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9月6日 星期三

10A
版面 / 纳杰 校对 / 娟妮

本版文字编辑 啸宇

干净整洁的道路、安居乐业的环境、百
姓信赖的健康“医”靠……走进海西城乡，
花朵与绿植交相辉映，往来的市民漫步其
间，尽享惬意生活。这一切都得益于海西
州生活品质提升行动，一系列的民生工程
相继投入使用，不仅美化了城市，更幸福了
市民。

城乡品质提升，让海西更加宜居宜业宜
游。“圈”出生活好品质，“画”好幸福同心圆。

生活好品质生活好品质，，为幸福为幸福““加码加码””

走在海西大地上，处处都能感受到住
房和城乡建设事业的巨大变化，每一个变
化的背后无不回响着逐梦前行的铿锵足
音，折射着当地发展的“加速度”，铺就幸福

“民生路”。
暖洋洋的阳光从窗口照进德令哈市河

西街道办事处甘南村李成军家，茶几上摆
放着自家炸的馍馍和馓子，电视里播放着
李成军孙子喜欢看的电影，他们一家人坐
在沙发上看着电视，其乐融融。

李成军提起搬进新居的感受，他的激
动之情溢于言表。此前，李成军一家居住
在德令哈市河西街道办事处巴音河村，由
于 房 子 拆 迁 ，他 分 配 到 了 2 套 拆 迁 安 置
房。2021 年 10 月，甘南村一期的一套房子
装修好后，李成军和家人高高兴兴地搬进
了楼房。

为了村民的和谐幸福，海西州积极开
展城乡老旧房片区改造，让老旧房居民住
上宽敞明亮的新楼房，日子越过越美好。

织密就业网织密就业网，，托起稳稳托起稳稳““幸福感幸福感””

就业，关系千家万户，关乎民生冷暖。
海西州着力在促进更高质量充分就业、健全
社会保障体系、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等方面下
功夫，努力在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创
造高品质生活，促使全州各族群众获得感更
有成色、幸福感更有亮色、安全感更有底色。

为确保稳就业取得实效，德令哈市就
业局创新“直播带岗”“码”上就业等招聘模
式，助力企业“云招工”。待业在家的李燕
最近发现了一个“宝藏”微信号，每天她都
会翻一翻上面的内容，她说：“希望能通过
这些渠道，找到心仪的工作。”

刚在青海南玻新能源有限公司就业的
高校毕业生赵彩铃说：“通过德令哈市就业
局直播带岗招聘活动，我找到了心仪的工
作，没想到德令哈市也有这么新颖的招聘
方式，确实让我‘时尚’了一把。”

安居乐业，是一座城市最动人、最有吸
引力、最具可持续性的美丽风景。为民服
务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

感受就感受就““医医””温暖温暖，，健康有健康有““医医””靠靠

医疗保障是事关人民群众健康福祉的
重大民生工程，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
要民生指标，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

海西州医保局持续扩大异地就医直接
结算宣传覆盖面，进一步优化跨省异地就
医备案流程，简化手续，实现异地就医备案

“窗口办”“掌上办”“网上办”“电话办”，多
渠道拓宽异地就医备案渠道。

张先生是格尔木市一名退休教师，饱
受糖尿病困扰，她选择前往北京接受治
疗。原本以为在异地无法使用医保的张先
生，在医院就诊时被告知可以用手机进行
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时，他立刻就用手机进
行了异地就医备案，实现了实时异地报销。

德令哈市柯鲁柯镇德令哈村村民文女
士查出恶性肿瘤时，在青海省人民医院住
院治疗花了近 9 万元，这对于文女士来说
无异于天文数字。经过基本医疗保险、大
病医疗保险，以及相关医疗救助和脱贫保
住院补充报销，文女士个人需要自付的费
用不到 3000 元，医保报销比例达 90%，切实
帮她减轻了负担。

医疗保障制度日益健全，医疗服务需
求大幅释放，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全民
健康水平显著提升，老百姓正在从一次次
的就医体验中感受实惠与温暖。全州“医”
起走向未来，让老百姓健康有了“医”靠！

（特约记者 吴婷婷）

本报讯（特约记者 吴婷婷）为进一步
提升农民工工资争议案件办理质效，海西
州县两级仲裁机构设立农民工工资争议
速裁庭，开辟处理农民工工资争议“绿色
通道”，依法及时有效维护农民工劳动报
酬权益。

畅通渠道“快立案”。落实立案登记
制度，符合立案条件的农民工工资争议案
件，做到有案必立，优先处理，申请材料齐
备的当场立案，申请材料不齐备的，工作
人员指导农民工申请人进行修改完善，并
一次性告知需补充的材料和期限。对欠
缺非主要立案材料的容缺受理，及时立
案。

优化流程“快审理”。实行案件繁

简分流，尽量缩短举证期限。积极开展
要素式办案，速裁庭根据农民工所在行
业和具体案件特点，庭前指导农民工填
写要素表，庭审时对有争议的要素重点
调查，庭后及时出具要素式裁决书或调
解书。

加大力度“快调解”。对包含工资等
多项请求的争议案件积极协调，促成当事
人先对工资请求达成协议，先行出具仲裁
调解书。稳慎处理10人以上集体劳动争
议案件，认真落实农民工工资重大集体劳
动争议处理工作应急预案，协调各方力量
促成和解或调解结案。对疑难复杂的重
大集体劳动争议案件，根据需要邀请当地
政府有关部门、涉案企业主管部门参与协

商、调解工作，调解不成的，快速进入仲裁
程序。

强化协同“快审结”。优化办案程序
“快审”，经与被申请人协商缩短或取消
答辩期，依法适用简易处理程序，稳慎快
捷办理拖欠农民工工资争议案件，落实
好裁审衔接“快结”，运用终局裁决、先行
裁决、先予执行等规定，一般30日内办理
审结。

速裁庭的设立，跑出了人民群众满意
的“加速度”，推动欠薪治理步入良性循
环。该州将充分利用劳动监察与劳动仲
裁联合办案优势，切实发挥各自作用，一
同深入推进根治欠薪工作，让农民工不再

“烦薪忧酬”。

振兴乡村，不能就乡村论乡村，必须以
党建引领走融合发展之路。物流经济服务
区的发展壮大是基于产业、人才、文化、组
织等方面统筹发展工作机制，是城乡融合
发展的具体体现，是实现巴隆乡村振兴的
重要途径。

走产业振兴的道路，让村集体经济壮
起来，农牧民群众的口袋鼓起来。在乡村
沃土上，要有发现发展机遇的“中枢神
经”，也要有能发展、会发展的“机体组
织”。2021 年，巴隆乡党委、政府依托 109
国道穿境而过的实际情况，找准发展路衍
经济的机遇，通过多次谋划部署、听取民
意，最终确定将托托村、三合村、清泉村、
雅日哈图村的村集体发展资金投资建设
巴隆乡 109 国道物流经济服务区一期项
目。“以前我们村只能靠传统产业牛羊养

殖发展，村集体经济收入不理想，现在我
们在服务区有10套商铺和一套宾馆，已经
全部租了出去，通过初步预算，今年我们
的村集体经济能够突破100万元。”托托村
党支部书记红宝说。

物流经济服务区的建设不仅带动了村
集体经济的发展，还让当地的农牧民群众
充分享受到了路衍经济带来的红利。服务
区建设后，为保障当地群众致富增收，决定
优先考虑将服务区商铺出租给当地群众，
同时考虑到服务区的长久发展和消费的多
重选择，通过到村里找“土厨子”、到乡域外
找“好厨子”，把本地的能人留下来，把外面
的能人引进来，不断优化服务区商铺、饭店
售卖种类及服务质量。同时，在服务区内
打造集吃饭、健身、看书、按摩、洗浴于一体
的“司机之家”，满足过往司机“能吃口热

饭、喝口热水、洗个热水澡”的需求，真正让
巴隆乡109国道物流经济服务区成为当地
群众及过往司机路上的“暖风港”。

物流经济服务区的发展不仅仅依靠产
业的带动、人才的流动，更要依靠组织的保
障、文化的沉淀。巴隆乡党委、政府将在服
务区内建设党建一条街，进一步宣传红色
文化，通过党建引领，汇聚多方力量，凝聚
形成村党支部、党员、商户、群众为一体的
服务区发展治理合力。

今后，巴隆乡将继续着眼于路衍经济
发展，建设集汽修、加水等为一体的巴隆乡
109国道物流经济服务区二期项目，不断完
善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让“国道经
济”的红利惠及全乡农牧民群众，不断提升
农牧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特约记者 吴婷婷 通讯员 马灵天）

德令哈市尕海
镇泉水村成功试种
了新引进的 363 食
葵。据了解，食葵具
有耐寒、抗病性好等
特点，可以改善土
壤，适应于在高原海
拔 2500 米以上地区
种植，葵花籽含有丰
富的铁、锌、钾、镁等
微量元素。食葵的
成功种植不仅丰富
了全省市场品种和
市民的菜篮子，也为
海西州农业增产增
效、促进农民增收致
富开辟了新路子。

查宝音 摄

生活好品质让“幸福”出圈

工资争议速裁庭调裁农民工忧工资争议速裁庭调裁农民工忧““薪薪””事事

在这里品味不一样的在这里品味不一样的““人间烟火味人间烟火味””

本报讯（实习记者 王唯）在全力推进
乡村振兴进程中，德令哈市以群众增收为
突破点，推动“收入”具体化。

德令哈市强化收入监测帮扶动态管
理，对脱贫户和46户收入不增反降户，实
行三级包联制度，落实“一户一策”。完善
产业项目联农带农机制，鼓励龙头企业、
合作社与农牧户建立利益联结机制，拓宽
群众增收渠道。为 131 户困难家庭发放
临时救助金102.5万元，为79户81 人次特

困供养对象发放供养金共 81.9 万元，脱
贫劳动力转移就业 326人。

以项目建设为着力点，重点打造藏羊
养殖、蛋鸡养殖、水产养殖、粮油加工、食
用菌基地建设等方面的村集体产业。不
断强化项目监督管理，将项目建设进度、
资金支出率量化到月，定期调度，对未完
成量化任务的以通报、函告、督办等形式
督促追赶进度。落实财政有效衔接资金
9749万元，实施项目 29 个，开工27 个。

以监督检查为提升点，市纪委成立
2 个监督检查组，对全市 7 个乡镇街道、
12 家部门单位开展督导检查，以监督倒
逼责任落实；市财政局严格督促各项目
主管单位，按照相关资金管理办法实行
专账核算，做好公示公告，确保资金专
款专用；市农牧和乡村振兴局开展实地
督导 15 次，反馈问题 34 条，下发提醒函
11 份、督办通知 4 份，确保如期完成年
度目标任务。

德令哈市全力促进群众增收德令哈市全力促进群众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