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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着皑皑白雪，迎着呼啸的寒风。近日，记者
来到刚察县老年社会福利中心，老人或在房间看
电视，或在“温棚”内聊天打台球，或在娱乐室里下
棋……其乐融融，不时听到老人爽朗的笑声。

“来来来，大家都过来，给你们买了新衣
服。”刚察县老年社会福利中心负责人才旦卓玛
和几名员工抱着新买的衣服，笑着招呼大家。

仁青多杰领到衣服后迫不及待跑到房间，
不一会儿就穿着新衣服出来了。“怎么样，好看
不？”“不错不错，真好！”老伙伴笑着说。

走在福利中心楼内，记者看到，走廊里、窗
台上摆放了很多绿植，暖气烧得很热，用手一
摸有点烫手。虽然室外的温度低至零下15摄
氏度，但是在福利中心却是暖暖的春意。

参观下来，福利中心里医务室、活动室、心
理辅导室、谈心谈话室等应有尽有。“不只建设
了这个福利中心，2023年我们争取了3100万
元，新建和改扩建县级敬老院1所、乡镇居家
养老服务中心2家、社区日间照料中心2家、村
级互助幸福院3所，补齐了县、乡、村三级农村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短板。投入212万元开展
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对符合条件的 1086
名居家老人累计服务 11172 人次。”刚察县民

政局局长才朗什姐介绍。
刚察县积极搭建社区养老服务平台，结合

城乡社区服务设施建设，推动为老年人提供生
活照料、配餐送餐、家政服务、日间托老等为一
体的嵌入式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建设工作，为全
县老年人提供综合性养老服务。

“18 年来，我们不断提高服务工作水平，
努力为老年人创造幸福、快乐、祥和的生活，让
老人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才旦卓玛说。

才朗什姐向记者介绍，多年来，刚察县以
养老服务需求为导向，构建起“以居家养老为
基础、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支撑”的养
老服务体系。城南社区日间照料服务中心、沙
柳河镇红山村互助幸福院等养老服务中心陆
续投入运营，家庭适老化改造、伊克乌兰乡角
什科托老所、沙柳河镇城北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建设项目已完成竣工验收……刚察县养老服
务供给能力持续提高。

“下一步，我们将建立基本养老服务目录
清单，完善居家养老推动措施，完善政府购买
养老服务制度，推动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内容纳
入社会公共服务范畴，加快推进我县养老服务
社会化。”才朗什姐说。（特约记者 尹耀增）

本报讯（通讯员 刚宣）近年来，刚察县以
问题为导向，解题破题，持续抓好教育软硬件
建设，激活教育改革“一池春水”，努力办好人
民满意的教育，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教育事业
发展的新期待。

该县始终把教育投入作为民生工程“第一
投入”，着力从组织领导、发展规划、资源均衡
等方面予以保障。近三年来，累计投入教育资
金6.4亿元，其中县级财政投入6274万元。从
改善条件、扩大供给、提质发展、培养人才、引
进资源等方面，投入项目资金8700余万元，新
建和改扩建幼儿园10所，幼儿园软硬件建设
得到实质性提升，形成了乡镇中心示范园、大
村独立园、小村联合园的学前教育格局。

同时，设立700万元的教育发展基金，补充
临聘和银龄教师48名，学前教育保育员18名，
学前教育“两教一保”全面达标，中小学教师结
构性缺编问题得以缓解；实施绩效考核，为调动
校长办学积极性、激发教师育人积极性和推动
学生学习积极性创造了条件，形成比学赶帮超
的良好氛围，学校发展内生动力进一步增强。

仅2023年，落实全县中小学（幼儿园）公用
经费 943.93 万元，生活补助资金 792.04125 万
元，中小学营养改善计划资金581.6万元。发放
三江源奖补、滋蕙计划、雨露计划等各类资金
953.42万元，受益学生2056人次，为315名大学
生受理生源地助学贷款资金303.23万元，确保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应享尽享、应助尽助”。

本报讯（通讯员 海晏宣）2023年，海晏
县医保局经办主任仁青措在电脑上将全
县城乡居民费用导出筛选，建立当年费用
数据库，并以“红黄蓝”三种颜色，进行精
准监测标记。

“为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我们从 2021 年开
始，建立了‘红黄蓝’三级防贫返贫动态监
测预警机制，切实筑牢监测防线。”仁青措
说，“‘红色’代表监测户或者脱贫户，近期
医疗费用支出超过5万元。”年度就医费用
累计达到1万元以上至2万元为蓝色监测
预警，2万元以上至5万元则进行黄色监测
预警。

仁青措告诉记者，为了保证数据的精
确无误，由医保部门与各乡镇医保经办人
员负责对第一信息数据进行对比，然后，
根据乡村振兴局数据与医保系统纳入数
据比对，在医保系统进行核查后及时反馈
给乡镇医保经办人员再次核实核准，确保
做到数据精准核实。

杨明福的母亲患有胆囊结石，到医
院治疗后，花了近 7 万元，医保报销了
近 6.4 万元。在入户走访时，仁青措详
细询问了医疗救助待遇保障情况，给杨
明福一笔一笔算起了医保支出和医疗
费用。对于脱贫户，海晏县还有一项福
利政策，即根据入户对象提供的常服用
药及门诊住院诊断资料，对符合慢性病
及两病患者条件的脱贫户通过科学研
判，通过“绿色通道”，可直接纳入监测
范围。

“我母亲年纪大了，比较容易生病，不
过现在有各项政策的扶持，目前也没有大
的困难。”听到杨明福的话，仁青措连忙说
道：“纳入‘红黄蓝’三级防返贫动态监测
户后，县上会及时跟踪了解你们的情况，
如果有困难县民政等部门，都会给予你们
政策上的帮扶。”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是乡村振兴进行
中的“拦路虎”。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有
效衔接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期间，海北州多
措并举、综合发力，全面巩固“基本医疗有
保障”成果，不断夯实防范化解因病返贫
致贫机制根基，坚决守牢不发生因病规模
性返贫的底线。

2021年至2023年，海晏县累计监测到
红色级别（5万元以上）75人次，累计监测
到黄色级别（2万元以上）133人次，累计监
测到蓝色级别（1万元以上）218人次。经
过反馈后，其中19人被纳入了民政低保红
色监测对象，共获得民政临时救助资金共
计14.32万元。

年后，气温骤降，雪花簌簌纷飞，牛
羊缓缓移动，祁连草原更显苍茫。

近日，在祁连县冰沟畜牧产业化园
区，透过车间玻璃，祁连亿达畜产肉食品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达公司）牛羊肉分
割线上，身穿防护服戴着口罩的工人，有
条不紊地切割着牛羊胴体。

“年前市场特别好，卖得最好的一
天，西宁店铺销售额能达到十多万元。”
亿达公司总经理安军东说。

“四地”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精准
把脉青海资源禀赋、发展优势和区域特
征，亲自为青海高质量发展擘画的重大
战略。

祁连县拥有全国最大的有机生态
牧场，认证有机草场 93.97 万公顷。依
靠资源禀赋、发展优势和区域特征，该
县全力推动品种优化、品质提升、品牌
打造，不断推动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
出地建设，祁连畜牧业迈步高质量发
展。

“祁连畜牧业发展有一个黄金时期，
那段时间过后，牛羊就卖不上好价格
了。”谈及祁连畜牧业的发展之路，安军
东叹口气说，怎么扭转这一局面，成为祁
连畜牧业发展的关键所在。

安军东介绍说，亿达公司在起步阶
段，只做牛羊肉粗加工，后来在政策鼓励
下，添加精深加工线，提高牛羊肉的附加
值。安军东举了个例子：以前他们卖出
一头牛，利润只有四五百元，现在通过深
加工，利润翻了一番。他直言，这与他们
紧跟政策紧密相关。

如今，根据市场需求，亿达公司将一
头牛分割成近42个品类，与此同时为了
满足城市客户需求，将牛羊肉按千克包
装销售，销路越来越广。

销量提上来，牛羊的需求也就大
了。通过祁连县有关部门搭桥，亿达公
司以高于市场的价格与本地五个乡镇牧
户签订购买牛羊协议，辐射带动1800多
户牧民实现增收。

在八宝镇东村村民马学云看来，
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互联网。
马学云从小跟着家人放牧，2010 年他
接过父辈手中的牧鞭，赶着时代的潮
流，创建合作社；没过多久，乘着祁连
旅游的东风，开始经营家庭牧场，开起
牧家乐。

接触的人越来越多，马学云的观念
有了转变：能不能借助互联网将祁连牛
羊肉卖出去？他说：“到外地学习考察
后，2021 年我申请‘八一冰川’的账号，
开始直播销售祁连牛羊肉。”

春节前，马学云请了网红主播，有时
候一天要播好几场。“以前放牧，挣 100
万想都不敢想，现在仅春节前几天的销
售额，就达到了几百万！真是时代好了，
咱们牧民的生活也不一样了！”马学云喜
滋滋地说道。

最近几年，祁连县像马学云一样的
直播卖货网红不在少数。越来越多的人
加入网络直播销售农畜产品的行列，祁
连县依托 7 家电子商务特色产品培育
点，加大对亿达、金祁连、梅龙掌等10家
企业特色产品的培育开发力度，青藏祁
莲、黑河源、阿佳拉等本土品牌的策划、
包装、资质认证等全部完成，而且吸引了
不少流量。

在创建“有机绿色农畜产品输出地
示范县”的过程中，祁连形成“中心+基
地”“繁育+保护+销售”良种产业发展体
系。马学云的牧场成功入选祁连藏羊牦
牛核心群，从繁到育，都有相关工作人员
的服务。

“政府提倡有机农畜产品的输出，我
们与当地6个合作社和5个家庭牧场，建
立联产联销的模式，推广祁连的草膘绿
色牛羊肉，去年通过直播销售了3900多
只羊，670多头牛。”马学云的牧鞭，一头
连着牛羊，一头连着互联网，新时代的牧
歌，唱得更加响亮。

（特约记者 丁玉梅）

海北奏响新时代草原牧歌

本报讯（通讯员 州宣）海北藏族自治州
海晏县依托红色资源优势，挖掘“两弹一星”
精神内涵，打造的红色题材话剧《金银滩》于
近日在海北州西海影剧院精彩上演。

话剧《金银滩》分为七个序幕，演绎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海晏县建立的中国
第一个原子弹、氢弹研制基地，无数顶尖科研

专家、技术人员、干部职工、部队指战员脚踏
荒原，开启中国核武器研制的传奇故事。

1个半小时的话剧演出，通过现实与回忆
穿插相融的表现手法，借助声光电多媒体及
现代舞美技术手段，将二二一工厂的科学家
们冒着高原缺氧、粮食短缺等一系列困难在
金银滩上研发原子弹的整个过程和当地藏族

同胞为了支持国防事业、离别故土搬迁到其
他地方去生活、以实际行动支持国家发展的
无私奉献精神演绎得淋漓尽致。

随着演员的精彩表演、剧情的高低起伏，
观众一同感受剧中人物的心理变化、剧情发
展，沉浸在《金银滩》的爱国主义熏陶中，掌声
久久不断。

原创红色题材话剧原创红色题材话剧《《金银滩金银滩》》精彩上演精彩上演

老年人幸福的老年人幸福的““港湾港湾””

刚察激活教育改革“一池春水”

冰 封 的 时
节，也是浪漫的
季节。雪后的祁
连山宛若一幅清
新淡雅的水墨画
卷。站在山巅一
眼望去，玉树琼
枝，犹如梨花盛
开，簇簇松针恰
似银菊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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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牢乡村振兴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