 7 项，水库除险加
固 3 项，人饮工程 9 项，其他 5 项。
按市州划分，西宁市 8 项、海东市
15项、海南州23项、海北州7项、海
西州8项、黄南州8项、玉树州6项、
果洛州1项。工程实施后，将进一
步优化水资源配置、推进水生态保
护治理，提升我省水旱灾害防御能
力，提高水安全保障水平，有力助
推全省经济快速回稳向好发展。

今年以来，全省水利部门抢抓
投资项目攻坚行动机遇，牢固树立

“项目为王”理念，聚焦完成水利投

资 48 亿元目标 ，实施各类工程项
目340余项，同心勠力谋项目、凝心
聚力推项目、齐心协力干项目，以
更大决心、更足干劲、更硬举措，坚
持“应开尽开，能开快开”原则，推
动更多水利项目尽快落地见效，力
争上半年开复工130余项，总投资
约 164 亿元，计划年内完成 31 亿
元，以高质量的水利项目建设助推
我省经济社会新发展。

抢抓机遇促发展·青海在行动

全省全省7676项水利工程集中开复工项水利工程集中开复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