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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州宣）去年以来，
海北州始终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
的战略地位，扎实推进健康海北行
动，持续完善和优化医疗卫生服务体
系，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
衡布局，全力打好传染病、地方病综
合防治和健康脱贫攻坚战，惠及城乡
群众90万人次，人民群众健康幸福指
数持续攀升。

该州围绕五项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突出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持续深化体
制机制改革，着力解决百姓看病难、看
病贵问题。推动卫生健康工作重心向
基层下移，组建紧密型县域医共体 4
个，专科联盟 2 个，初步构建“基层首
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
分级诊疗机制，实现基层服务量、服务
能力、群众满意率“三提升”，县级医院
门急诊患者次均费用、住院患者次均费
用、自付比例实现“三下降”。2023年全
州各级医疗机构总诊疗人次 90.2 万人
次、出院3.1万人次，分别较2022年增长

28.31%、39.08%。全力推进医疗卫生项
目建设，争取实施投资近2亿元的卫生
健康项目，着力破解卫生健康事业发展
瓶颈。累计创建国家级卫生县城3个、
卫生乡镇4个，省级卫生乡镇30个、卫
生村154个，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

深入开展中藏医医院“两专科一中
心”建设，初步建立以州县级中藏医医
院为主体、以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为
基础的多层次、多形式的中藏医药服务
体系，创建国家中医药重点专科 1 个、
省级中藏医重点专科6个，100%的乡镇
卫生院、85%的村卫生室能够提供中藏
医服务，实现基层医疗机构“中藏医馆”
建设全覆盖。2023年累计向基层推广
藏医药适宜技术13项，中医适宜技术4
项，中藏医总诊疗量28.62万人次，占总
诊疗量的39.74%。与省藏医院、金科藏
药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强化藏药人
才培养、科研协作、制剂研发等合作交
流，为推动全州藏医药事业发展筑牢基

石。
持续加大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支

持力度，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政府人
均补助标准提高至 84 元，服务项目拓
展到 29 类，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不断提
标扩面。全州组建家庭医生服务团队
136支，强化贫困人口医疗保障政策落
实，实现全州城乡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建
档，高血压病人、糖尿病人和重性精神
疾病患者规范化管理。加快提升妇幼
健康服务能力，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
治“两大中心”建设实现全覆盖。积极
推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全州孕
产妇和 3 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均达
到90%以上，高危孕产妇住院分娩率和
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目标人群覆盖率均
达到100%。65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体检
覆盖面达91%以上，健康管理率稳定保
持在 70%以上。鲁青高原体检中心正
式投入运营，拓展提升康养、保健等服
务功能，有效筑牢了各族干部群众干事
创业的健康屏障。

作为曾经的“煤炭产地”，刚察县哈
尔盖镇热水草原，如何走出一条从“地
下”到“地上”、从“黑色”到“绿色”的发
展之路呢？近年来，在青海广袤的土地
上，有着大自然的馈赠——风、光、水，
正成为推动转型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
的强大动力，也为热水带来新生。

38 岁的哈尔盖镇热水社区居民王
军发，父母曾是热水煤矿退休职工。当
煤炭行业落寞、家人陆续离开时，王军
发却选择留下来。“小时候，这里是刚察
最繁华的地方，有医院、学校，刚察买不
到的东西这里能买到。”望着灰扑扑的
居民楼，王军发眼里满是对过去生活的
怀念。

热水煤矿曾以其丰富的煤炭资源，
被誉为青海第二大煤矿。曾经，这里的
煤炭行业蓬勃发展，来往的车辆和火
车，将煤炭源源不断地运往各地，煤炭
成为刚察县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展开青海省地图，“直奔”刚察区
域，便能发现其地理位置的特殊：它位
于祁连山自然保护区南麓和青海湖北

岸生态功能区的“双重叠加”区内，为青
海湖提供82%的入湖径流量，境内有青
海湖周边近50%的湿地，是维系青藏高
原东北部生态安全的重要水体，是环湖
地区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和自然生态保
护区，生态地位举足轻重。

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是“国之大
者”。从沙柳河畔“半河清水半河鱼”到

“高原精灵”从濒危增至3000多只，海滨
藏城成为鱼鸟天堂，保护生态成为刚察
常态，绿色发展的故事不断上演，风光
水资源，绿色发展让刚察有了无限可
能。

谋求转变的过程中，刚察县积极贯
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依托独有
优质太阳能、风能资源禀赋，抢抓新能
源产业蓬勃发展的机遇期，积极融入打
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战略，全力
推进绿色清洁能源开发利用，绿电产业
已逐步成为刚察经济发展的新“增长
极”。

从 2021 年开始，刚察县依托太阳
能、风能等清洁能源资源，编制完成《刚

察县新能源发展规划》，变高原劣势为
优势，通过招商引资，引进实施一批太
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项目。

2021 年 8 月开工建设完成 120 万
千瓦工程；2022年7月20日建成并网5
万千瓦（并入热水 110 千伏汇集站）。
2023 年已完成投资近 20 亿元，全面开
工建设80万千瓦，并于 12 月 26 日顺利
投产并网 25 万千瓦，总并网规模达到
30万千瓦，每年将增加约4.5亿千瓦时
的发电量。随着一批清洁能源建设项
目陆续建成，2023 年刚察各新能源企
业累计发电 5.68 亿千瓦时，实现产值
1.29 亿元，县域内 13 家新能源企业共
缴纳各类税收 1.3 亿元，占全部税收收
入的91%。

清洁能源的崛起，收益远不止于
此。刚察清洁能源发展的浪潮，如星火
点燃热水，热水如“枯树”在春日发出新
芽，让这座因煤炭而生，也因煤炭沉寂
的小镇实现绿色转型。热水建起新能
源基地，来往工人多了不少，原本萧条
的街道热闹起来。（特约记者 丁玉梅）

本报讯（实习记者 李静）一季度全县地方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完成315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收342万元，
同比增长12.17%。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41607
万 元 ， 比 上 年 同 期 增 支 1214 万 元 ， 同 比 增 长
3.01%……祁连县协同发力、起势良好，为全年财政
收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今年以来，祁连县财政局认真贯彻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精神和省州关于实现“开门红”、保障“全年
稳”的各项部署要求，积极围绕省州经济运行调度
会议确定的各项重点任务，全面落实积极的财政政
策，强化财政资金统筹，集中财力保障民生和经济
社会发展，持续支持做好“六稳”工作，采取有效
措施强化财政收支预算管理，着力在抓实收入组织
管理、抓实收入质量提高、抓实支出执行管理和抓
实财政运行监测上下功夫，实现了财政收支首季

“开门红”。
该县财政部门将紧盯全年财政收支目标任务不放

松，持续在抓实收入，保障支出上强化落实，在贯彻
落实好国家和省级出台的减税降费政策和助企纾困政
策的基础上，积极加强与税务部门联动协调，强化收
入征收管理，坚持依法征收、应收尽收。持续在提高
财政收入质量上下功夫，强化收入组织管理，促进财
政增收，增强财政增收可持续性，推动财政高质量发
展。抓实支出执行管理，加强财政支出调度，进一步
压实部门支出主体责任，切实加快预算执行，确保财
政资金应支尽支、应列尽列，及时发挥财政资金效
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加强财政支出运行监控，兜
牢“三保”支出底线，确保“三保”支出得到有效保
障。厉行节约树牢过紧日子理念，健全过紧日子制
度，严格过紧日子执行，强化过紧日子监督。精准防
控债务风险。强化政府债务“借、用、管、还”全流
程规范化管理，抓细抓实隐性债务防增量、化存量。
严明严肃财经纪律。坚持先有预算、后有支出，确保
财政运行安全。全面提升财政管理水平，为助推全县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本报讯（通讯员 州宣）截至3月25
日，海北基本医疗保险参保26.62万人，
完成省定任务的 100.42%，率先在全省
完成2024年参保任务，实现了困难群体
基本医保一个不少，总体参保缴费工作
水平再上新台阶。

实施医保参保缴费日调度工作机
制，全州范围内进行每日晒单，统筹调
度全州参保缴费进度，全力推进参保缴
费任务落地落实。组织州县医保干部
共计 40 余人参加培训，结合医保政策

“十进”宣传活动，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让

政策“走进”群众心里。进一步推动医
保经办服务向乡镇（社区）下沉，积极推
进“医保服务站点”为参保群众直接办
理或帮办、引办医保业务，参保人员可
就近办理新生儿参保等业务。集中缴
费期间，州县医保部门上门，手把手指
导缴费操作，青海医保App等多种App
为群众提供“24小时不打烊”的参保缴
费新体验。持续加强部门间沟通衔接，
全力解决参保工作中存在的各类难点、
堵点问题。聚焦灵活就业人员重点群
体，及时将未交纳2024年度参保费用的

人员名单发送至各乡镇各社区，全面确
保“特殊人群”医保参保在缴费期内实
现应保尽保。

同时，在2024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
集中参保期间，该州 22 个村利用村集
体经济为村民全额缴纳和部分资助城
乡居民参保19205人，共计缴纳636.2万
元。真正实现用村集体经济收益给群
众缴纳和补贴医疗保险金，有效减轻群
众经济负担，让广大参保群众真真切切
感受到村集体经济日益壮大带来的实
惠。

“健康海北”惠及群众90万人次

本报讯（通讯员 州宣）今年以来，海晏县始终将脱
贫人口务工就业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的重要任务，统筹推进各类就业帮扶政策
落实，着力稳住年度脱贫人口就业基本盘。根据省农
业农村厅工作通报，2024年第一季度海晏县脱贫人口
务工就业任务完成率103.1%，已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
务数。

该县充分利用“我为群众算笔幸福账”、大兴调
查研究等活动方式，开展各类政策宣传12次，积极引
导脱贫人口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劳动观、价值观。通
过搭建人岗对接平台，以“送政策、送岗位、送补
贴、送培训”等“四送”活动为载体，大力开展

“12+N”公共就业服务活动，确保月月有活动，周周
有招聘，时时有服务。

年初以来，按照“场场有主题、乡镇全覆盖”的
原则，该县针对性开展“春风行动”“助企暖企”、民
营企业推介会等线上线下专场招聘会5场次，发放宣
传资料 240 余份，为群众提供政策解答 130 余人次。
通过直播带岗、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多种形式，常态
化开展线上招聘活动。截至目前，共发布15次线上招
聘信息，县内外 55 家企业提供 218 个岗位，可吸纳
1927人。

同时，开展巩固提升就业帮扶车间专项行动，帮
助群众实现“岗位送到家门口，就业顾家两不误”的
目标，确保每年就业人数总量稳中有增。海晏县现有
就业帮扶车间24家，共吸纳579人就近就业，其中吸
纳脱贫人口106人，帮扶车间帮扶就近就业成效得到
充分体现。同时，安置符合条件的14名脱贫人口到乡
镇行政事业单位公益性岗位、35名五员合一，106名
光伏等公益性岗位就业，村级开发公益性岗位 179
人。截至目前，全县共安置334名脱贫人口成为拥有
稳定收入的各类公益性岗位。

4 月，位于
青海湖北岸的
刚察县哈尔盖
草 原 上 ，国 家
一级保护动物
普氏原羚成群
出 现 ，它 们 在
草场上奔跑撒
欢、惬意觅食，
悠闲自在。

才新木加 摄

海北率先在全省完成海北率先在全省完成20242024年参保任务年参保任务

绿色赋能热水绿色赋能热水““升温升温””

祁连祁连实现实现

财政收入首财政收入首季季““开门红开门红””

多点发力多点发力

让脱贫人口就业增收让脱贫人口就业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