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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北骏马飞驰七十载
风从高原来，潮涌湖之北。
成立70年，海北州势如一匹昂首奔腾

的骏马，在青海湖北岸，纵横驰骋 70 个春
秋。

这骏马，一往无前——
1949年，海北解放；1953年，成立海北

藏族自治区地方委员会；1955年，海北藏族
自治区改为海北藏族自治州。

1953 年 8 月 4 日，省委组织部转发《西
北局关于海北、海南、海西、黄南地区干部
配备的批示》，地委由魏进福、马芳富、李在
中、郭群英4同志组成。至此，中共海北藏
族自治区地方委员会成立，掀开了海北历
史新篇章。

同年 9 月 24 日至 10 月 1 日，海北藏族
自治区筹备代表会议召开，为海北藏族自
治区人民政府的正式成立奠定了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会议代表中，藏族 38
人，蒙古族8人，回族18人，汉族18人，土族
2人。

这片位于我省东北部的地域，自古便
是西戎、羌、吐谷浑等民族杂居交错之地。
时至今日，这里有汉、藏、回、土、撒拉、蒙古
等27个民族生活。

这一年的12月24日至31日，海北藏族
自治区首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门
源召开，大会宣布海北藏族自治区人民政
府正式成立。

1953年，这里共有党员486人，其中少
数民族党员93人，妇女党员43人。

70 年，全州基层党组织从 1953 年的 5
个增加到801个，增长160倍；党员从486名
增长到17144名，增长35倍，党的旗帜在每
一个基层阵地高高飘扬。

到2022年年底，海北州人才资源总量
更是达到11261人，为推动全州转型发展、
创新发展、跨越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953—2023”，数字的跨度背后，是无
法丈量的历史厚度。

这骏马，风驰电掣——
海北州成立以来的70年，也是全州人

民攻坚克难、砥砺前行的70年。
从国家“八七”扶贫规划启动，到“百乡

工程”的实施，该州不断提升经济实力、不
断提高群众生活水平的脚步从未停歇。

“活了大半辈子，哪能想到土房子变成
了红砖瓦房，烂泥路变成了水泥路，村里广
场上都安装了健身器材……”迎面走来门

源县珠固乡东旭村骆驼脖子社的两位村
民，干净的衣着，红润的面庞，爽朗的笑声
回荡在路上。

用心用情为民做事，是海北州不变的
坚持。该州将财政收入的80%以上投入民
生领域，自2004年起，精心实施《海北藏族
自治州扶贫开发规划（2003—2010年）》，累
计投入各类扶贫专项资金 1.58 亿元，整合
其他资金1.22亿元，完成了111个贫困村的
扶贫开发任务。全州 4 县、86 个村、7133
户、22663人提前两年实现整体脱贫。

“以前靠天吃饭，现在我们有专门的种
植养殖合作社，再也不愁挨霜冻遭雨打
了。”海晏县金滩乡东达村菌类种植园内，
村民正聚精会神地看着栽培的蘑菇。规模
化种植，产业化发展，让这个原本气候恶
劣、收入低微的小村落有了新盼头。

从东达村放眼整个海北州，而今全州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001 年
5376 元到 2022 年的 38846 元，年均增长
9.9%。2022 年，全州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达17523元，比1971年的117元增
长149.8倍！

70 年，是时间的标尺，也是发展的刻
度，经济发展的每一个上浮点鲜明地标注
在全州上下稳步前进的时间轴上。

这骏马，蹄疾步稳——
海北州，地处祁连山和青海湖核心地

段，是青海湖和黄河一级支流湟水河、二级
支流大通河、中国西北地区第二大内陆河
黑河的水源涵养地和发源地，其生态地位
极为重要。

成立70年来，一代代海北人以绿色发

展为引领，奋力打造生态文明新高地：
从1980年开始，该州全面开展沙漠化

防治工作，特别是“十三五”以来，累计投资
2.1亿元，共完成造林和封山育林153万亩，
沙区林草综合覆盖率达到30%—40%，局部
地块达85%以上。

经过43年的不懈坚持，在青海湖北岸
筑起一道坚固的“绿色屏障”，重点沙区实
现了“沙逼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
变。

从小就生活在海晏县金滩乡道阳村的
马成山回忆起小时候海晏县的风沙，仍是
心有余悸：“我们小时候，克图这一片全是
沙子，尤其是春秋季节，光是看着天都觉得
害怕。”

现在，从高处眺望海晏县克图沙区治
理点，青杨、乌柳、沙棘、柠条等乔灌木交错
铺就的绿色生命之路不断向远处延伸。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现在，海北州的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

例 由 2015 年 的 79.2% 上 升 到 2022 年 的
97.4%；州内出境水质均达到Ⅱ类以上水质
目标；2010年以来，修复20万方以上污染土
壤……

奔腾七十载，如今，全州地区生产总值
由 1953 年的 0.14 亿元增加到 2022 年的
100.77 亿元，增长 720 倍；人均地区生产总
值 由 1953 年 的 213 元 增 加 到 2022 年 的
38097元，年均增长4.6% ，海北州这片土地
的发展面貌日新月异。

高山逶迤，大地苍劲。海北这匹骏马，
正在坚韧的高原之上，飞驰向前。

（特约记者 马可欣）

本报讯（特约记者 祁进虎）绘制“坐
标”，握牢“卡尺”，用好“透镜”，精准“聚
光”……为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持续走深走实，近
日，海北州海晏县扎实开展驻村工作队期
满考核工作，充分检验驻村队伍的战斗力、
凝聚力和帮扶成效，并突出结果导向，引导
新任驻村干部接续助力乡村振兴。

近日，海晏县委组织部专题研究、安排
部署，结合实际制定出台《海晏县驻村第一
书记和工作队员期满考核实施方案》，围绕
驻村帮扶四大方面19条具体职责任务，细
化考核评分表，围绕建强村党组织、推进强

村富民、提升治理水平等方面，全面掌握驻
村干部履职情况。

按照“一亮二看三访四查”方式，听取
驻村干部“晾晒”驻村工作实绩，接受村“两
委”代表、党员代表、群众代表及乡镇机关
领导干部 120 余人的满意度测评，听取 70
余名服务对象及相关领导人员谈话反馈。
对标《海晏县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期
满考核评分表》，认真查阅驻村工作队在驻
村期间的工作台账、驻村日志、会议记录
等，公正客观评价工作实绩。

“我们将充分发挥考核激励和导向作
用，坚持表彰奖励评选向实干者聚焦、选树

先进向绩优者靠拢，对表现优秀、成绩突出、
群众认可度高的驻村干部，在今后评先评
优、提拔任用、晋升职级、评定职称时优先推
荐。”海晏县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听取述职报告和乡镇党委、派出单
位意见的基础上，考核组严格按照文件要
求，综合“青海省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信
息管理系统”日签到打卡、工作日志上传等
情况，最终在全县39名驻村干部中，8名驻
村干部被考评为优秀等次。

据悉，2021年以来，该县在乡村振兴一
线提任优秀干部7名，晋升职级10名，表彰
先进16名。

本报讯（特约记者 张俊青）网格设置63个哨
点17个哨卡和1个哨所，发动群众主动成为“一
线哨兵”，精心选拔“哨兵精英”……近年来，海北
州祁连县阿柔乡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和平安建
设工作中，聚焦牧区治理半径长、服务触角短的
实际，创新打造“千岗万哨”群防群治平安建设品
牌，构建“哨兵吹哨、精英报到、就地解决”哨岗联
动治理模式。

近年来，阿柔乡坚持“人人都是信息员、人人
都是网格员”理念，充分发动全乡3400余名群众
开展社会治安防控、矛盾纠纷排查、草原生态管
护、问题隐患上报等工作，引导群众主动成为乡
村治理和平安建设“一线哨兵”。通过群众推荐、
村级推选、乡级审批、党委监管的程序，精心选拔
出工作能力强、责任心强、有权威、能办事的67名
群众担任63个哨点的“哨兵精英”。推动以群防
群治为辅助力量的 20 名人员担任“哨卡”治理
岗。设置以乡镇党委、司法所、派出所、卫生院、
畜牧兽医站等五部门主要领导为成员的“哨所”
协调岗。

聚焦边界巡防、移风易俗、特殊人群关爱、风
险隐患防控、法治宣传教育等重点工作，搭建服
务微平台。建立“责任四包”机制，依托“码上办”
便民服务小程序，实现“哨兵反馈+哨点上报+哨
卡处理+哨所协调回访”闭环处置流程，构建牧区
版的“吹哨报到”治理模式。建立随调随处机制，
聘请15名调解员和3名法治副书记，搭建“和事
调解岗”，利用“阿祥调解室”“法治超市”“巾帼说
事点”等调解平台，推行“问题清单化—清单责任
化—责任落实化”矛盾化解调处机制，实现“小事
不出村、大事不上交”。建立罚劣奖优机制，健全
完善工作例会、“首问负责”“限时办结”“24小时
值班”“哨兵绩效考核管理办法”等工作制度。强
化对“一线哨兵”“哨兵精英”“哨卡治理岗”和“哨
所协调岗”考核评价，对“一线哨兵”连续3次接哨
不报到、工作作风不扎实的“哨卡负责人”进行动
态调整、劝退处理。对表现突出的“哨兵和哨卡
负责人”进行表彰奖励。

据悉，近年来阿柔乡3个村实现无黑恶势力、
无重大安全事故、无刑事案件、无重大治安案件、
无邪教、无非法上访、无毒害、无赌博的工作目标。

本报讯（特约记者 尹耀增）一座座村居
亮丽多彩，一条条道路四通八达，一项项产
业生机盎然……产业旺、生态美、乡村兴、
村风正、百姓富的高原美丽乡村新画卷正
在祁连山下徐徐铺展。

以乡村建设行动为抓手，海北州按照
“建设美丽宜居村庄为导向、改善群众生活
条件为底线、整治村庄环境为重点”思路，
扎实开展高原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振兴试
点村、农牧民居住条件改善等工程建设，全
州乡村建设工作稳步推进。

在历年实施美丽乡村建设的基础上，
进一步加大村庄道路、供水、垃圾等基础

设施建设力度，提升村庄基础设施水平，
打造宜居和美乡村。2023 年实施高原美
丽乡村建设 9 个，总投资 6588 万元。截至
目前，开工建设 7 个村，累计完成投资
1016 万元。实施农牧民居住条件改善工
程 任 务 指 标 3000 户 ，总 投 资 8109.08 万
元，已开工 2298 户，实际完成投资 2397.7
万元。

制定《海北州乡村建设协调推进机制》
《进一步强化乡村建设若干措施》。成立州
乡村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工作专班，统
一领导协调推进全州乡村建设工作。建立

“半月一调度、每月一通报”工作机制，加强

对县级乡村建设情况督导调度，适时通报
工作中不作为、慢作为等问题，切实保障乡
村建设取得实效。

为进一步提升乡村内涵品质，加快美
丽宜居和美乡村建设步伐，制定《海北州乡
村建设提质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
年）。以“一规划”“二整合”“三清三改”“四
示范”为主要内容，围绕乡村的村庄道路建
设、供水保障、垃圾分类集中处理、村庄污
水治理、村庄厕所改造、村容村貌等工程建
设，聚焦目标、突出重点、持续用力，努力实
现海北州农牧区人居环境“整整洁洁”“干
干净净”“清清爽爽”。

本报讯（通讯员 州政办）坚持尽力而为、量
力而行，兜住底、兜好底、兜准底、兜细底，今年以
来，海北州门源县紧紧围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主线，不断夯实基本
医疗保障制度基础，持续巩固医疗保障成果。

为全面织密参保覆盖网，健全完善医保与乡
村振兴、民政、残联、税务等部门协调联动，建立
健全脱贫攻坚巩固信息共享机制，精准核实巩固
脱贫人员信息，认真做好脱贫巩固人员属性标
识、参保登记等工作，特殊人群参保率连年保持
100%，对符合代缴条件的群众全部代缴。严格执
行基本医疗、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保障政策，
今年以来低保、稳定脱贫户等特殊人群住院4254
人次，费用总计3380万元，通过三重保障政策报
销金额达到2925万元，实际报销比例达86.4%。

积极推进医保预警监测机制，按月筛查“因
病返贫、因病致贫”预警数据，依托医保信息系
统，对脱贫人口中个人年度累计负担医疗费用超
过全省上半年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0%的，纳入医保部门因病返贫监测范围，并确保
符合条件的新增特殊人员及时参保，让参保群众
医保待遇应享尽享。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州县委
关于医疗保障工作的决策部署，推动医保政策宣
传活动走深走实。通过视频号、微信公众号等融
媒体扩大宣传效果，强化宣传力度，推动医保领
域乡村振兴惠民政策更全面、更深入千家万户，
为不断夯实医保兜底保障基础同乡村振兴战略
有效衔接起到了积极作用。

据悉，2023 年以来，该县资助参保代缴 1.08
万人，金额共计210.87万元。截至目前，乡村振
兴、民政等部门反馈“因病返贫”预警监测 75 人
次，“因病致贫”预警监测802人次。

海晏驻村干部期满考核交答卷

高原美丽乡村建设稳步推进

“四个兜底”让乡村振兴更有“医”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