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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4日，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
接听群众来电诉求766件次，网民留言
41件（西宁12345微信公众号31件，西宁
市政府网5件，青海12345政务服务网站
4件，人民网1件），直接办理380件，转交
责任单位办理386件，回访178件。

热点问题：
1. 消费维权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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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业服务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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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纠纷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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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宁市党建引领“有诉必应马上办”机制创新工作日报

本报讯（记者 宁亚琴）近日，我市发布2024年十大天气气候
事件。据市气象台统计发现：2024年西宁市气温偏高、降水偏
多。年平均气温6.0℃，较常年偏高1.0℃。各月中9月平均气温
偏高最为明显，偏高 2.5℃；年降水量 603.9 毫米，较常年偏多
26%，各月中9月偏多幅度最大，偏多1.1倍。年内西宁市暴雨洪
涝、强对流等事件多发。

事件一 2024年为有气象记录以来最暖年份
2024 年西宁市平均气温为 6.0℃，较常年（5.0℃）偏高

1.0℃，其中湟源（5.4℃）、湟中（5.6℃）为1961年以来最暖年份；
各月中除2月和12月平均气温偏低外，其余月份均偏高，其中，9
月西宁市平均气温偏高2.5℃，位列同期最高，大通、湟源和湟中
9月平均气温突破历史极值，市区位列历史第三。

事件二 2月累计降雪量大
2024年2月西宁市出现降雪过程4次，4个国家站累计降雪量

3.6～9.6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2倍，其中2月2日降雪量市区
2.2毫米、湟源2.2毫米、湟中2.9毫米，突破建站以来当日降雪量
极值，各国家站积雪深度2～6厘米。道路积雪结冰导致多地高速
公路交通管制，对春运交通运输及民众出行造成较大影响。

事件三 首场透雨出现时间普遍偏早
2024年西宁市首场透雨出现在4月上旬至5月上旬，其中，

湟源和大通出现在4月上旬，市区出现在4月中旬，与常年同期
相比透雨出现时间普遍偏早，其中，湟源、大通、市区分别偏早
22天、12天、5天。

事件四 5月下旬出现历史同期最强高温天气
2024年5月21至23日西宁市出现晴热高温天气，全市共计

54个测站出现30.0℃以上高温，最高气温出现在城东区青藏铁
路花园学校35.5℃。5月22日市区和湟中最高气温突破5月日
最高气温历史极值，湟源与历史极值并列，大通位列历史第二。

事件五 汛期降水总量偏多
2024 年汛期（5 月 15 日至 9 月 30 日）西宁市平均降水量

487.5毫米，比常年同期（380.3毫米）偏多28%。与常年同期相
比，除大通（422.3毫米）持平外，其余地区均偏多，市区降水总量
突破历史极值，湟中位列历史第二高。汛期西宁市共有14站累
计降水量超过600毫米，最大累计降水出现在湟中区上新庄镇
骟马台村754.8毫米，超600毫米站数、最大降水量均突破历史
极值。

事件六 夏季强对流天气多发
2024年夏季西宁市强对流天气多发，其中短时强降水（小

时降水量≥20mm）出现次数最多，冰雹次之。2024年汛期西宁
市共出现107站次短时强降水，为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多，其中市
区39站次、大通县33站次、湟中区22站次、湟源县13站次。出
现冰雹21站次，其中湟中10站次、大通8站次、市区2站次、湟源
1站次。

事件七 后汛期降水量突破极值、连阴雨影响大
2024年9月全市平均降水量为157.9毫米，与常年同期相比

偏多1.1倍，市区、大通和湟中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湟源位列历
史第三高。9月共出现3次暴雨过程，分别为9月3日至4日、9
月8日至9日、9月19日至20日。9月西宁市出现连阴雨，其中
湟中出现10天，达到重度连阴雨标准，湟源和市区分别出现9天
和5天，达到轻度连阴雨标准。

事件八 9月3日至4日出现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强暴雨
2024年9月3日至4日西宁市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过

程。3日20时至4日20时，全市150个测站中7站超过100毫米
（大暴雨），92站超过50毫米（暴雨），最大日降水量出现在大通
县娘娘山景区142.5毫米，位列青海省日降水量历史第二，该站
最大小时雨强68.6毫米，突破西宁市小时降水量历史极值。市
区、大通、湟中日降水量突破9月日降水量历史极值。此次过程
降水强度大、持续时间长、极端性强，为青海省有气象记录以来
影响范围最大暴雨过程。

事件九 秋季气温变化幅度大
2024年秋季，西宁市平均气温为6.0~7.6℃，与常年同期相

比均偏高，湟源偏高2.1℃、市区偏高1.7℃、大通偏高1.4℃、湟
中偏高1.3℃。9月上旬至11月中旬，各地平均气温为6.2℃，较
常年偏高2.2℃，11月下旬气温骤降，平均气温4.9℃，较常年偏
低1.2℃，气温变幅3.4℃。

事件十 11月下旬遭遇强寒潮天气
2024年11月23日至25日西宁市出现大范围寒潮、降雪、吹

风天气，过程期间，国家站日最高气温累计下降9.0～12.4℃，24
日最高气温降至-4.2～-2.3℃，为2024年秋季最低；国家站日最
低气温累计下降6.4~12.3℃，其中大通24小时日最低气温下降
8.7℃，达到重度寒潮标准，市区 48 小时日最低气温累计下降
7.0℃，达到轻度寒潮标准。

2024年西宁市十大天气气候事件发布

日前，海东市互助县五十镇一对
父子在龙王山烧香祈愿时被困山中，
面临失温风险。危急时刻，互助县公
安局东和派出所民辅警经过近两小时
的艰难跋涉，成功将被困父子救出。

龙王山，位于互助县东和乡、东沟
乡、丹麻镇、巴扎乡境内，海拔4242米，
垂直高度1000余米。每逢正月初一、
正月十五，当地群众会前往山顶祈愿，
祈求新的一年平安顺遂。然而，今年
的元宵节，龙王山却见证了一场惊心
动魄的救援行动。

记者从互助县公安局了解到，2月
12日16时许，东和派出所值班民辅警
接到县公安局指挥中心指令，称互助
县五十镇一对父子被困在东和乡辖区
龙王山中，身上未携带任何物资，且面
临失温风险，手机电量也即将耗尽，随
时可能失联。

警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东

和派出所立即与报警的父亲取得联系，
一边安抚其情绪，详细询问被困位置，一
边迅速携带绳索、食品、水、防寒衣物等
救援物资，紧急奔赴龙王山展开救援。

救援之路异常艰难。龙王山地势
险峻，道路荆棘密布，部分断崖高度可
达十几米，且有积雪覆盖。加之山上
气温低，大风呼啸，给救援工作带来了
极大考验。但救援民辅警深知，早一
分钟找到被困人员，他们就多一分生
的希望。于是，救援民辅警顶着刺骨
的寒风，在雪地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艰
难前行。跌倒了，爬起来再走；走累
了，大家就相互搀扶着继续前进。一
路上，他们凭借着对地形的了解和坚
定的信念，克服重重困难，向着被困人
员的方向艰难挺进。

“我们快一点，他们就少一分危
险。”这是参与搜救的民辅警心中唯一
的信念。先找到报警的父亲后，又经

过近两个多小时的不懈努力，救援民
辅警终于在龙王山一低洼处（海拔约
3700米）找到了被困的鲁某某。此时，
鲁某某虚弱无力地瘫坐在地上，身体
已经极度虚弱。看到救援人员的到
来，他的眼中露出了生的希望。

救援民辅警迅速对鲁某某的身体状
况进行检查，确认其身体无大碍后，立即
将随身携带的食物和水递给他。经过短
暂的休整，鲁某某的身体逐渐恢复。

“太感谢你们了，谢谢你们的及时
救援。”在山脚下，鲁某某的父亲看到
儿子平安归来，激动得热泪盈眶，连连
对救援民辅警表示感谢。据鲁某某的
父亲介绍，当日9时许，他们父子俩前
往龙王山祈福，由于龙王山地势陡峭
难行，他因年老爬行较慢，鲁某某便独
自一人提前向山顶爬去。15 时 58 分
许，他发现儿子因体力不支被困在了
龙王山一低洼处，无法继续上山爬行，
也无法下山，于是他赶紧报警求助。

此次救援行动，东和派出所民辅
警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克服重
重困难，成功将被困父子救出，展现了
互助县公安局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
守护人民生命安全的坚定决心和过硬
作风。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人民
公安为人民”的庄严承诺，赢得了当地
群众的高度赞誉。

互助县公安局提醒广大群众，登山
需谨慎，出行前务必做好充分准备，了解
地形和天气情况，携带必要的物资和通
讯工具，确保自身安全。如遇危险，请及
时拨打110报警求助。 （记者 金华山）

本报讯（记者 衣凯玥）记者从青海
民族大学获悉，近日，由中央网信办网
络传播局、共青团中央宣传部指导，人
民网、中国青年报社共同主办的“思想
铸魂 网育新人”大思政课优秀案例征
集活动评选结果公布，全国共有50个
单位部门获评。由青海民族大学学生
工作处申报的案例“‘两弹一星’精神
宣讲的‘青力军’——青海民族大学理
想信念宣讲团”入选优秀案例，是全省

高校唯一入选案例。
作为学校当前构建“大思政格局”

的重要力量，理想信念宣讲团是青海
民族大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的有力抓手和生动
实践，已成为作品有深度、品牌有热
度、队伍有温度的旗帜性社团。据了
解，宣讲团成立6年以来，累计在省内
外线下宣讲 100 余场，线上关注超过
200万人次，宣讲事迹被人民网、新华

网、光明日报、中国新闻网等多家主流
媒体报道，真正实现了把“两弹一星”
精神在宣讲实践中传播开来、唱响起
来。下一步，青海民族大学理想信念
宣讲团表示将更加自觉肩负起传扬

“两弹一星”精神的使命，挖掘宣讲重
点，持续打磨剧本，创新传播方式，擦
亮大思政课育人品牌特色，以实际行
动进一步掀起坚定理想信念、筑牢信
仰之基的热潮。

本报讯（记者 徐顺凯）2月13日，
记者从省卫生健康委获悉，近年来，青
海省委、省政府把发展中（藏）医药事
业作为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
大事来抓，“三医”协同发力，推动全省
中（藏）医药事业传承创新发展，基层
居民民族医药获得感明显增强。

制定关于做好医保支持中（藏）医
药传承创新发展措施，出台省基本医
疗保险用药管理实施办法，明确有关
完善中（藏）医药支付政策、强化医保
基金使用监管和组织保障等5个方面
的14条具体举措。引导医疗机构结合
定点属性加强价格管理，中药饮片和
中药配方颗粒以实际购进价为基础，
加价控制在25%以内。定期组织非招
标药品增补挂网，鼓励医疗机构优先
采购和使用疗效确切、价格适宜的传
统民族药品品种，引导医疗机构使用

中（藏）医医疗服务项目，助推全省中
（藏）医药产业发展。支持中（藏）医药
特色发展，及时将符合条件的民族医
疗机构优先纳入医保定点协议管理，
开通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在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使用被纳入医保目录的
民族药及诊疗项目，可通过门诊统筹
或“两病”待遇结算，报销比例在 50%
以上；对需长期住院使用中（藏）医药
治疗的康复病种，可实行按床日付费。

将医院院内制剂纳入医保，制定藏
（蒙）医医疗机构制剂医保目录，共有
531种3200个藏（蒙）医医院院内制剂
被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占全省藏（蒙）医
医院制剂的90%，基本涵盖全省藏（蒙）
医医疗机构临床常用制剂品种。同时，
将202种中药院内制剂纳入医保目录，
占全省中医医疗机构制剂的85.2%。将
更多国药准字号民族药品纳入医保，动

态调整省医保药品目录内民族药品种，
及时将符合医保政策的民族药增补进
省医保药品目录，在国家医保药品目录
纳入民族药96种的基础上，增补60种，
将其纳入省医保药品目录。在现有892
种中药饮片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临床需
要、基金承受能力等，遴选150种藏医
医疗机构中药饮片纳入医保支付范
围。将与省医保目录内中药饮片相对
应的中药配方颗粒纳入医保支付范
围。将中（藏）医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医
保，优先对功能疗效明显、被患者广泛
接受、特色优势突出、应用历史悠久的
中（藏）医医疗服务项目进行调整，将6
个中藏（蒙）医优势病种纳入日间病房
医保结算范围。截至目前，青海省中
医医疗服务项目共281项，纳入医保的
占比达 82%；藏（蒙）医医疗服务项目
共372项，纳入医保的占比达91%。

2 月 14 日，西宁市共收到安全隐患举报 20 件，其中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接收举报 13 件、西宁市消防救援支队接收
举报7件，主要反映小区物业、消防安全、市政道路等问题，已
及时联系相应县区政府核实处理。

西宁市安全隐患举报受理情况日报

惊险救援：父子被困高海拔深山面临失温风险

全省唯一！我省一高校案例获评全国大思政课优秀案例

长期住院使用中（藏）医药治疗可日付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