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师晓琼）8月14日，记
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现场
获悉，2020年度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
区生态产品价值的核算结果为1009.08
亿元。

据介绍，去年6月，我省印发《青海
省推动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
制的实施方案》，明确支持祁连山国家
公园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
示范探索。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
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积极探
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开展生态产
品价值核算，谋划价值实现路径，推动
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双向转化，促进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

在开展生态产品价值核算过程中，
按照科学性、实用性原则，以祁连山国

家公园青海片区为核算边界，根据核算
年（2020年）卫星遥感影像，制作了祁连
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生态系统类型图，
明确了各类生态系统类型、面积以及分
布状况。在此基础上，从物质供给、调
节服务、文化服务方面编制了生态产品
目录清单。通过部门搜集、遥感影像判
读、实地走访、野外采集、文献检索等技
术手段，汇集了生态系统监测、环境监
测、社会经济活动等方面数据，确定了
核算模型方法及适用于本地的技术参
数，完成了生态产品实物量的核算。在
生态产品实物量的基础上，运用土地租
金法、残值法、市场价值法等方法核算
出了各类生态产品的价值量，形成了祁
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2020年度生态
产品价值的核算结果。

经专家评审，2020年度祁连山国家
公园青海片区生态产品价值的核算结
果为 1009.08 亿元，其中物质产品类生
态产品价值 120.3 亿元，占生态产品价
值的11.92%；调节服务类生态产品价值
864.93 亿 元 ，占 生 态 产 品 价 值 的
85.71%；文化服务类生态产品价值9.96
亿元，占生态产品价值的0.99%。生物
多样性服务价值 13.89 亿元，占生态产
品价值的1.38%。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完善核算工
作体系建设，依托生态产品智慧核算平
台，建立年度连续核算和发布制度，动
态掌握祁连山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
的变化情况，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贡献

‘祁连山国家公园方案’。”祁连山国家
公园青海服务保障中心主任说。

1009.08亿元！

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生态价值“有价化”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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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公司与段某签订《挂靠协议书》，段某借用该公司
资质，承接了路基风沙防护工程项目。后段某将芦苇方
格施工项目分包给没有用工主体资格的文某。吴某经人
介绍到文某处从事芦苇方格种草工作。2022 年 7 月 31
日，文某组织吴某等务工人员外出购买项目工地工人食
材，当日返回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导致乘车人吴某死
亡。吴某家属向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申请工伤认定并提交
相关材料。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经审核，认定吴某因工死
亡。甲公司不服，遂提起行政诉讼。

裁判结果裁判结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
的规定》中明确了：“用工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
务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
或者自然人聘用的职工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用工
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中，
吴某受文某的指派外出采购工地生活物资，是工作期间为
保障工作生活需要所从事的活动，属于工作原因。本案甲公
司违法将其所承包的业务分包给没有用工主体资格的自然
人文某，文某聘用的工人吴某发生因工伤亡时，甲公司依法
应当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最终，一审法院判决驳回甲公司的
诉讼请求。甲公司不服，上诉至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
法院依法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法官说法

国家建立工伤保险制度，旨在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
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用
人单位有为本单位全部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用的义务，
职工有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通常情形下，社会保
险行政部门认定职工工伤，应以职工与用人单位之间存
在劳动关系为前提，但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
除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
>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规定，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
包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分包给不
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
招用的劳动者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由该具备用
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承包用人单位依法应承担的工伤
保险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
若干问题的规定》，也从有利于保护职工合法权益的角度
出发，将劳动关系作为工伤认定前提的一般规定作了补
充，即当存在违法转包、分包的情形时，用工单位承担职
工的工伤保险责任不以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这对
有效保护违法转包分包、挂靠经营等情形下就业的劳动
者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在此，法官提醒用人单位或用工单位切莫贪图眼前利
益，在用工过程中，应提高守法意识，做到合法用工，不违
法分包、转包：一是出借资质给没有相关资质的单位、个人
时，应预计到可能出现的法律风险；二是遵守法律法规，依
法及时为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切实发挥工伤保险分散用
人单位的工伤风险，保障工伤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
的功能；三是及时为劳动者向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
出工伤认定申请，保障
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对
于劳动者而言，需做好
安全防护工作，与用工
单位及时签订合同，对
于未签订合同的，劳动
者应留存相关证据，比
如社会保险缴纳记录、
考勤记录、工资支付凭
证、工作证等。

（文字整理 记者
顺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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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马，油别忘了拿。”这边刚结
束脱贫户慰问，那边转头又钻进村委
会会议室里，给孩子们讲起了暑期安
全课。

8月9日，记者走进大通县城关镇
沙巴图村，便看到忙个不停的驻村第
一书记马国龙。

白天走村串户解决群众难题，与
村“两委”班子共谋发展，晚上伏案记
录总结当天工作，不时打电话与村干
部讨论交流，从 2020 年 6 月驻村第一
天起，他就以村为家、心系百姓，一年
365天几乎都在村里，努力探索出一条
符合沙巴图村实际的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路径。

坚守，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

“刚来时，沙巴图村正在向决战决
胜脱贫攻坚发起最后冲刺，在大家的
共同努力下，我们如期完成新时代脱
贫攻坚目标任务。”马国龙回忆道。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
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
全面胜利……”透过电视屏幕，聆听到
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

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庄严宣告
时，作为这场脱贫攻坚战的参与者、亲
历者和见证者，马国龙感到无比振奋、
无比自豪。

随后，由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驻村第一书
记迎来了交替轮换之际。见证了脱贫
攻坚给村子带来的大变化，马国龙主
动向大通县人民检察院党组请缨，继
续扛起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这面战旗，用心当好不
负重托、不负百姓的驻村第一书记，以
实际行动拓宽发展路径，鼓励村民增
收致富。

他积极探索“党建+”村级发展新
模式，鼓励党员带头创办合作社，发
展拉面经济；依托资源优势发展交通
运输业，组织村民劳务输出增加收
入。为了拉近与村民之间的距离，他
走到田间地头，和他们一起耕田翻地
搞种植。

“目前，村民主要经济来源为种
植、养殖、汽车运输、开拉面馆等，村
集体经济有光伏产业项目、城关鸿星
市场，每年收入约20万元。”马国龙介
绍说。

他用一件件小事温暖村民心

“书记，你在吗？我申请的临时救
助，还需要补充点材料。”采访中，接到
村民袁海婷母亲电话，马国龙便起身
去了一楼办事大厅。

由于父亲突然去世，正在就读初
中的袁海婷和姐姐袁海霞，生活一下
跌落谷底，失去收入来源，马国龙得知
消息后，第一时间帮她们申请纳入低
保，申请生活补助。前不久，大通县检
察院结对帮扶党员去看望姐妹俩时，
她们的状态好多了。

“村里让我较为牵挂的还有马
娟、马清姐弟俩，两年前，因爷爷忽然

生病去世、母亲改嫁后，正在上学的
两人日子过得很是艰难。同马海霞
姐妹一样，我帮他们申请了低保和生
活救助，还享受了一些上学优惠政
策。”马国龙说。

“多亏了当时马书记的雪中送炭，
才让我和弟弟挺了过来，下学期就大
四实习了，我要好好学习，今后找个好
工作，不辜负书记对我们的帮助和期
望。”马娟感激地说。

家里的水龙头不出水了，找水源、
修管道；邻里间出现矛盾了，充当法律
顾问、免费答疑解惑；余下的土地撂荒
在那儿没法种，花钱雇机械车整修农
田……马国龙真心真情用一件件暖心
小事拉近了与村民们的距离。

对于未来，我们信心十足

提起马国龙，村民们不约而同竖
起大拇指，点赞说，“马书记是‘实干
家’，真心为老百姓办实事。”

3年多来，马国龙几乎每天都在重
复着与村民们聊家常、算收入、话未来
的“真情故事”。每每说起妻子，他就
有一种深深的内疚与伤痛涌上心头。

“妻子身体不好我没管过，还把照顾父
亲、岳母、孙子的重担全部压在了她的
身上，但是我在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不能辜负重托、辜负百姓。”马国龙坚
定道。

选优配强村“两委”班子，鼓励能力
突出的脱贫户白尕花、阿莉参加村干部
换届选举，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制度，
增强党支部组织力、凝聚力。马国龙的
付出让村子发生了更多改变。

如今，村里人心聚了，干事创业
的劲头更足了。持续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不断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对于未来，马国龙和村民们都信心十
足。

（记者 樊娅楠 实习记者 王唯）

本报讯（记者 王琼）近日，记者从
省民政厅获悉，我省成立省、市、县三
级未成年人保护网络体系后，截至目
前，全省407个乡镇（街道）和4664个
村（社区）均已配齐配强儿童督导员和
儿童主任工作队伍。

为了让困境中的孩子们得到更好
保护和关爱，“十四五”以来，我省累计
投入资金3200余万元，提升完善儿童
福利机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功能
设施，乡镇（街道）未保站和村（社区）儿

童之家覆盖率逐步提升。全面落实孤
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各类困境未成
年人群体生活、教育、医疗等保障政策，
推动建立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标准自然
增长机制，连续三年提高保障标准。目
前，集中养育孤儿和社会散居孤儿基本
生活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1450
元和每人每月1050元，较“十三五”末
分别提高了32%和50%。完善事实无
人抚养儿童和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医
疗救助保障制度，全额资助他们医保参

保，并提高了医疗报销比例，有效减轻
了两类儿童家庭负担。

下一步，我省将结合深入开展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主题教育，坚持以学铸魂、以学
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着力提升
基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队伍服务能
力，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体系，夯实
未成年人“六大保护”工作基础，全力
推动全省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不断迈上
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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