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零距离”倾听民意民声，“面对面”解
决急难愁盼。

“人大代表联络室”“人大代表活动室”
“人大代表网络履职平台”，西宁市“两室一
平台”建设提档升级，让这里成为人大代表
履职学习、联系群众、建言献策、化解矛盾、
汇集民智、为民服务的大平台。

是纽带也是桥梁是纽带也是桥梁，，办好群众的办好群众的““小事小事””

人大代表来自人民、代表人民，为人
民发声、为人民履职。

近年来，西宁市人大常委会紧紧围绕
“促提升、补短板、重实效、激活力”的目标
任务，积极探索、创新形式、主动作为，有
序、快速推进全市“两室一平台”建设，在
西宁大地谱写出生动践行全过程人民民
主的美好篇章。

“前营街小学内的广场路全是土路，
而且周围的铁丝网全都被人为破坏，存在
着很多安全隐患。”走进城中区前营街社
区人大代表活动室，记者看到一张写着

“进度、诉求、资源、成果”的展板，通过展
板公示，近期辖区内的民生实事办理进
度、办理情况一目了然。

办好群众“关键小事”，化解百姓“心
头难题”是人大代表的重要职责。

“接到群众诉求，我们当天去现场查
看，商讨解决方案，先后对前营街小学广
场路的路面进行了硬化，并将周围的铁丝
网全部换成了栅栏。通过各方努力，群众
反映的全部问题都解决了！现在那里的
环境非常好，群众对这件事情处理的满意
度非常高，纷纷竖起了大拇指。倾听群众
的呼声，办好群众的‘小事’，也就打通了
代表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省
区级人大代表张若蕾说。前营街社区人
大代表活动室自2020年成立以来，通过召
开居民议事协商会，调研走访等方式，辖
区人大代表先后帮助居民处理民生实事
200余件。

“以前从大有山到海子沟乡出行比较
困难，路面塌陷比较多。群众反映问题
后，代表们多次提议并和相关部门联系，

现在多西公路已建成，极大地方便了群众
的出行。”湟中区海子沟乡人大主席吴君元
说。湟中区海子沟乡人大代表联络室为
有效破解基层人大工作薄弱问题，将55名
代表根据业务能力、爱好特长进行分门别
类，纳入6个代表小组，多渠道听取群众意
见，回应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真正
做到了“站室常用、代表常来、实事常办”。

让民声让民声““有处可发有处可发””，，让代表让代表““有情可知有情可知””

“胡思洞村没有文化舞台，希望乡政
府能够协调解决！”“石崖湾村地势低，雨
季路面雨水会流入前排村民家中，建议修
建防洪墙100米……”打开湟源县波航乡
人大代表履职平台小程序，群众诉求、办
结进度、办结情况都一目了然。在波航乡
人大代表联络室内摆放着人大代表名片
并附有人大代表网络履职平台小程序二
维码，村民通过扫码可以在小程序当中直
接反馈意见建议和问题，代表可以通过手
机接收到群众随时反映的意见建议，第一
时间进行处理和反馈，充分发挥了平台联
系人民群众的窗口和主渠道作用，真正让
平台成为人大代表履职学习、联系群众、
建言献策、化解矛盾、汇集民智、为民服务
的平台。

西宁市人大常委会积极探索“线上+线
下”融合发展模式，依托“互联网+”智慧社
区建设载体，建成“人大代表网络履职平
台”，让代表和群众的联系从“面对面”拓展
到“键对键”，实现“24小时不打烊”接待群
众。同时，充分发挥平台的主阵地作用，不
断丰富和完善民意表达渠道，密织“线上互
动+线下服务”的人大工作网，让民声“有处
可发”，让代表“有情可知”。

前营街社区打造的集管理、服务、联络
为一体的代表网络履职“云”平台，群众只
需扫码就可以与代表一对一交流，这样就
可以做到线上实时履职、信息公开互通，进
一步激发代表的履职活力与动力。“在平台
上可以直接反馈意见建议和问题，代表们
可以通过手机接收到居民群众随时反映的
意见建议，使解决居民诉求的效率更高，速

度更快。”张若蕾说

聚焦聚焦““建管用建管用””助推助推““两室两室””提质增效提质增效

代表工作在一线展开，建议在一线收
集，作用在一线发挥。

城西区人大结合活动，对区政府8类
23项民生实事项目探索建立“1+N+8”“全
链条”闭环监督机制。坚持把领导干部下
基层、做调研与进“两室”有机结合，认真
开展选民接待、建议督办等活动，市级领
导带头进“两室”，与基层人大代表和人民
群众“零距离”接触，为群众答疑解难，促
使一批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得到有
效解决。

近年来，西宁市人大常委会按照市委
关于“两室一平台”建设部署要求，创新工
作举措，健全工作机制，把准功能定位，抓
实提档升级，不断在“建、管、用”上齐发
力，在打造特色品牌上下功夫，深度探索
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最基层单元。全面
落实“四提四品”行动安排，坚持“覆盖选
区、相对集中、便于联系”的原则，着力完
善软硬件设施，按照选址要求，对“两室”
进行迭代升级，使已建的提升品质、需建
的拓展延伸、新建的高标打造，确保功能
齐全、配套完善，推动“两室”提标、提质、
提效、提能。全市先后累计投入410余万
元，建成乡镇街道人大代表联络室75个，
村社区人大代表活动室359个，实现了一
公里内站点的“零距离”沟通。目前，2个
人大代表活动室被省人大评定为省级示
范点，8个人大代表联络室、4个人大代表
活动室被评为市级示范点，推荐申报省级
示范点3个。

西宁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相关负责
人说，下一步，西宁市人大常委会将持续
探索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层实践，最大限
度地发挥代表履职平台的优势，充分调动
各级人大代表的履职积极性，进一步推动
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聚力在现
代化新青海建设上走在前作表率贡献人
大智慧和力量。

（记者 张艳艳）

“两室一平台”：架起群众“连心桥”畅通履职“民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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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一丁）12月27日，省政
府新闻办召开青海省第五次全国经济普
查工作（以下简称“五经普”）进展新闻发
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我省“五经普”
工作紧扣普查业务流程和时间节点，稳步
推进各阶段各环节普查任务落实到位。
其中，普查区划绘图工作比国家规定时间
提前半个月完成并全面通过审核验收，进
度位居全国第一；单位清查进度稳居全国
前列，差错率为全国最低四省份之一，受
到国务院“经普办”的通报表扬。

据悉，“五经普”工作是对我省经济社
会发展状况的一次全面盘点和集中体检，
对摸清全省经济家底，准确把握经济社会
发展特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五经普”工
作，成立以省长任组长、分管副省长任常务
副组长、52个地区和部门共同参与的“五
经普”领导小组，全面完成各市（州）、县
（区）、乡镇（街道）和有关部门普查机构组
建工作。全省共选聘6845名普查员和普
查指导员，提前完成“两员”信息导入管理
平台工作，建立了统一完整、信息准确的

“两员”信息库；主动向国家统计局争取先
行先试机会，在西宁市、海东市和海南州
等部分地区，对2000多家样本单位主营业
务结构化和行业智能编码进行专项试点，
得到国家统计局充分肯定；在普查区划绘
图时提前做好园区法人单位标识工作，为
最大程度满足各级党委、政府决策需求，

全面准确掌握园区经济发展情况，做好
园区经济运行监测打下基础；将部门数
据比对工作贯穿清查工作始终，针对清
查工作中单位基本信息不准确、清查进
度不均衡等问题，省经普办组建督导组
对全省8个市州、13个县区的单位清查工
作进行督导检查，形成了省级统筹指导、
市州级督促解决、县级全面落实的工作
局面，确保基础数据真实准确、各地区清
查进度基本均衡。

“五经普”登记工作将在2024年1月1
日正式开启，我省将根据省委省政府工作
要求，联动各级经普办，围绕数据质量这
条主线，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工作成效，确
保普查各项工作顺利实施。

我省“五经普”工作受国务院表扬

本报讯（记者 樊娅楠）打造千亿级锂
电产业集群，西宁“锂”想花开！近日，《中
国锂电产业特色城市十强研究报告》发
布，西宁跻身“2023 中国动力电池产能十
强城市”，位列全国第八名。

“这标志着我市作为青海锂电产业发
展的重要承载地，朝着打造千亿级锂电产
业集群为目标，不断着力强链延链补链，
积极培育支柱产业，产业规模逐步壮大，
集群效应不断凸显。”西宁经济技术开发
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依托弗迪锂电池、时代新能源、泰丰
先行等一批锂电池及关键材料生产企业，
形成锂电正负极材料、隔膜、电池、电解铜
箔完整产业链，实现锂电池 32.5 吉瓦时、
正极材料2.3万吨（在建16万吨）、隔膜1.5
亿平方米、电解铜箔 5 万吨、壳体 3500 万
套等综合产能规模；建成年产3000吨六氟
磷酸锂、600吨氟化锂项目，引进年产5000
吨碳酸锂、2万吨废旧锂电池回收等项目，
青海诺德与时代新能源、中创新航、LG、松
下等头部企业实现上下游产业链接，为西

宁锂电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近年来，我市坚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

首要任务，把握发展定位、特色优势，扛牢
产业“四地”中心城市的首位责任，精准有
力推进“一个创新基地、三个中心城市”建
设，锂电产业能级增强。据悉，按照《绿电
体系建设总体方案》《零碳产业园区建设
方案》规划，到“十四五”末，我市将形成年
产各类电池50吉瓦时，配套正负极材料25
万吨、电池隔膜10亿平方米、电解液锂盐
10000吨、电池壳体7000万套的产能规模。

西宁跻身中国动力电池产能十强城市
本报讯（特约记者 张晓英）积石山6.2级地震

发生后，我省各部门各单位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在全力以赴做好抗震救灾相关工作
的同时，踊跃捐款捐物，汇聚起抗震救灾和灾后
重建的强大正能量。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陈刚，省委副书记、省长吴晓军，省政协党组
书记、主席公保扎西，省委副书记刘奇凡等领导
同志带头捐款。

地震灾情牵动着全省各族干部群众的心。
连日来，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机关，
省委各部委、省直各机关单位，各人民团体和群
众团体的广大干部职工积极行动起来，充分发扬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传统美德，纷纷慷慨解
囊，主动捐款捐物，以实际行动驰援灾区，帮助支
持受灾群众渡过难关。目前，捐款活动还在持续
进行中。

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面对突如其来的
地震灾难，要大力弘扬抗震救灾精神，以自己
的绵薄之力，支持灾区开展抗震救灾和灾后重
建工作，与受灾群众一起守望相助、患难与
共。相信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社会各
界爱心人士的支持下，受灾群众终将渡过难
关，重建美好家园。

汇聚起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的强大正能量
陈刚吴晓军等领导同志带头捐款

本报讯（记者 一丁）为认真落实人社部关于
急需紧缺人才目录编制发布工作的有关要求，充
分发挥人才目录在促进人才资源合理流动配置
中的积极作用，全面准确把握全省加快产业“四
地”建设重点领域急需紧缺人才需求信息，强化
高层次人才供需对接，做好人才引进培养工作，
近期，省人社厅编制发布《青海省急需紧缺人才
需求目录（2023-2025年）》，目录里详细分析了8
个方面人才需求的内容。

据悉，此次编制发布的《急需紧缺人才需求
目录》，由《分析报告》和《青海省2023-2025年急
需紧缺人才需求情况一览表》两个部分组成，主
要聚焦教育教学、工程技术、医疗卫生、文化旅
游、农林牧畜、经济、哲学社科及其他行业8个领
域的重点岗位，区分高技能、高级专业技术、高级
管理和特殊实用人才4个类别，共征集了168家
单位的急需紧缺人才需求4156人。同时，从行业
分布、人才类别、地域分布、学历层次、职称等级、
年龄结构、引进方式和需求年限8个方面，对人才
需求情况进行了系统分析。

从行业分布看：数量居前三的产业分别为教
育教学、工程技术和医疗卫生产业，需求数量分
别为1934人、1217人、824人，占岗位总数的95%
以上。其他七个产业岗位数分别为文化旅游61
人、农林牧畜类52人、经济类20人、哲学社科类
12个、其他岗位36个。

从人才类别看：高技能人才需求1152人，高
级专业技术人才需求2938人，高级管理人才需求
40人，特殊实用人才需求26人，分别占需求总量
的27.72%、70.69%、0.96%、0.63%。

从地域分布看：省级直属单位需求3546人，
西宁市需求234人，黄南州需求195人，海西州需
求73人，海东市需求68人，海南州需求29人，果
洛州需求7人，海北州需求4人，分别占需求总量
的 85.22%、5.66%、4.72%、1.77%、1.65%、0.7%、
0.17%、0.1%。其中省级直属单位、西宁市、黄南
州的需求相对较大。

从学历结构看：博士学历需求1851人，硕士
学历需求555人，本科学历需求581人，大学专科
学历需求632人，中专学历需求462人，高中学历
需求70人，学历不限需求5人，分别占需求总量
的 44.58% 、13.37% 、13.90% 、15.22% 、11.12% 、
1.69%、0.12%。

从职称结构看：正高级职称113人，副高级职
称183人，中级职称447人，初级职称210人，职称
级别不限 3203 人，分别占需求总量的 2.71%、
4.40%、10.76%、5.05%、77.07%。

从引进方式看：统一招考1625人，直接引进
或调入 2126 人，柔性引进 214 人，方式不限 191
人。分别占39.1%、51.2%、5.1%、4.6%。

从需求年限看：2023年需求1522人，2024年
需求1447人，2025年需求1187人，分别占需求总
量的36.62%、34.82%、28.56%。

省人社厅发布
急需紧缺人才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