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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8日，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接听群众来电诉求
741件次，网民留言45件（西宁12345微信公众号45件），直
接办理315件，转交责任单位办理426件，回访255件。

热点问题：
1.物业服务52件，无集中反映问题，12345政务服务便民

热线已及时联系相应县区政府核实处理。
2.消费维权51件，无集中反映问题，12345政务服务便民

热线已及时联系相应县区政府核实处理。
3.交通秩序25件，无集中反映问题，12345政务服务便民

热线已及时联系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核实处理。

12月8日，西宁市共收到安全隐患举报27件，其中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接收举报22件、西宁市消防救援支队接
收举报5件，主要反映小区物业、消防安全、市政道路、城乡
建设、特种设备等问题，已及时联系相应县区政府核实处理。

西宁市党建引领“有诉必应马上办”
机制创新工作日报

西宁市安全隐患举报受理情况日报

本报讯（记者施翔） 12月9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
王卫东深入城东区调研走在前作表率工作进展情况。市领
导王刚、张俊录参加，赵淑兰参加相关调研。

王卫东首先来到韵家口镇东兴社区，详细询问了解社
区开展物业党建联建、网格员作用发挥、社区事务管理服
务平台运行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党建引领，以提升组
织力为重点，以破解物业管理、电动车治理、矛盾纠纷化
解等重点难点问题为抓手，不断改进工作、提升质效。要
注重总结提升，及时把好经验好做法固化为可推广的工作
模式，为推进全市社区精细化治理提供借鉴。

来到位于八一路拥军巷的文鑫机械造梦工厂，王卫东
详细了解资产盘活、项目改造、业态布局、运营思路等情
况，鼓励青年创业者精准把握消费需求，不断丰富产品供
给、提升服务品质。他强调，要坚持规划引领，聚焦存量
资产资源有效盘活利用，全面梳理街区文旅资源，深入挖
掘城市文化元素，努力打造特色鲜明、业态集聚的特色文
旅街区。

在东城·非遗共富工坊，王卫东边走边看，与工坊负
责人亲切交流，详细了解非遗工艺、门店管理、产品展示
等情况。他强调，要以共富为目的、以文旅为载体、以市
场化为路径，积极创新工坊发展模式、丰富工坊类型，以
点带面发挥工坊带动群众就业增收、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作
用。要在丰富完善产品内容上持续下功夫，开发更多具有
西宁特点和印记的文旅产品，吸引更多市民游客前来打
卡、体验、消费，扩大工坊引流效应，激发商圈消费活力。

王卫东赴城东区调研走在前作表率工作

本报讯（记者 刘瑜） 记者从省人社厅获悉，根据《青
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青海省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
合实施方案的通知》（青政办 〔2019〕 56 号） 精神，确定
2024年度我省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养老金计发基数
为8878元/月。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政部门将精心安排部署，做
好2024年度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金的计发工作。

青海2024年度
养老金计发基数公布

让优质医疗资源沉下去，是健康中
国的迫切要求。面对人口老龄化、基层
医疗资源浪费、优质医疗资源集中等难
题，西宁市用常住居民家庭医生签约率
达69.59%的高分作答。

常 住 居 民 家 庭 医 生 签 约 率 达
69.59%，并非易事。从2017年印发《西宁
市加快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施方
案》至今的这7年，西宁市委市政府、全市
卫健系统都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

如何从上到下贯穿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如何做到家庭医生签约率近七
成？怎样结合实际推出个性化服务？家
庭医生签约率近七成背后的“西宁模
式”值得深读。

顶层设计精准有效顶层设计精准有效，，让医院离让医院离
群众更近群众更近

在一个阳光洒满大地的温暖午后，
欣荣家园小区内一片宁静祥和。几位身
着洁白大褂的医生，步履匆匆地走进谢
爷爷的家中。沈家寨中心卫生院的祁大
夫率先来到老人床边，用温热的毛巾轻
轻擦拭老人的患处，动作极为轻柔，生怕
弄疼了老人。“爷爷，您别紧张，我慢慢
来！”祁大夫戴上无菌手套，一边轻声安
慰着老人，一边凭借着精湛的技术精准
操作。没过多久，尿管中淡黄色液体顺利
流出，患者谢爷爷腹胀腹痛的症状得到
了明显缓解。家属与谢爷爷脸上露出了
一丝轻松的神情，而在场的医生们也都
微微松了一口气，他们用自己的专业与
爱心，为老人的健康保驾护航。谢爷爷
如今能够足不出户享受到这般优质的
诊疗服务，这是西宁市大力推进家庭医
生服务举措的成果体现。

2017年5月，西宁市深化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宁医改

办﹝2017﹞6 号文件，即《西宁市加快推
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施方案》（以下
简称《方案》）的通知，通知中明确实现
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是家庭医
生签约的目标，并以此促进基层首诊、
分级诊疗，为群众提供综合、连续、协同
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增强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

此后，家庭医生签约工作在全市正式
大规模铺开。西宁市委市政府满足人民需
求、改善民生福祉的初心逐渐彰显。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包入户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包入户，，让让
群众获得感更强群众获得感更强

“这已经是我第二次签约家庭医生
服务了。说实话，起初我觉得家庭医生
服务不过是走形式、做样子罢了。然而
几年坚持下来，我发现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的大夫对我的身体状况了若指掌。他
们时常打电话提醒我量血压、测血糖，
每年还有免费体检。现在针对高血压患
者，还精心准备了个性服务包。有了家
庭医生的悉心照料，我即便不去大医
院，也能稳稳地将自身健康守护好。我
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这份关怀与保障
所蕴含的温度。”家住三榆山水文园的
市民杨女士感慨道。

家庭医生签约，签的并不仅仅是一
张纸，而是医疗卫生改革最终要惠及群
众的决心。

按照《方案》，西宁市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中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包共有15项，
包括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预防
接种、孕产妇健康管理等。这些价值75
元的基础项目，都是为群众免费服务的。
而像杨女士这样需要个性化诊疗服务
的市民，全年只需30元，就可以享受到
家庭医生健康评估和咨询，基层机构预

约门诊、优先就诊，用药指导等服务。
为了让更多群众享受到这些医疗

服务，在市委市政府的主导下，市卫健
部门将整个西宁市精心划分为众多精
细化的签约服务责任区域，构建起“家庭
医生+网格员”的特色组队服务模式，并
建立起高效便捷的居民联系机制。自
2017年起，家庭医生借助网格员对社区
居民信息的精准掌握与动态更新，能够
深入了解居民的健康状况、生活习惯以
及个性化的健康需求，从而为每位居民
量身定制极具针对性的健康服务方案，
极大提高了签约服务的精准度与有效
性，使得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能够真正深
入社区的每一个角落，惠及每一位居民。

签约家庭医生签约家庭医生，，让人人享有优让人人享有优
质医疗服务质医疗服务

“签约率固然重要，但从长远来看，
服务率以及履约率才更为重要。一开始
签约确实被质疑过，但只要秉持着一颗
诚挚之心，实实在在地为居民奉上实
惠、便利且专业的医疗服务，居民必然
会从内心深处对你予以认可与接纳。如
今，我们之间所构建起的关系，早已超
越了单纯的病患联系，而是如亲密无间
的家人一般。”城中区总寨镇中心卫生
院的秦雪萍团队，是全市821个家庭医
生团队之一。秦雪萍作为团队中的医
生，需要经常带队入户。

按照辖区划分，秦雪萍团队服务对
象共有2000人。面对5∶2000这一数字，
秦雪萍团队建立健全居民健康档案，让
家庭医生的联系方式在群众抬头可见
的地方，并把群众的头疼脑热放在心
上，经常性开展回访、诊疗，得到了群众
的高度认可。2018年，秦雪萍团队被国
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评为全国优
秀家庭医生团队。

秦雪萍团队的服务模式是全市家
庭医生团队的缩影。

2019年，我市再次印发《西宁市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七进四送”活动实施
方案》的通知，明确要提高全市居民家
庭医生签约率，做实履约率。此后，一系
列送家庭医生签约“进机关、进企业、进
校园、进社区、进农村、进寺院”的活动
在全市拉开帷幕。

如今，821个家庭医生服务团队正
在全市各小区、楼栋、单元开展诊疗
服务，家庭医生的出现，让西宁的基
层医疗资源实现质的转变，也让优质
医疗资源逐步下沉，给老百姓吃上了

“定心丸”。 （记者 悠然 李晓娟）

家庭医生签约率近七成的家庭医生签约率近七成的““西宁模式西宁模式””
——西宁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走在全国前列系列报道之二

本报讯 （记者 樊娅楠） 12 月 9
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石建平前往城
北区、城中区、城西区部分爱老幸福
食堂及中央厨房，实地调研老年助餐
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
养老服务、老年助餐工作的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把满足老年人的助餐服务
需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提升品
质、优化供给，全力推动老年助餐服
务可持续发展，切实守护老年人“舌
尖上的幸福”。市领导刘强峰参加。

石建平先后来到城北区美丽水街
社区、城西区公园巷社区及城中区爱
老幸福食堂中央厨房，实地了解配餐
流程、社会化服务、运营管理、食品
安全等情况，与有关负责人深入交
流，听取诉求建议。他指出，要坚持
政府扶持与市场化相结合，强化统
筹、同题共答，积极探索可持续化运
营模式，推进老年助餐服务标准化、
规范化建设。要进一步扩大和优化服
务供给，拓展养老服务助餐配餐模
式，满足多元化餐饮需求，确保助餐

设施可持续运营。
调研中，石建平强调，要积极构

建覆盖城乡、布局合理、共建共享的
老年助餐服务网络，让更多老年人吃
上家门口的热乎饭。要积极探索老年
助餐服务全链条数字化、智能化管
理，有效整合辖区老年人信息、补贴
核算及助餐服务相关模块信息，提升
运营效率。要科学制定食谱，严把食
品安全关，着力打造放心餐，把爱老
幸福食堂及中央厨房做成百姓心中的
金字招牌。

石建平调研老年助餐工作时强调
提升品质提升品质 优化供给优化供给

全力推动老年助餐全力推动老年助餐服务可持续发展服务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