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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用于民生支出占比达 76%，
2023年初确定的十大类41项民生实
事全部完成，高校毕业生登记就业率
90%，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
长4.3%、8%，新增基础教育学位1.1万
个……翻开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一
个个数字背后彰显民生温度。

在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局
之年，青海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要坚
守人民情怀，紧紧依靠人民，不断造
福人民，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大
要求，以实干创实绩、以奋斗促富裕，
不断造福人民，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变成现实。

本报记者 李庆玲

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

室外寒风凌冽，但在海东市乐都区寿乐镇

的一栋栋温室大棚里却温暖如春，绿油油的乐

都长辣椒挂满枝头，鲜红欲滴的草莓散发出成

熟的甜蜜香气。

两会开幕前，省人大代表、海东市乐都区

农业农村局局长李福海带着蔬菜技术服务中

心的工作人员专门跑了一趟寿乐镇，帮助解决

种植户的技术困难，确保棚内果蔬春节期间如

期上市。

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是习近平

总书记为青海现代农业发展量身定制的路径，

乐都区以此为抓手，不断推动现代农业发展，

目前已建成 27 个标准化生产基地、温棚 9546
栋，全年设施种植面积达 721 公顷，种植蔬菜

茄 果 类 、瓜 菜 类 等 9 大 类 21 个 品 种 ，产 量 达

3.69万吨，产值达 1.52亿元。

保障和改善民生，关键是要坚定不移走高

质量发展之路。乐都区发展现代设施农业，激

活乡村振兴引擎，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促

进共同富裕，这是新时代青海坚持在发展中保

障和改善民生的一个缩影。

李福海表示，当前乐都区设施农业建设

发展重点已逐步由川水向沟岔、山区地区转

移，进一步扩大露地蔬菜和设施温棚种植面

积，今后将不断提升蔬菜仓储、物流和应急供

应能力，全力打造大型现代化蔬菜产业园，注

重农业品牌培育，加大乐都蔬菜市场销售份

额。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青海培育特色劳务品

牌，实现树一个品牌、带一片就业、富一方百

姓、强一域经济。

走进青绣数字化经济总部一楼展厅，挂

画、民族服饰、团扇、挂件等各式各样的青绣作

品，令人目不暇接。据了解，目前全省青绣工

坊企业有 500 余家，长期固定从业人员 5 万余

人，平均年收入达 3000 元到 4000 元，季节性绣

娘 30万人。

“‘做好拉面、青绣、家政等特色劳务品牌’

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这是对我们最好的激

励。”省政协委员、青绣数字化经济总部负责人

苏晓莉表示，将不折不扣落实把发展劳务品牌

作为助推乡村振兴、促进就业增收的重要举

措，将深度挖掘青绣的内涵品质、特色亮点、社

会价值，通过数字赋能，引入新的设计理念，不

断培训吸纳青绣技能人才，促进高质量充分就

业。

2024 年，青海更加突出就业优先导向，深

入实施就业创业提质增效行动，开展高校毕业

生就业创业推进计划、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加

大以工代赈项目实施力度，实施职业技能提升

行动，推动公益性零工市场建设，让零工等活

不再“站马路”，让就业服务更有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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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时节，走进西宁市城西区通海路街道

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老人们正在各种器械上进

行理疗按摩，中心接待室、护士站、餐厅、医务

室、棋牌室等一应俱全。

打造具有高原特色养老服务青海样板，

2023 年青海共建成运营 56 个具备综合助餐、

日间照料等综合功能的社区养老服务点(站)，
131 个具备助餐及日间活动功能的农村互助

养老点 (站)，更好地满足了老年群体多层次、

多元化的养老服务需要。

如何推动养老服务实现高质量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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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当前居家养老

已成为主要的养老方式，要推动居家适老化

改造更加专业化、人性化、精细化，积极开展

适老化改造的宣传推广和普及教育，提高适

老化改造的质量和效率，丰富适老化改造资

金来源和补贴形式，鼓励老年人家庭进行适

老化改造，培养大量具备相关知识技能的专业

人才。

在进一步完善制度建设，保障养老服务长

效发展方面，李晶建议建立统一的服务质量标

准和评价体系并加强监管，加大对农村互助幸

福院和日间照料中心等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的

财政支持力度。

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是群众殷切期盼，作

为一名来自教育一线的省人大代表、海东市平

安区第一小学校长祁海霞，一直关注青海基础

教育领域发展情况。

“报告提到，2023年青海义务教育巩固率、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提前实现了‘十四五’规划

目标，新增基础教育学位 1.1 万个。”祁海霞表

示，深知这些数据是党和政府对教育大力度支

持的成果，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的价

值追求。

“新的一年，我们将努力践行报告中期望

的‘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的使命，深化教育领域

综合改革，落实核心素养，推动教育资源配置

优化和管理制度改革，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

努力让每个孩子健康成长。”祁海霞说。

听民声，为谋划好 2023 年民生实事工程，

青海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发布省

长公开信，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民生项目，并收

集整理近年来审计、巡视、督查和信访等方面

的民生问题，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无党派人

士、基层政府征集到的意见建议纳入项目清

单。

解民忧，青海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紧紧抓住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将财政支出 76%以上用于民生，完成年初确

定的十大类 41 项民生实事，民生福祉得到新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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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很多藏药都不能用医保卡，买一次药就

要几百元，这次来看病，大夫专门提醒我们有些药

可以用医保卡支付，一下子减轻了不少负担。”海北

藏族自治州海晏县牧民才仁说。

2023年，青海在全国率先制定首部藏（蒙）医医

疗机构制剂医保目录，将 492 种（2763 个品规）藏蒙

医医疗机构院内制剂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动态调整

医保药品目录内民族药品种，将符合医保政策的民

族药增补进医保目录，遴选 150 种藏医中药饮片纳

入医保支付范围。

积极发挥医保支持民族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重要作用，及时将急需的好药和医疗服务项目纳入

医保，进一步满足参保群众多样化需求，这一有力

举措被写进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省政协委员、海北州藏医院院长杨尕藏三智表

示，民族医药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是中华文明的

瑰宝。立足加强藏医内涵建设、突出藏医特色优势、

强化专科能力建设、持续推进藏医药发展步伐等医

院高质量发展所需，将大力弘扬藏医药文化，积极探

寻新发展模式，强化藏医特色专科建设，全面提升藏

医药服务能力，推动藏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谱写高质

量藏医药事业新篇章。

在绘就共同富裕新画卷的过程中，从健康青海

到平安青海，着眼于人民安居乐业和社会长治久

安，青海扎实推进平安青海建设“十个一”工作，社

会大局和谐稳定，人民群众安全满意度连续 11 年

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

高，青海大地处处绽放平安幸福之花。

省人大代表、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委副书记、

县长索南嘉曲说，“守一方水土、保一方平安，是政府

义不容辞的责任。达日县将严格按照平安青海建设

工作要求和目标任务，聚焦反馈问题，细化措施、对

症下药，着力抓好问题整改；坚持和发展新时代牧区

‘枫桥经验’，大力推行‘达日牧长制’社会治理模式，

全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面对突如其来的积石

山 6.2级地震，青海闻震而动、同心发力，火速开展救

援，迅速转移安置受灾群众，实现安置点“六有”“六

到位”，让受灾群众住得安心、生活暖，当前 18 个教

育、卫生领域灾后重建项目已开工。

全面完成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被列入 2024 年省

政府重点工作，青海将更加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过冬

安置，加强地质灾害点监测除险，落实国家恢复重

建规划和我省实施方案，多方筹措用好重建资金，

扎实推进先期开工的教育、卫生等领域项目……

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

富裕，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成果正在更多更公平的惠

及全省各族群众。2024年，青海将继续安排实施十

大类 44 项民生实事，不断将民生领域的“关键小

事”办成群众心头的“温暖大事”，努力让各族群众

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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绣出美好生活 本报记者 陈俊 摄

改造老旧小区 本报记者 魏雅琪 李娜 摄

娱乐活动丰富多彩 本报记者 李庆玲 摄

粉条加工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本报记者 魏雅琪 李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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