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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郑思哲 魏 爽 乔 欣

架起摄像机、寻找最佳拍摄视角……

1月24日下午，在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

举行新闻发布会现场，来自多家媒体的近

50名记者早早来到这里，翘首期盼即将发

布的内容。

“大家好！很高兴与大家见面，今

天我们邀请到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厅 、省 生 态 环 境

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林业和草原局、

海东市人民政府 6 个发布单位的同志作

新闻发布。”开场白简明扼要。

“全省生产总值 3799.1 亿元、增长

5.3%，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8587
元、增长 5.9%”；

“战略性新兴产业持续发展壮大，

规上工业增长 5.6%，高技术制造业增长

62.2%，装备制造业增长 45.3%”；

“开行国际货运班列 154 列，进出口

总值增长 20.3%，‘新两样’出口增长 2
倍、3.6倍”……

听到省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

任丁永顺发布的亮眼数据，记者们迅速

以电脑上的键盘、摄像机的镜头，将这

些令人振奋的消息通过网络传递到四

面八方。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

“2023 年全省就业工作呈现‘六个

持续’特点：稳就业政策持续强化、供需

对接服务持续优化、人力资源市场持续

发展、职业技能培训持续加强、转移就

业质效持续提升、劳务品牌数量持续增

加……”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

成员、副厅长郭广霞发布的就业“成就

单”，道出了青海稳就业、保民生、促发

展的“幸福密码”。

美丽青海建设成效如何？省生态

环境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安世远用一组

组详实的数据，让记者们看到了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美丽青海建设已

迈出坚实步伐。

“2023 年全省环境空气优良天数比

例 达 到 96.6%，PM2.5 平 均 浓 度 为 19 微

克/立方米，较上年同期下降 5%。持续

推动重点流域生态保护治理，全省 35 个

国考断面优良水体比例持续保持 100%，

黄河干流、长江、澜沧江出省境断面水

质稳定保持在Ⅱ类及以上，湟水河出省

境断面平均水质为Ⅲ类，青海湖等重点

湖库水体优良。”

听着这些发布的数据，西海都市报

记者郭红霞深有感触：“从三江之源到

湟水河畔，我看到的是一条条清澈的河

水流淌在江源大地，青海蓝映衬着河湖

清，绿水青山正在成为青海最大的优势

和骄傲。”

过去一年，中国诸多城市在疫情防

控转段后旅游市场呈井喷式恢复火出

了圈，青海自然也不例外，各类文旅活

动应接不暇，各界社会名人纷至沓来。

“‘乘着大巴看中国（青海篇）’‘你好，青

海湖’‘东方甄选看世界—青海行’等活

动让‘大美青海·生态旅游’品牌价值和

影响力持续扩大。”省文旅厅党组成员、

副厅长耿斌的话语让记者们对过去一

年青海旅游的火热恢复情景，以及我省

高质量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的路

径更加清晰。

“启动实施示范省建设巩固提升行

动；科学推进生态治理修复；全面打响

‘ 三 北 ’工 程 攻 坚 战 ；推 深 做 实 推 行 林

（草）长制；大力发展特色林草产业；全

方位推进改革创新……”省林业和草原

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韩强的话语，描绘

出一幅美丽动人的“国家公园省、大美

青海情”的生态画卷。

“首先，请允许我利用这个机会，代

表海东市委市政府和全市受灾群众，向

所有关心和支持海东抗震救灾和灾后

恢复重建工作的各级组织、各个单位、

各界人士、各族人民表示衷心地感谢！”

海东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冶民生的开场

白引起了与会人员的高度关注，大家目

光里都透露着关切的神情，因为这个深

冬，海东地震灾区受灾群众的状况仍旧

在深深地牵动着全省人民的心。

“已妥善安置受灾群众 80895 人，受

灾区域符合条件的 929 家商铺开门营

业，灾区 371 所中小学 14.78 万名学生全

部实现线下复课；全面完成三县地震裂

度为 6 度区域内所有乡镇受损农房的安

全鉴定工作；第一批涉及教育、卫生、养

老等领域的 18 个项目已于 1 月 15 日全

部开工建设……”一个个详实数据、一

项项务实举措，让大家看到了灾区人民

的生活得到了充分保障，灾后重建工作

正在稳步推进。

发布会结束了，青海广播电视台新

闻中心记者韩孟娜开始争分夺秒地勾

画着发布重点，她和参加新闻发布会

的记者同行们一样，都在为抢先传递

出这份高质量发展的“成绩单”在迅

速行动……

——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侧记

青海青海““晒出晒出””
高质量发展成绩单高质量发展成绩单

本报记者 魏 爽

新年伊始，万物复苏。

1 月 24 日上午，青海省第十四届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第 二 次 会 议 隆 重 开

幕。肩负全省各族人民重托，300 多

名省人大代表汇聚青海会议中心，共

谋发展大计，共谱奋进新篇。

会场内，气氛热烈庄重，主席台

帷幕正中的国徽在鲜艳的红旗映衬

下熠熠生辉。

9 时整，大会开幕。省长吴晓军

代表省人民政府向大会作政府工作

报告。

过去一年来之不易的青海答卷

——“全年经济运行呈现前高、中扬、

后稳态势，总体回升向好，主要目标

任务圆满完成，全省生产总值增长

5.3%，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5.9%，城镇调查失业率 5.5%，居民消

费价格上涨 0.5%，高质量发展扎实

推进，发展的稳定性、协调性、可持续

性进一步增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迈

出坚实步伐。”

报 告 中 一 项 项 指 标 、一 个 个 数

字，见证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解放思

想、奋发进取，坚定信心、勇毅前行的

风雨历程，也为 2024 年工作打下良

好基础。

“政府工作报告系统全面回顾了

青海过去一年的发展，我们为青海迎

接挑战取得这样的成就感到骄傲。”

省人大代表张若蕾认为，报告字句中

尽显民生，过眼处皆为福祉，深感政

府做到了急民之所急、想民之所想，

盼民之所盼。作为一名社区党委书

记，要把两会精神融入工作实践，以

实实在在的精细化举措，不断提高居

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

部署工作科学务实，砥砺奋进再

出发——

2024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

任务的关键一年。面对改革发展稳

定的艰巨繁重任务，如何干？

“今年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

全省生产总值增长 5%左右；城镇新

增就业 6 万人以上，农牧区劳动力转

移就业 106 万人次以上，城镇调查失

业率控制在 5.5%左右；全体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 3%左右；粮食总

产量保持在 107 万吨以上；长江、黄

河干流、澜沧江出省境断面水质稳定

保持在Ⅱ类及以上，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比例达到 96%以上……”

铿锵有力的话语，重点突出的报

告，字里行间催人奋进，台上台下心

生共鸣。代表们认真聆听，不时低头

记录。

“聚焦创建美丽中国先行区，奋

力推动更高水平保护。”“聚焦构建现

代化产业体系，加力推进绿色低碳高

质量发展。”“聚焦乡村全面振兴，着

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聚焦融合

联动共享，用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聚焦群众所需所盼，努力提高人民

生活品质”……省人大代表魏占来边

看报告边划重点。“作为一名基层人

大代表，我最关注的话题是乡村振

兴、农民增收和乡村建设。今年我们

将积极争取更多产业项目，进一步壮

大村集体经济，提升村集体‘造血’功

能。”走出会场，他对记者说。

逐梦前行，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

章——

奋斗成就梦想，实干创造未来。

代表们走出会场，方向更加清晰，脚

步更加坚定。

“报告总结工作实事求是，振奋人

心；2024年工作目标明确，思路清晰。

聆听完报告更加坚定了我们做好各项

工作的信心和决心。”省人大代表斗拉

表示，作为环湖畜牧业大县，刚察县将

按照省委“干部要干、思路要清、律己

要严”的要求，积极主动融入青海湖国

家公园和青海湖示范区的创建工作，

抓生态，抓产业，抓民生，抓作风，抓民

族团结工作，用我们的苦干实干、担当

作为，向省委省政府、全县各族干部群

众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报告充分体现了政治高度、发

展力度、民生温度，备受鼓舞、倍增信

心。”省人大代表仁青措说，报告提到

要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集中

力量抓好办成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

实事。我要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带

回去，传达好、落实好，让政策落地生

根。只要我们坚持真抓实干，务实

功、出实招、求实效，2024 年青海各

项主要指标就一定能实现，经济社会

发展一定会迈上新台阶。

目标引领方向，使命激励担当。

代表们纷纷表示，要以坚如磐石的信

心、只争朝夕的劲头、坚韧不拔的毅

力，努力把全年工作的“施工图”变为

“实景图”，凝心聚力推动现代化新青

海建设乘风破浪。

——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开幕侧记

履职为民交出生动答卷履职为民交出生动答卷
奋斗实干开创美好未来奋斗实干开创美好未来

省人大代表、西宁市大通回
族土族自治县东峡镇田家沟党支
部书记 魏占来

这两年，大通东峡镇田家沟
村通过高原美丽乡村建设、扶贫
旅游项目建设、河道改造、外墙保
暖改造、污水管网改造、道路硬化
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产业不断
发展，乡村环境好起来，外来游客
也日益增多，旅游经济、乡村民宿
拉动乡村发展。我们要进一步拓
宽田家沟村发展路径，促进三产
融合，以乡村全面振兴助推高质
量发展。

以乡村全面振兴
助推高质量发展

省人大代表、西宁市女子
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校长 李永
清

伴随着青海文化旅游产业
的蓬勃发展，民族特色手工艺
品有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作为“丹噶尔皮绣”非遗传承
人，我将通过不断创新，丰富非
遗产品的民族特色，不断拓宽
销售渠道，吸引更多的人加入
到非遗传承的团队中来，不断
丰富非遗产品文化内核，为我
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添砖加
瓦。

以非遗文化“内核”赋能
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省人大代表、海东市互助土
族自治县中医院护理部主任 羊
赞措

卫生健康是高质量发展的民
生保障。乡村医疗卫生健康服务
体系的健康发展，是农牧民群众健
康的“第一道防线”。作为一名基
层医护工作者，我将积极落实好基
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相关
要求，加强基层医务人员中医实用
技术培训，为推动基层卫生健康事
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为人民群众提
供更加优质高效便捷的医疗服务
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强化基层中医
医疗体系建设

省政协委员、海西蒙古族藏
族自治州大柴旦行委柴旦镇马海
村党支部书记 努尔哈力

这几年，马海村通过项目分
红、入股企业、撂荒地承包等多样
化方式，不断拓宽村集体经济收
入渠道，去年一年，全村村级集体
经济预收益53.37万元。今后，我
们将以高原休闲旅游精品小城镇
建设为契机，依托草场土地、乡土
文化资源，谋划实施好“五个振
兴”方面项目，让村级集体经济成
为脱贫致富的“新引擎”，带领全
体村民富起来。

让村级集体经济成为
脱贫致富的“新引擎”

省政协委员、海东市民和回
族土族自治县孝康养老服务中心
主任 李晶

民和县将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纳入了全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规划、政府为民办实事内容，不断
满足农村（社区）老人的养老服务
需求。作为一名养老行业从业
者，我将为所服务的老年人提供
更加安心、专业的服务，同时努力
进取创新服务模式，提高服务技
能、整合服务资源，不断推动养老
服务事业高质量发展，让老年人
在养老院“老有所依”享晚年。

让老年人在养老院
“老有所依”享晚年

省政协委员、海南藏族自治
州贵德县人民医院副院长 更藏
卓玛

近年来，全省的县级医疗机
构和乡镇卫生院实现了中藏医馆
全覆盖，村卫生室都可以为辖区群
众提供中藏医药服务，中藏医药在
健康青海建设中的独特优势得到
充分发挥，群众就医获得感和满意
度持续提升。今后我们将按照今
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推
动中藏医药事业和产业融合发
展”，全力推进贵德县中藏医药事
业在传承创新中高质量发展。

在传承创新中
高质量发展中藏医药

坚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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