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换了季节，海北却依然风光无限。雪后初晴的海北，辽阔又纯净，豪迈与温暖的雪域气质愈加凸显，白与蓝交织
出了心旷神怡的河清海晏。 州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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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州民政）今年以来，
海北州民政系统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推动构建分层
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为重点，扎实推进
基本民生保障工作，落实民政兜底保障
政策，提高困难群众抗风险能力，让困难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2023
年，共下拨困难群众救助省级补助资金
17508万元，前三季度，共为全州2.4万人
次困难群众发放各类社会救助资金
11781.04 万元（含困难群众冬季取暖补
助844.8万元）。

进一步夯实部门间数据对接。持续
加强部门联动和推进低收入人口动态监
测帮扶常态化，提升救助精准化水平。
通过与乡村振兴、医保、残联、教育、工会
等部门对接，信息共享，前三季度，共走
访排查 7624 人，纳入救助保障 3383 人。
同时，认定低保边缘型和支出型家庭348
人，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防返贫监测工作成效显著。及时制
定下发相关文件，聚焦八类重点对象全
面开展大排查。重点是在新申请农村低
保和分散特困供养及农村低保边缘家庭
受理过程中，同步将人员信息数据反馈
至乡镇扶贫干事，同步启动低保审核和
监测对象识别工作，且低收入家庭经济
状况核对结果由民政和乡村振兴部门共
享。截至目前，通过预警监测，已排查走

访 8347 户 20620 人，新增纳入保障范围
563户1430人。

“单人保”政策切实加强。在严格落
实好各项救助政策的基础上，对“单人
保”政策进一步加强。对低保边缘家庭
中持有一、二级重度残疾人和三级智力、
三级精神残疾人，低保边缘家庭中患有
当地有关部门认定的重特大疾病的人
员，脱离家庭、在宗教场所居住三年以上
（含三年）的生活困难的宗教教职人员进
行排查，将符合条件的参照“单人户”纳

入低保保障范围。前三季度，共为383名
困难群众实施单人保政策，发放救助金
57.67万元。

乡村振兴问题反馈全面销号整改。
根据国家、省乡村振兴有效性评估反馈
问题，结合以案促改、专项治理“回头看”
及监管效能提升年活动，及时制定相关
方案，进一步明确整改任务、整改措施、
责任人及完成时限，全面高质量完成整
改任务。截至目前，反馈的五项问题已
全面整改完成并已销号。

本报讯（通讯员 州宣）通过多年持续监测与科
学保护，海北州普氏原羚野外种群数量从不足 200
只增加至 3000 余只，指示性物种水鸟种类突破 100
种，湿地关键性物种青海湖裸鲤资源蕴藏量恢复到
11.41 万吨。

近年来，海北州把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作为以
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示范州创建六个
示范建设的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来抓。成立祁连山国
家公园祁连、门源两个管理分局，7 个管护中心和 29
个管护站点。以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为契机，海北
州成立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刚察、海晏分
局，并在沙岛、哈尔盖挂牌成立两个保护站，全面提
升青海湖北岸生态环境综合执法能力。海北州 18
个生态管护站挂牌成立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站，并在
祁连山国家公园核心区和大通河流域设立 7 个公益
诉讼检察工作联络站。

海北州建立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联席会议制
度，多环节、多领域、多角度强化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
地保护执法监管。以祁连山国家公园长期科研基地为
中心，海北州率先建立祁连山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数
据库，建立我国西部第一个以生物多样性科学综合研
究平台为主要功能的森林动态监测大样地，有效提高
了祁连山国家公园监测感知能力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管
理能力。

目前，海北州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69.25%，生物多
样性保护取得丰硕成果，野生动物有雪豹、普氏原羚、
荒漠猫、马麝、草原雕等300多种，野生植物有88科406
属1276种。近年来，祁连山国家公园海北片区成为全
世界最容易“邂逅”荒漠猫的地方，“五只雪豹”“五只荒
漠猫”“六只兔狲”“五只猞猁”同框的世界罕见画面先
后在海北亮相，雪豹、普氏原羚是海北州旗舰物种，海
北州被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授予“中国普氏原羚之
乡”称号。

秋日的青海，清风徐来、白云悠悠，
从祁连山下到青海湖畔，成群的牛羊惬
意悠闲，一幅幅生态畜牧业蓬勃发展的
壮美画卷徐徐展开。

近日，记者走进海北州海晏县哈勒
景乡永丰村的规模化养殖基地，一排排
刷着白墙的圈舍整齐排列，智慧养殖设
施设备一应俱全。在这里，空荡的圈舍
也是丰收的象征，因为今年这里养殖的
藏羊已全部出栏。

据养殖基地负责人介绍，永丰村村
级生态畜牧业集中规模化养殖基地建
设项目，总投资 1000 万元，全部为山东
援建资金，规划占地 131.1 亩，总建筑面
积 6535.6 平方米，建设藏绵羊养殖大棚
7 个，业务用房 1 处，以及观察区、隔离
区等。

据了解，永丰村村级生态畜牧业集
中规模化养殖基地建设项目，通过先进

养殖技术和科学管理等手段，形成高效
畜牧生产产业，减少资源损耗和污染物
排放，有效增加牧民收入。预计可实现
存栏藏绵羊 2700 只，年出栏 5400 只（每
年两批次），年可实现销售收入约640万
元，年可实现净利润约130万元。

在山东省聊城对口支援建设的刚察
县哈尔盖镇果洛藏秀麻村村级生态畜牧
业集中规模化养殖基地，除了标准牛舍、
羊舍、遮雨棚、贮草棚以外，给水管网、电
路、监控设备等附属设施一应俱全。

据了解，2021 年山东聊城援青干部
管理组了解到果洛藏秀麻村集体经济发
展困难、乡村振兴的产业基础不牢固，投
入1000万元援建资金为果洛藏秀麻村建
设高标准养殖基地，支持村合作社由传
统的散养模式向集中式、规模化“半舍饲
养殖”转变。

“有了这些明亮的圈舍，村里的收入
有保障了，草场退化的压力也大大缓解
了。”果洛藏秀麻村党支部书记浪太介
绍，养殖基地年可育肥出栏牦牛150头、
育肥羊出栏1350只，村集体经济收入将
从原来的不足 20 万元提升至 60 万元以
上。目前，该基地入选海北州千头（只）
以上规模养殖基地。

“目前，聊城市对口支援建设的刚察
县哈尔盖镇果洛藏秀麻村村级生态畜牧
业集中规模化养殖基地已入选海北州千

头（只）以上规模养殖基地，我们将继续
立足生态优势和产业基础，继续与刚察
县开展全方位、宽领域、多形式的深层次
合作，逐步构建壮大产业链、提升价值
链、拓宽销售链、打造服务链的全产业链
帮扶模式。”聊城市援青干部管理组组
长、刚察县委副书记、副县长孙建德说。

海北州高原生态畜牧业科技示范园
管委会副主任周磊表示，山东援青指挥
部加大产业援建项目技术帮扶，对山东
援建的10个村级集中规模化养殖基地进
行技术指导，推动牦牛、藏羊实现规模
化、标准化养殖。目前，海北州已被确定
为全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和辐射
带动州。

今年以来，海北州在绿色有机农畜
产品输出地建设方面迈出了实质性步
伐，充分发挥丰富的农牧业资源优势，全
面实施藏羊、牦牛、青稞、油菜、饲草“五
大产业”振兴计划，大力推进畜牧业生态
改造、畜种改良、草畜联动等“十大”工
程，从政策、制度、资金等方面精准发力，
打造“万只藏羊、千头牦牛”基地，培育农
牧业专业合作社399家，家庭农牧场365
家，规模化养殖场99家，农牧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44家，建成万只藏羊、万头牦牛养
殖基地各1处，千头（只）以上规模养殖基
地34处。

（通讯员 州宣）

兜住困难群众稳稳的幸福

本报讯（通讯员 门宣）今年以来，门源县医疗保障
局坚持在参保筹资、待遇支付、基金监管、经办服务等
中心工作上下功夫，切实维护人民健康福祉，努力让全
县参保群众获得感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
保障。

提高医保待遇，看病就医“少花钱”。门源县城乡
居民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参保率持
续稳定在较高水平，普通门诊、慢特病门诊保障水平逐
年提高，实现了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的
三重医疗保障，截至目前，门诊、住院累计保障待遇支
付507667人次、18512.75万元。

实施惠民举措，医保报销“更省心”。有序推进县
乡村三级医保经办服务体系建设，已全面完成浩门镇
经办服务站、9个村4个社区经办服务点标准化建设，
投入资金13.9万元，12个乡镇、109个行政村及8个社
区全覆盖挂牌“医保服务站点”标识牌。同时，全力提
速异地结算。截至目前，跨省异地直接结算13782人
次，发生总费用6768.68万元，基金支付4283.40万元，
异地直接结算率90%；将海北州第二人民医院和门源
县中医院作为首批试点医院，全面启动DRG支付方式
改革。截至目前，共审核DRG数据14027人次、结算
2809.75万元。

助力乡村振兴，精准施策“兜底线”。建立健全脱
贫巩固信息共享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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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人群参保率达100%，慢性病、“两病”办理人数达
17279 人，截至 10 月底，“两病”门诊慢性病待遇支付
共 804.71 万元。按照过渡期内保持参保资助政策不
变的要求，对符合代缴条件的全部代缴，2023年资助
参保代缴 10915 人，资助金达 212.74 万元；严格执行
基本医疗、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保障政策，持续
增强对困难群众基础性、兜底性的保障，有效减轻了
就医负担。截至目前，低保、稳定脱贫等特殊人员住
院7875人次，总费用6268.23万元，报销5270.61万元，
实际报销比例达 84.08%。同时，按月筛查“因病返
贫、因病致贫”预警数据，及时向乡村振兴、民政部门
推送监测预警数据。

“标准化”让生态畜牧业发展驶入快车道

海北州野生动物种群“人丁兴旺”

门源县：

多措并举让参保群众更有“医”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