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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东讯（记者 牛玉娇 通讯
员 费照林）“以前电瓶车、杂物乱放在

楼道，安全隐患很大，现在升级成智慧

小区，住着又舒心又安全。”6 月 8 日，家

住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群科新区的

居民反映。今年以来，海东市公安机关

着力提升参与基层治理工作水平，扎实

推进智慧安防小区建设，共建成智慧安

防 小 区 561 个 ，占 全 市 小 区 总 数

77.3%，社会治安环境明显改善。

智慧安防小区内视频监控联网，智

慧门禁、安防摄像头一样不少，居民刷

脸进入小区，综合指挥室发挥联动作

用，小区营造的安全环境、带来的高效

服务，让辖区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得到

极大提升，也为公安机关基础信息采

集、侦查破案、治安管理和服务群众提

供了有力保障。

海东市公安局治安支队负责人告

诉记者，2024 年，海东市公安机关围绕

全面提高小区基础防控工作智能化、科

技化、社会化和专业化水平目标，坚持

“一小区一方案”“一症结一对策”原则，

分类实施、层层推进，通过智慧安防平

台将智慧警务、社区事务和物业服务相

融合，实现对小区消防安全、盗窃类案

件、损坏财物类案件、高空抛物事件、人

员走失警情等信息汇总、预警，为辖区

矛盾纠纷化解、治安防控、社区服务工

作提供有力支撑，智慧化手段在创新小

区治理模式、提升小区自治和服务方面

的作用日趋提高。

海东：561个智慧安防小区
“治安”变“智安”

本报海西讯（通讯员 郭曲太） 6
月 7 日，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

市农村养老服务中心开展端午节主题

活动，为老人们送去节日祝福。今年以

来，海西州通过打造居家社区养老服务

网络、居家上门服务、适老化改造等举

措，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不断提升

全州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通过争取省级养老服务资金 523
万元，海西在全州 5 个市县区域内开展

社区和居家养老服务，覆盖率 71.4%，

为符合条件的 60 岁及以上困难老年人

和 80 岁及以上社会老年人 3000 余人，

提供助洁、代办、精神慰藉等多元化、个

性化需求服务，满足城乡老年人的基本

养老服务需求。并依托现有养老服务

设施和闲置房屋等资源，打造 14 个具

备助餐、日间照料等综合功能的养老服

务点（站），推动老年助餐服务扩面提质

增效。

认真落实《海西州推进基本养老服

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方案》，制定出台《海

西州养老服务能力提升行动方案》，对

养老服务重点任务进行细化明确。把

加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纳入民政事业

发展的总体规划，积极争取国家、省级

项目资金 2476 万元，推进都兰县联合

村、乌兰县都兰河农村互助幸福村院等

养老设施提升建设，联合青海柴达木职

业技术学院开展养老服务从业人员职

业技能培训，切实提升养老服务护理人

员服务能力和质量。

此外，围绕老年人因生理机能变化

导致的生活不适应等情况，为 422 户特

殊困难老年人家庭实施适老化改造；利

用微信、宣传栏、悬挂横幅等多种方式

鼓励老年人及其家属参加老年人意外

伤害保险，提高老年人的抗风险能力，

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1 月至 5 月，

全州共承保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 4645
人；持续加强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全力

守护好老年人生命健康安全。

海西：建设高质量
养老服务体系

本报讯 （记者 王菲菲） 6 月 6
日，工信部等 6 部门公布 2023 年度国

家绿色数据中心名单，中国电信 （国

家） 数字青海绿色大数据中心、中国

联通三江源国家大数据基地、中国移

动 （青海海东） 数据中心成功入选，

进一步壮大了青海省绿色算力产业发

展基础。

绿色数据中心作为数字经济发展

的“底座”，是助力国家“双碳”战略和

“东数西算”工程的重要基础设施和战

略资源。近年来，省委省政府提出因地

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依托清洁能

源禀赋，持续壮大绿色算力产业规模，

推动绿色算力全产业链协同安全发展，

积极融入“东数西算”国家工程和全国

一体化算力网。立足西部、服务全国的

“1+2+N”绿色算力基地发展布局加快

形成，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激发新活力，也为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发

展和生态保护、资源利用探索了新路

径、新方法。

省工信厅将充分发挥国家绿色数

据中心示范引领作用，持续推动数据中

心绿色发展，助力绿色算力基地建设，

为国家实施“双碳”战略、“东数西算”工

程提供更多“青海方案”，共创数智时代

绿色发展新格局。

青海省3家数据中心
荣获国家绿色数据中心称号

本报记者 牛玉娇 贾 泓
李庆玲 祁晓芳

就业是民生之本，一头连着老百姓

的“饭碗”，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祁

连山腹地的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全

州 29.5 万人口，农牧区人口就占 21.36 万

人。初夏，记者来到这里，探访海北突破

藩篱，释放政策红利，构建高质高效就业

服务体系背后的故事。

曾经，“劳动力转移就业成效不明显”

“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难”“就业岗位有

限”等问题，是摆在海北州人社部门面前

的一块巨石。为破解面临的诸多难题，

2022 年 7 月，《海北州促进就业工作高质

量发展实施意见》印发，山东援建等资金

进一步盘活利用，全州干部闻令而动，变

“坐等人来”为“主动服务”，围绕农牧民、

大学生、脱贫户等重点人群就业需求，通

过一系列务实举措和激励机制拨云见日，

打破就业创业难瓶颈。

两年多，海北州就业见习岗位从 9
家增加至 52 家，就业见习“百十”工程开

发岗位 500 余个，农牧区劳动力转移就

业 4.77 万人次，城镇新增就业 2115 人，

人社部门成为了群众幸福和企业发展最

信赖的“伙伴”。

实现家门口就业
幸福“稳”得住

进入 4 月，金银滩草原陆续忙碌起

来，依托“两弹一星”基地的红色旅游资

源，海晏县周边大大小小的牧场准备迎

接游客，这些牧场还承载着农牧民实现

就近就地就业的功能。

记者来到海晏县三角城镇海峰村的

文迦牧场，300多间极具藏式特色的星空

秘境房整齐坐落在山坡上，这些房间的日

常卫生和管理由本村10位村民“承包”，每

人每个月有 1.8万元的“高收入”，除此之

外，牧场中还有 10个自主经营免费摊位，

供村民租用。 （下转第二版）

——高质量发展区域调研行·海北篇（下）

高质量就业幸福千家万户高质量就业幸福千家万户高质量就业幸福千家万户

什么是高质量就业？
最 初 ，就 业 是 老 百 姓 的“ 饭

碗”，事关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后来，就业是老百姓的“尊严”，事
关社会长治久安和人民幸福。如
今，摆在高质量就业面前的，是获
得收入、创造价值、有尊严的就业
需求。

一路走来，记者见到了海北藏
族自治州为推动高质量就业而实
施的各项政策，也见到了各级人社
工作人员从上至下的务实改变。

正是因为这些改变，顺应了招工方
和找工方的双向需求，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不断攀升。

在海北州人社局，工作人员达
日杰和韩蓉化身“主播”，在“海北
人社”抖音号上进行直播。他们自
学直播技巧，藏汉双语轮番上阵，
只为进一步接近群众，搭建企业和
求职者之间的“微桥梁”。

在门源县，人社部门创新推出
“脱贫劳动力稳岗就业补贴网上申
报系统”，让822位异地务工的脱贫
户少跑腿，通过手机获得一次性交
通补助，务工更安心、贴心。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记者 牛玉娇

就业春风暖心窝

▶6月8日，西宁市南川西路街道福禄巷南
社区党委依托社区“石榴籽”家园小阵地开展以

“粽叶飘香过端午 民族和谐邻里情”为主题的端
午节邻里文化活动，通过居民展才艺、民族手工
艺展示、共包团圆粽以及社区政策宣讲服务等形
式，不仅让居民们感受到了浓厚的节日氛围和传
统文化的魅力，更促进了辖区各族邻里之间的和
谐互动，传递了团结、和谐、清廉的社区价值观。

本报记者 魏雅琪 摄

◀6月6日，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南门峡
镇通过举办端午节活动，充分展现多姿多彩的民
族民俗文化。小巧别致的香囊，独具匠心的石榴
灯笼，传统精致的枕巾，针法独特的鞋垫，极具民
族特色的盘绣……一件件精美的香包、绣品引来
游客频频驻足、评赏、购买。同时，身着独具特色
华锐藏族服饰及各类民族服饰的群众载歌载舞，
进行精彩的服装展演。

本报记者 陆广涛 摄

多姿多彩民俗文化

粽叶飘香过端午
民族和谐邻里情

本报讯（记者 何敏） 6 月 7 日，青

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海晏管理分

局沙岛保护站工作人员开展日常巡护

监测工作时，救助了一只受伤普氏原

羚。据悉，今年 5 月以来，沙岛保护站

共救助普氏原羚 3 只，确保了野生动物

的安全健康繁衍生息。

当天，有牧民群众打来电话说在沙

岛 保 护 区 草 场 发 现 一 只 受 伤 普 氏 原

羚。随后，沙岛保护站工作人员迅速赶

到现场，在离牧民草场两公里处发现受

伤普氏原羚，经过初步诊断，受伤普氏

原羚为两岁幼羚，且受伤较重。工作人

员随即与青海省野生动物救助中心取

得联系。为使受伤普氏原羚得到及时

救助，他们连夜将其送至青海省野生动

物救助中心，待达到放归条件后放归大

自然。

今年以来，沙岛保护站精心谋划，

周密部署，以沙岛保护区为中心，通过

实地排查和无人机巡查相结合的方式，

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繁殖地等重点区域

开展全面巡护检查。并依托“党建引领

局地三级四层沟通联系机制”，充分发

挥相关单位、环湖乡村、管护员、牧民志

愿者等全社会参与的信息互通和应急

反应，及时对体弱、伤病野生动物进行

救助和治疗，形成了合力保护救助野生

动物的良好局面，进一步提升了基层治

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

青海湖沙岛保护站
救助受伤普氏原羚

脱贫户在金祁连乳业帮扶车间工作。 本报记者 牛玉娇 摄 刚察县创业大赛上寇天芬（左起前排第五）获得二等奖。 人社局供图

本报格尔木讯（记者 马振东 通
讯员 李莎莎） 5 月 28 日，以“加快发展

新质生产力，推动智能经济高质量发

展”为主题的“2024 智能经济论坛”在

北京举行，格尔木市“绿电+绿算中心

综合项目”在论坛上荣获“2024 产业智

能化先锋案例奖”。

今年以来，格尔木市主动融入“东

数西算”国家布局，落实青海省数字经

济发展战略，重点培育发展数字产业等

新兴产业，为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插上

“数字翅膀”。

格尔木市充分发挥绿电等优势条

件，加快构建数据驱动、跨界融合、共创

分享的数字实体经济形态，真正把大模

型使用起来、创造价值，顺应数字化浪

潮，加快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积极探索

数字化赋能智慧城市建设、智慧盐湖、

智慧矿山、赋能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数

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目

前，“绿电+绿算中心综合项目”已在格

尔木市建成实际应用场景 3 个，3800 台

AI 社区养老终端已配备到位，10 个 AI
文旅讲解四足机器人将在将军楼景区

部署，逐步形成 4500 户 AI 社区养老终

端示范规模及AI城市服务+政务服务。

据了解，格尔木市将积极对接聆达

绿算中心、中科数遥卫星数据应用等重

点项目，通过项目落地带动产业升级，

以产业升级带动产业转型，加快布局绿

色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形成以“绿

电+绿算”为基础的全面数字化赋能体

系，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培育人工智能、数字创意等新业态。

格尔木：为经济高质量发展
插上“数字翅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