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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保险与城镇居
民医疗保险，实现州级统筹，将医疗救助制
度纳入省级统筹范围，开展高值医用耗材、
大型医用设备的集中带量采购，让药品耗材
进入平价时代……翻阅海西医保的“民生账
单”，一个个暖心变化，记录着海西州不断提
升的医保“获得感”和持续上涨的幸福指数。

近年来，海西州医疗保障局不断完善
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政策体系，强化三重
保障功能，引进“青海健康保”补充商业医
疗保险，基本形成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
医疗救助为托底的医疗保障体系；大病保
险、补充商业医疗保险、医疗互助等共同发
展的多层次医疗保障制度体系。同时，加
强医保政策宣传，全面实施全民参保计划，
丰富完善参保缴费途径，实现应保尽保，应
参尽参。2023 年全州基本医疗保险参保
41.59万人，其中职工16.37万人、居民25.22
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参保人数连
续5年超出户籍人口总数。

自“全省通办”工作开展以来，州医疗
保障局紧紧围绕参保群众的关心和期望，
强化州、县、乡、村“四级”医保经办服务体
系建设，全面实施“综合柜员”和“全省通
办”服务，将“生育保险备案登记”等13项事
项列入“全省通办”事项，融合“新生儿出生
一件事”等 9 项业务集成“高效办成一件
事”，进一步落实让群众少跑腿，让数据多
跑路，帮助参保群众节省办理时间和成本。

同时，积极发挥医保支持民族医药传
承创新发展的重要作用，将全州316种蒙藏
医医院自制制剂纳入《青海省藏（蒙）医医
疗机构制剂医保目录》，在州蒙藏医院、大
柴旦行委人民医院等6家医疗机构调剂使
用，不断满足患病群众用药需求，减轻群众
就医负担。

为实现业务下沉、服务提质，方便广大
群众办理医保业务，州医疗保障局把医保
窗口“搬进”银行大厅，在中国农业银行和

柴达木农商银行网点设置了医保服务站，
根据群众需求和银行业务实际，明确“医银
一体化”服务事项清单，真正实现群众“就
近办、一次办、快捷办”的医保服务目标。

“我们这边网点除了受理医保经办业
务以外，同时还提供医保相关政策咨询服
务，及时为群众答疑解惑，实现‘一站式’

‘帮代办’综合服务。”中国农业银行德令哈
市支行工作人员表示。

今年以来，州医疗保障局扎实推进“智
慧医保”建设，通过青海医保APP平台，开
通“家庭共济”等线上服务，强化“智慧医
保”建设，提高服务水平，为参保群众提供
便捷服务。全面启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

“家庭共济”功能，参保人员通过家庭共济
账户，实现个人医保账户在家庭成员之间
共济共享。

“今后 ，州医疗保障局将着力在强化政

策宣传、硬化基金监管、深化医保改革、优
化服务质能上下功夫、出实招、求实效。”州
医疗保障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聚焦参保扩
面应保尽保，全面启动2025年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聚焦经办服务
提质增效，持续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强
化四级医保经办服务体系建设，深化‘医银
合作’工作力度。聚焦基金监管持续发力，
建立专项稽核机制，加大对医疗机构违规
违法问题的整治力度。聚焦医保改革深化
成效，推进药品耗材带量采购提质扩面，持
续加强医疗服务价格管理，扩大村级卫生
室纳入医保定点范围。聚焦智慧医保拓展
应用，积极推进‘三电子两支付’信息化应
用落地落实。聚焦党建引领促进业务，全
面践行‘干部要干、思路要清、律己要严’要
求，深化党纪学习教育，锻造‘暖心医保’机
关党建品牌。”（特约记者 才格增 李颖红）

书写有温度的医保“民生答卷”
本报讯（特约记者 马春香 通讯员 赵倩）去

年以来，格尔木市零工驿站多措并举，为企业和
灵活就业人员搭建就业暖心桥梁，实现求职与
招聘的高效对接、无缝衔接，有力推动了零工群
体的有序就业。

加强求职端、招聘端信息收集，经筛选后将
信息发布于“格尔木市就业创业服务平台”官方
微信公众号，并同步投屏至零工驿站内LED大
屏，方便零工群体“线上+线下”随时查看。同
时，优化服务窗口，畅通服务渠道，为前来求职
招聘的企业及零工进行“实时匹配”。零工驿站
自2023年7月3日运行以来，线下登记用工单位
639家，求职登记1792人，线上线下共匹配就业
1319人。

以服务灵活就业人员为宗旨，通过零工驿
站“小切口”，高标准建设综合性零工驿站，与市
人力资源市场融合办公，资源共享。针对维权、
技能、用工等不同维度，在综合服务上“多元求
新”，不断增强零工市场的复合功能，为灵活就
业群体免费提供政策咨询、图书阅览、打印复
印、工具借用、临时休憩等“十免费”服务，提供
用工服务、务工保障、技能提升、劳动维权等“十
保障”措施，以满足他们的需求。让零工群体告
别往日在路边风吹日晒的谋生方式，求职环境
更舒适，服务内容更丰富，灵活就业更便捷。

开通“格师傅”直播间，每周工作日上午不
间断开展直播带岗，通过镜头为大家解答关于
薪资待遇、休息时间、就职地点等问题，明确联
系方式，实现实时对接。同时，举办“春风行
动”、民营企业服务月暨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
毕业生专场招聘会等各类云招聘会，为求职者
介绍企业情况、招聘岗位及薪资状况等。为确
保直播带岗效果，市人社局就业部门通过公众
号推文、短视频发布等方式向有就业意愿的各
类求职人员推送活动信息，岗位信息同步发布，
有效畅通了线上服务渠道。

本报讯（记者 李静）近日，青海德令哈
智算中心项目开工仪式在德令哈绿色算力
一条街举行。该项目作为德令哈市序时开
工的第二个万卡项目，也是国内首座高原
绿色人工智能数据训练基地。

据悉，青海德令哈智算中心项目采用
的是全国最先进的蒸发冷却技术，可实现
全年 315 天自然冷却，数据中心 PUE 值达
1.2以下，能耗节约位居全国领先水平。该
项目总投资58.5亿元，算力总装机12000P，

分两期建设，一期 4000P 算力计划投资 25
亿元，预计2025年9月建成。

今年以来，德令哈市积极响应数字经
济发展趋势，抢抓国家“东数西算”工程重
大机遇，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州委州政府
打造绿色算力产业基地的部署要求，紧紧
围绕五大支柱产业和绿色算力产业发展布
局，依托本地算力集群规模基础，持续加大
算力项目招商引资力度，积极争取数据中
心节点城市落地德令哈，稳步壮大算力产

业集群，科学扩大算力产业体量，丰富绿色
算力应用场景，聚力推进产业“强链、补链、
延链”，努力构建“数据产业+”全产业生态
发展模式，倾力打造德令哈绿色算力产业
一条街产业品牌，全面建设青海省高原绿
色数据产业新地标。

本报讯（特约记者 吴婷婷）今年以来，
海西州精准施策，围绕政策保障、质量提
升、科技创新等八个方面重点推进，着力构
建枸杞产业规模化、品牌化、标准化发展体
系，柴达木枸杞产业取得长足进步。

该州研究制定《海西州扶持枸杞产业
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配套《海西州枸杞
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按照产业

发展年度工作计划，选择重点支持项目，
各地区出台政策措施，协同支持枸杞产业
发展。并加快枸杞标准化生产和绿色有
机认证体系建设，扎实推进枸杞农药化肥

“双减”项目 20 万亩；10 家企业的 10 个产
品获得香港 STC 认证（其中枸杞产品 8
个）；启动制定2项地方标准和3项团体标
准，计划2025年全部完成。对标准化种植

的和老旧枸杞种植基地标准化更新换代
的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农户每亩给
予 500 元财政奖补，对农户补植补栽枸杞
苗按照 2 元/株的标准给予专项支持。同
时，加大枸杞新品种选育和种苗繁育支持
力度，今年投资 600 万元在都兰县和德令
哈市实施高原枸杞良种种苗规模化扩繁
技术示范和枸杞苗木良繁基地项目，建成
后年可生产枸杞种苗 385 万株，有效提高
枸杞种苗自给率。

同时，联合高校、科研院所等机构加快
新品种、新技术引进推广和技术攻关，开展
鲜果枸杞保鲜技术研发并投入使用，推进
枸杞全程机械化采摘试点。枸杞加工基地
提升、交易市场改造提升、枸杞发酵酒、黑
枸杞果汁饮料（原浆）无菌灌装、枸杞清汁
生产线等项目正在抓紧建设。

强化枸杞产业发展人才支撑，研究印
发《海西州乡村振兴和绿色有机农畜产品
输出地先行示范州智库建设实施方案》，征
集有意向国内专家112人，落实资金200万
元，由智库专家“揭榜挂帅”开展《海西州枸
杞枝条、藜麦秸秆、芦苇草综合利用示范》
等课题研究，成功签约枸杞采摘智能化应
用项目。加快“神奇柴达木”优品百店建
设；开展第五批“神奇柴达木”优品评选；与
贵州果卡等 6 家企业签订超过 5 亿元的枸
杞销售合作协议，推进鲜果枸杞销售。

本报讯（通讯员 李辑瑞）打造就地解纷“桥
头堡”，引进电动车管理“安骑”系统，以“微心
愿”撬动社区“微治理”……近年来，乌兰县着力
构建“党政牵头、村社联动、全民参与”的共建共
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在探索实践中创新形
成“党群服务+社会治理中心”“微格联户+基层
社会治理”“四色预警+矛盾纠纷化解”“积分超
市+共建共治共享”等做法，以点带面推动平安
建设取得了新发展、新进步、新成效，增强了人
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该县按照社会治理“一张网”工作部署，在
原有的97个综治网格的基础上，根据村落巷道
分布等特点细化设置微网格446个。按照“就近
便利、有利治理”的原则，用“最小网格单元”激
发“最大治理效能”，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
米”。按照相关工作要求，组建“1+1+N”联户团
队，全面激发集成效应，形成问题联治、工作联
动、平安联创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在全省率先
引入“安骑”系统，破解了电动车骑行中不佩戴
安全头盔治理难题，提升了头盔佩戴率，降低了
交通事故发生率，体现出基层治理成效。

坚持问题导向、强化阵地保障，在东沙沟
村、东村、纳木哈村等村试点打造“老年人日间
照料中心”“幸福互助院”，拓展为民服务零距离
平台，实现老有所养等“五有”。同时，努力让大
量矛盾纠纷实现诉前调解，在乡镇矛调中心全
覆盖基础上，依托“党建+阵地+社会治理综合服
务中心”，推出群众议事团、盖碗茶工作室等解
纷平台，全力打造就地解纷“桥头堡”。通过“红
色合伙人”工作机制、“543”解纷工作法等新路
径，解疑释惑、解决问题、化解矛盾、办成实事，
让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更可持续。

此外，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中，乌兰县坚持
问计问需于民，广泛开展“微心愿”征集活动，聚
焦居民、学生共性需求和普遍问题，形成清单，
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等平台作用及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带动群众参与，为困难群体送服
务、办实事，从点滴细微之处优化了社区治理。

“小驿站”释放大效能

乌兰持续创新

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

国内首座！青海德令哈智算中心项目开工

绿色算力绿色算力 青海作为青海作为

柴达木枸杞产业发展进入快车道展进入快车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