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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30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 30 日下午在中南海同全国妇联新一

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并发表重要讲

话。习近平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

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需要全体

人民团结奋斗，妇女的作用不可替代。

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

展道路，激励广大妇女自尊自信、自立自

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为中国式

现代化建设贡献巾帼智慧和力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

书记蔡奇参加集体谈话。

习近平首先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全面加强对妇女工作的领导，推

进妇联改革，不断健全妇女权益保障法

治体系，持续优化妇女发展环境，推动妇

女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过去 5 年，各

级妇联组织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

署，切实履行引领、服务、联系职责，动员

组织广大妇女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抗击

新冠疫情、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等主战场

上奋勇拼搏，创新推进家庭家教家风建

设，用心用情做好维权关爱服务，持续深

化妇联改革，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不

断增强，桥梁纽带作用进一步发挥。党

中央对妇联的工作是充分肯定的，对全

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寄予殷切期望。

习近平强调，妇女事业和妇联工作

要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与党同心同

行。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决维护党

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始终同党中

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始终保持政治上的

清醒和坚定，牢牢把握我国妇女事业的

政治属性和妇联组织的政治定位，加强

妇女思想政治引领，坚持不懈用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

广大妇女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习近平指出，要紧紧围绕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的战略部署，找准工作着力

点，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转化为妇联工作

的具体任务。要激励广大妇女在贯彻新

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

发展、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中发挥自身优势和积极作

用。

习近平强调，家庭和睦、家教良好、

家风端正，子女才能健康成长，社会才能

健康发展。做好妇女工作，不仅关系妇

女自身发展，而且关系家庭和睦、社会和

谐，关系国家发展、民族进步。要讲好家

风故事，引导广大妇女发挥在弘扬中华

民族传统美德、树立良好家风方面的独

特作用，营造家庭文明新风尚。要积极

培育新型婚育文化，加强对年轻人婚恋

观、生育观、家庭观的引导，促进完善和

落实生育支持政策，提高人口发展质量，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习近平指出，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

益、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儿童全面发展，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各级妇联

组织要积极主动作为，着力推动解决影

响和侵害妇女儿童权益的突出问题。要

关爱帮扶低收入妇女、老龄妇女、残疾妇

女等困难妇女，配合有关部门做好流动

儿童、留守儿童的关爱服务。维护妇女

儿童权益的工作要做在平常、抓在经常、

落到基层。

习近平强调，妇联是党和政府联系

妇女群众的桥梁纽带。要围绕保持和增

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继续深化妇

联组织改革，着力补短板、强弱项、打基

础、增活力，全面加强妇联党的各项建

设。要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深入

调查研究，了解基层妇女所思所盼和妇

女工作所急所需，推动资源和服务更多

向基层倾斜。要加大在新经济组织、新

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等新领域建立妇

联组织的力度，实现全覆盖，走好网上群

众路线，夯实党执政的妇女群众基础。

要加强高素质专业化妇联干部队伍建

设，不断增强推动妇女事业高质量发展、

服务广大妇女群众、防范化解妇女领域

风险的本领。

习近平指出，各级党委要坚持党管

妇女工作原则，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

加强对妇联工作的领导，及时研究解决

妇联工作中的重要问题，为妇联组织开

展工作提供支持、创造条件。各级政府

妇儿工委要切实发挥职能作用，加强组

织协调和指导督促，落实好党中央关于

妇女儿童事业发展的各项决策部署。

全国妇联主席谌贻琴代表全国妇联

新一届领导班子汇报了中国妇女十三大

的有关情况和下一步工作考虑。全国妇

联副主席黄晓薇、蒙曼、王亚平作了发

言。

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

金国参加谈话。

蔡奇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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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庆玲） 10 月 30
日，记者从海东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了解到，日前兰州市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与海东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签订了《兰州海东住房公积金高质量

发展战略合作协议》。协议的签订，不

仅是住房公积金领域对兰西城市群建

设的具体实践，更是深入推进兰西城

市群住房公积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

措，从而推动“跨省通办”“一网通办”

等业务向纵深发展。

据了解，协议将通过两地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共同合作，深度对接，一

方面实现跨区域公积金缴存、房产交

易、不动产登记、婚姻、户籍等信息协

查，支撑业务协同办理；另一方面在两

市公积金具体政策基础上，实现政策

互认互通，缴存职工同等对待。

公积金在城市群范围内实现一体

化的协同发展已经是一个大的趋势，此

前海东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已与西

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签订西宁与

海东都市圈住房公积金一体化发展战

略合作协议，协议将实现公积金个人开

户、缴存、贷款互认互贷、信息协查机

制、联动治理违规提取等方面的协同发

展，进一步加深双方的沟通交流。

海东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在

打通西宁、兰州重要节点城市一体化

发展的基础上，深化合作，优势互补，

互惠互利，积极推动区域协作和联动

发展，构建区域标准化服务体系，不断

提升深度合作和发展质量，增强兰西

城市群内缴存职工的获得感和幸福

感，在促进兰西城市群资源要素流动

和经济社会发展中作出贡献。

兰西城市群兰西城市群““组团成圈组团成圈””
公积金一体化加速公积金一体化加速

本报记者 贾 泓

民生是人民幸福之基、社会和谐之

本。随着青海省前三季度经济发展“成

绩单”出炉，不仅有青海经济向好的振

奋人心，更有一组组民生数据背后的民

生向暖。

“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

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今年以

来，青海省大力实施民生实事工程，努

力补齐短板弱项，民生领域投入持续增

加，不断深化就业优先政策，就业物价

总体平稳。

9月，天气已经转凉，但位于西宁市

城北区的地矿小区老旧小区改造的施工

却依然火热，轰鸣的机器，忙碌的工人，

这个始建于 1998年的小区，变得格外热

闹。不少居民顶着毛毛细雨，站在施工

现场，一边查看刚刚挖出的已腐蚀的老

旧管道，一边憧憬着小区的“华丽变身”。

“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地下管网的改

造，我们采取行业共担、同步改造的模式，

推动供水、燃气等行业部门改造计划与老

旧小区改造项目密切对接，做到同步规

划、同时实施。其中，供水工程的改造由

西宁市城北区城乡建设局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进行公开招投标，同时与西宁（供水）

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政企合作协议。协议

中明确由区城乡建设局与西宁（供水）集

团有限公司承担按照‘八二’比例承担改

造资金，供水管网改造后移交行业部门进

行后期管养，既筹措了改造资金，又让改

造更专业。供水管道实现‘终身管养’，居

民再也没有后顾之忧了。”城北区城乡建

设局工程办副主任靳斌说。

前三季度，随着民生领域支出力度

的加大，越多的群众像地矿小区的居民

一样，切身感受到了生活的变化，也对

生活充满了新的期望。前三季度，青海

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城乡社区支出

增长 32.9%，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26.6%，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增长 21.0%，

增速比上半年分别加快 16.5、7.2 和 4.3
个百分点；住房保障支出增长 11.3%，

教育支出增长 7.0%，增速分别加快 7.3
和 1.1个百分点。

7月3日，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首

家零工驿站在格尔木市揭牌运行。用心

用情打造“可学习、可歇脚、可充电、可饮

水、可取暖、可纳凉”的求职场所，让格尔

木市街头零工有了温暖舒适的“家”。

（下转第七版）

——青海前三季度经济亮点观察⑥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本报讯 （记者 郭靓） 10 月 30
日，记者从青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

“新时代 新青海 新征程”卫生健康事

业发展专场新闻发布会获悉，近年来，

我省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为抓

手，持续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

展 ，全 省 卫 生 费 用 占 GDP 的 比 重 由

10.29%提高到 11.06%，个人卫生支出

占 卫 生 总 费 用 的 比 重 从 26%下 降 到

22.09%，人 民 群 众 健 康 获 得 感、幸 福

感、安全感持续提升。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紧密型县域

医共体建设，省级层面细化医保总额

付费管理、人员统筹使用、财务管理、

人才培养、信息化建设等“一主十辅”

政策措施，全省共组建县域医共体 42
个，覆盖 57 家县级医院、338 家基层医

疗机构。各地搭建平台推进基本医疗

和基本公共卫生信息互联互通，建立

以县为单位影像、心电、检验等中心推

动基层检查、上级诊断、区域互认，实

现医共体内专家资源、医疗技术、药品

保障等上下贯通，全面提升医疗服务

水平。

结合青海实际确定 13 家医院（其

中：省级 5 家、市州级 5 家、县级 3 家）

开展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试点，

以试点为牵引，全省加快优质医疗资

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让群众就近

享受到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健康服

务。持续深化“青南支医”专项行动计

划，12 家省级医院 183 人对口支援青

南地区 21 家医院，在此基础上推进实

施“ 环 湖 支 医 ”行 动 ，12 家 省 级 医 院

100 人对口支援环湖地区 20 家医院。

深入开展中组部医疗卫生人才“组团

式”帮扶，将 6 个自治州人民医院纳入

“组团式”帮扶范围，有效改善我省边

远地区医疗服务状况。

实施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和国家紧

急医学救援基地建设，统筹推进高原

医学研究中心建设，着力构建立足青

海、面向全国、辐射世界的医疗、科研、

转化一体化平台，聚力打造高原医学

研究和高原疾病防治青海高地。加快

推进海南藏族自治州和玉树藏族自治

州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实施进度，启动

海东市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同

时，布局建设国家中医区域医疗中心

和中西医协同旗舰医院，推进黄南、果

洛藏医院国家中医特色重点医院项

目，精心打造高原中医特色品牌，推动

形成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

发展的良好格局。

青海推动优质医疗资源青海推动优质医疗资源
扩容下沉和均衡布局扩容下沉和均衡布局

本报西宁讯 （记者 贾泓） 10 月

24 日，记者从西宁市财政局获悉，2023
年 西 宁 市 安 排 市 级 专 项 资 金 4384 万

元，重点扶持锂电储能、光伏制造、化工

新材料、生物医药等科技领域重大研发

项目，大力支持盐湖资源绿色高值利用

支撑平台体系建设和藏医药古籍文献

数据库建设与应用研究等重大创新平

台建设，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据悉，西宁市坚持创新“第一动力”，

聚焦重点领域、延伸服务链条，通过财政

专项资金引领作用和政策扶持。市级科

技专项资金从“十三五”期间的 1260 万

元增长到 2023年的 4384万元，年均增幅

达到 19.5%。R＆D 经费支出 2021 年达

到 22.05亿元，R＆D投入强度达 1.42%，

切实发挥了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引

导撬动作用，为聚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加快建设产业“四地”，服务全市创新驱

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财力保障。

今年以来，西宁市进一步规范和加强

专项资金使用和管理，及时修订《西宁市

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西宁市重大科

技专项管理办法》等3项政策措施，明确规

定具有科技研发和服务能力的企事业单

位均可申报科技项目，鼓励企业与高校科

研院所加强产学研合作，充分尊重申报单

位的自有科研力量，赋予申报单位更多自

主权，有效激发企业科技创新内生动力，

推动全市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

43844384万元专项资金万元专项资金
支持科技创新支持科技创新

·· 组版编辑组版编辑 罗罗 丹丹 ··

本报讯（记者 王宥力） 10 月 27
日，记者从青海省高考综合改革现场

推进会上了解到，我省高考综合改革

启动后，省教育厅制定完善了高中学

业水平考试、综合素质评价、高中选课

走班、学生生涯规划指导等 13 个配套

文件，构建形成了统分结合、全面配

套、部署周密、措施有力的制度体系，

为改革平稳实施提供了政策支撑。

我省实施高考综合改革基础条件

专项工程，为改革提供基础保障。筹

措资金 7.19亿元，实施新建、改扩建项

目 84 个，新增校舍面积 6.5 万平方米，

配备了一批教育教学装备及信息化设

备，改善了学校基础设施条件，扩大了

办学资源。建成全省普通高中学生综

合素质评价平台，为实现“两依据、一

参考”招生录取改革奠定基础。2023
年投入 705 万元，为普通高考考点配

备智能安检门，进一步提高考务安全

保障水平。

队伍建设得到全面加强，积极争

取教育部公费师范生和国家优师专项

招生计划，新增国家公费师范生 181
个、国家优师专项计划 56 个、地方优

师专项计划 361 个。2023 年新招聘普

通高中教师 197 人，增加国家、省内公

费师范生 573名。

落实中组部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教育人才“组团式”帮扶工作，4 省市

（北京、上海、天津、江苏）共选派 57 名

校长和教师支持 9 所普通高中。持续

开展部属高校县中托管帮扶项目，全

省 4 所普通高中纳入帮扶范围。六州

加强对口帮扶省市对接，共协调支援

省市派出教师 200 名。连续开展省市

县校四级培训，对各地政府教育主管

领导、教育行政部门管理人员、教研

员、普通高中校长、学校管理干部、专

任教师及命题教师等共开展了 1.9 万

人次新高考与新课程新教材专项培

训，进一步提升了校长和教师实施高

考综合改革的能力和水平。

发挥数字化作用助推改革，利用

省级综合素质评价平台，开发了学生

生涯规划、综合素质评价子系统，为各

地各校实施生涯教育、开展学生综合

素质评价提供了保障。普通高中学校

积极开发校本资源，引导学生做好自

我规划、合理选科。

目前，全省改革的第一批学生共

选择了所有供选的 12 种选科组合，其

中 首 选 历 史 的 学 生 13844 名 ，占 比

31.2%；首选物理的学生 30591 名，占

比 68.8%，与 2023 年我省参加高考的

学生文理科比例相当。按照高考考务

标准，完善了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考务

实施细则和实验操作测试标准，7 月

中旬组织实施了首次学业水平考试，

考试平稳顺利实施，师生反响良好。

青海省平稳推进青海省平稳推进
高考综合改革高考综合改革

一湾平静碧蓝的水
面，在土黄色山岭、峰丛地
貌的映衬下分外醒目（10
月 17 日摄）。秋天，走进
海南藏族自治州，龙羊峡
镇这 747.8 平方公里的土
地始终笼罩着一层神秘的
面纱。龙羊峡景区地处的
黄河大峡谷区地形复杂，
区内既有高山，亦有峡谷
和盆地，还有奇特河谷、中
低山和沙漠，具有极高的
观赏价值和科研价值。

本报记者 洪玉杰 摄

龙羊秋韵

西西西
宁宁宁

43844384万元专项资金万元专项资金
支持科技创新支持科技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