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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果洛宣）过去的一年，
果洛州抓牢稳增长、护生态、惠民生、促发
展、防风险、保平安，各项工作实现新突破，
取得新成效，跃上新台阶。全年预计完成
地区生产总值55.23亿元，同比增长3%。农
牧业总产值 12.82 亿元，同比增长 4.4%，地
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57 亿元，同比增长
21.4%，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18亿元，同
比增长18.9%。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200元，同比增长5%。

生态环保持续加强。果洛州成功获评第
七批“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完成国土
绿化23.21万亩、退化草原改良77.15万亩、黑
土滩（坡）治理11.5万亩、人工种草50.88万

亩、封山育林17万亩。黄河出境水质始终保
持在Ⅰ类，14个国、省控监测断面水质优良率
和7个集中式饮用水水质达标率均达100%。

项目建设扎实有力。全年实施各类项
目761个，其中，落实上海对口援青项目70
个。玛多“5·22”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接近尾
声，2781套D级农牧民住房全部建成。实
施交通运输领域项目168个，新增农村公路
里程597公里，果洛机场总体规划（2023年
版）正式获批。实施教育、医疗卫生、文化
和水利设施等建设项目120余个。

产业发展质效并重。玛多、班玛、达日
牦牛和玛沁、玛多藏羊获国家有机转换认
证证书，玛沁白藏羊、班玛黑青稞、羊肚菌

纳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玛尔挡水
电站正式下闸蓄水，玛沁抽水蓄能电站工
程加快，直却 330 千伏输变电工程进展顺
利。格萨尔文化（果洛）生态保护实验区正
式确定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雪域净
土·秘境果洛”品牌进一步叫响，全州接待
游客 63.88 万人次，同比增长 22.42%，旅游
总收入4.95亿元，同比增长20.65%。

民生福祉不断提升。全年民生领域支
出95.61亿元，40项省州民生实事工程全部
完成。12个高原美丽乡村建设任务和1000
户农牧民居住条件改善工程全部完成。全
州各类保险参保任务超额完成，其中基本
医疗保险参保率排名全省第一。

本报讯（特约记者 李兴发）日前，记者
走进玛多县人民医院，立马感受到暖气的
热量温暖着整个大厅，导诊台里的值班护
士忙着为患者引导就医，门诊注射室内十
多名患者正注射点滴，医生和护士时不时
前来测量体温和观察药物注射情况。

“以前我们医院只有两层小楼、少数医
生，没有现在的内外科、检验科、手术室等
科室。专业医疗人员匮乏，医疗服务能力
欠缺，患者对基层医疗机构缺乏信任感。”
在果洛州玛多县人民医院工作了20多年的
才毛加，看着眼前的忙碌的场景欣慰地告
诉记者，如今玛多县已建起“医共体”，县域
医疗卫生服务资源得到了优化整合，按照

“县强、乡活、村稳”的思路，县人民医院牵
头各基层医疗机构，成立了玛多县总医院，
将全县医疗机构一体化管理，形成县乡一
体、以乡带村、分工协作、三级联动的全新
卫生服务新体系，群众看病难、医院难看病
的情况得到了扭转。

在玛多县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
点噶丹村，多玛正收拾着自家屋子，一岁多的
儿子坐在床上摆弄着玩具。“生他之前我很害
怕，但去了医院，就不怕了，很安心！”2022年
的6月，多玛临近预产期，出现了严重的腹部
疼痛。从来没有拨打过120的丈夫，第一次打
通急救电话，不到10分钟多玛就得到了救治，
半个小时内在县医院抢救室完成了初步检
查，一小时后住进了妇产科病房。

多玛拿出了保存一年多的检查报告和
病历，“胎儿发育一切正常，胎位略有偏
移。因缺乏孕期保健知识，妇产科注意护
理。”医生详细的医嘱一目了然。多玛回
忆，生第一个孩子时是六年前，当时没有良
好的就医条件和缺乏健康知识，孩子在家
里流产，就此情况住院时她还得到了特别
护理，半个月时间，医生不仅定期做各项检

查，从饮食到活动都做有详细的方案，而且
每天对新生儿有着专业的护理和体检。更
让她没有想到的是费用全免。

“以前别说生孩子，就是看病都难。但
现在我们小病就在村里卫生院看，大病也
不用乱跑，直接去州医院就行。”多玛的话
并非夸大。2023年，达日县下红科乡牧民
扎巴，就经历了一次生死抢救。

因大量自发性小脑出血及蛛网膜下腔出
血，扎巴站在了生死的边缘。“这要是以前，人
早就没了！”扎巴儿子回忆当时的情景：乡卫
生院医生现场诊断病情严重，及时启动了果
洛州人民医院打造的“2小时医疗救治圈”应
急预案，直接将扎巴送往州人民医院。

“遇到这类疑难杂症、危重急症患者，
基础医院会将现场情况，通过视频传输到州
医院，我们会先期做好准备，集合州域内医疗

专家开始分析和拿治疗方案，同时通过远程
医疗系统，联系上海各大医院专家建立远程
视频会诊，拿出最佳治疗方案。”上海第五批
援青干部、时任果洛州人民医院院长的周峰
告诉记者，以往这种病例的治疗，不是耽误在
层层转诊的路上，就是处在无法治疗的窘境
中。现在借助连接下至村落，上至上海各大
医院专家的远程医疗系统，2小时内就可以在
手术台上接受治疗。地处高原腹地的患者，
可以享受到千里之外医疗专家的医疗服务。

如今的扎巴术后已经可以做一些简单的
体力活动，并且享受着定期家庭医生的上门
问诊服务。打通了医疗服务“最后一公里”的
果洛，“就医难”已经成为过去式，医疗服务已
经从曾经的去寻医，转为了现在的门前就医，
医疗服务正不断地满足着牧民群众的就医需
求，健康水平和幸福指数不断攀升。

本报讯（通讯员 蔡得军）在青海省果洛
藏族自治州，有这样一群专攻税费疑难的

“专科医生”，在惠企便民解“忧”更创“优”的
道路上，持续散发着自身的光和热，这就是
国家税务总局果洛州税务局的创新举措。

据了解，为进一步优化果洛税收营商
环境，果洛州税务局将依法依规收税的“力
度”转化为办税缴费服务的“温度”，精准聚

焦纳税人缴费人实际需求，坚持和发展新
时代“枫桥经验”，结合工作实际创建果洛
特色纳税服务品牌“玛域高原税费服务工
作室”。

工作室由纳税服务工作人员和各部门
组成的“专家团队”，以优化纳税服务，解决
纳税人缴费人的急难愁盼为宗旨，以细致、
耐心、精准、高效、便捷的服务理念，打造符

合果洛特色服务机制，为纳税人和缴费人
提供“线上+线下、帮办+远程、集中+个性、
个人+团队”的服务。

此外，将工作室作为对外窗口，充分利
用好果洛州税务局二级纳税服务热线，及
时快速响应涉税诉求，受理解答涉税咨询，
提供涉税服务，为服务区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作出了税务贡献。

据果洛州税务局纳税服务科科长孔令
芳介绍，“玛域高原税费服务工作室”以纳
税人需求为导向，为纳税人制定个性化服
务，实现从无差别服务向个性化、精细化服
务转变，聚焦纳税人缴费人痛点堵点难点，
高效解决纳税人反映的急难愁盼问题。

2023年8月，工作室精准打造的“玛域
高原税费小讲堂”，通过梳理经营特点和涉
税业务，以藏汉双语的短视频模式对最新
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全面解读，以更贴心、
暖心、舒心的举措解决涉税难题，回应纳税
人关切。

以“小团队”做强“大服务”、以“小切
口”谋求“大发展”，为各类经营主体减负
担、增信心，强动力、增活力，这是果洛州税
务局创设“玛域高原税费服务工作室”初
心，也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
税收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柱性、保障
性作用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实践。

本报讯（通讯员 果洛宣）2月18日，位于海
拔3300米的青海省果洛州玛尔挡水电站施工
现场热火朝天，一片繁忙景象。

工人们正对首台机组轴承回装及管路安
装调试，确保今年3月底投产发电。玛尔挡水
电站是国家和青海省“十四五”重点能源项目，
建成后年发电量将超73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
煤炭约 220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816 万
吨，对青海省打造清洁能源高地、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讯（通讯员 达日宣）近年来，达日县锚
定建设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目标，以全省
首创股份制改革的“直却模式”为基础，提出畜
牧业高质量发展“1+4+N”模式，抢抓“青海省
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示范省创建”机遇，
推进“嘉嘉牦牛”品牌化、产业化、规模化建设，
引进人才、科技创新，聚力牦牛“四增三适”，促
进全县牦牛扩群、提质、增效，实现牦牛产业高
质量发展。

成立以党政主要领导为“双组长”的工作
领导小组，立足资源禀赋，转变经营理念、优化
区域布局、聚力转型升级，实现“县有智慧牧
场、乡有联合社、村有合作社、户有家庭牧场”
四级联动的产业发展组织体系，坚持把发展村
集体经济摆在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突出位置，
制定出台《达日县村集体经济“强村”工程行动
方案》《达日县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管理办法》
等制度，科学规范资源配置，推进村集体赋能
畜牧业持续蓬勃发展。

整合资金，建立运行达日县农业农村产业
融合示范园、智慧牧业基地，形成由畜牧业、饲
草加工、冷链运输、科技培训等业态相互融合、
互补发展的产业体系，通过四增三适、产品溯
源等方式，积极开展九乡一镇草场、牦牛、藏羊
全域绿色有机认证工作，完成十个乡镇有机认
证现场核查工作并取得有机认证转换证书。
同时，打造和申报“嘉嘉牦牛”品牌和国家遗传
资源名录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注册，区域公
共品牌创建、区域品牌运营和管理，积极探索

“区域公用品牌+产业品牌”发展机制，建立畜
产品品牌管理和保护体系，探索实施“全产业
链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模式，完善项目申报、
标准化生产、追溯体系建设，做大做强牦牛品
牌、做精做优牦牛产业，努力把达日嘉嘉牦牛
打造成全州响亮的主导产业和优质品牌。

积极与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科技特派团、
达日县科技特派员工作站、省科技厅下派科技
服务组对接，有效提升全县畜牧业科技发展质
量，紧抓人才支援政策机遇，与达日县科技特
派员工作站施建军研究员团队签订“四方服务
协议书”，与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科技特
派团签订服务承诺书，成立全县牦牛人工授精
技术推广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实施方案，从县、
乡、村抽调技术员、基层动物防疫员，开展牦牛
人工授精技术推广工作，加快牦牛质量转型，
优化牦牛种质资源，提供牦牛产业发展坚实的
技术支撑，为达日生态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和牧
民群众增收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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