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谭 梅

悠悠万事，民生为先，人民至上。

学有所教、劳有所保、病有所医、老有所

养……一直以来，青海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

人民的“小事情”放在心上，把人民的“幸福感”

扛在肩上，翻阅青海保障和改善民生“答卷”，一

件件民生实事看得见摸得着，一项项惠民举措

接连出台，让广大群众切实感受到幸福青海的

民生温度。

今天的青海，经过各族群众共同奋斗，同步

实现了全面小康，正信心满怀朝着共同富裕的

目标迈进。

美丽乡村建设
让百姓宜居宜业

铺展到天边的花海，清澈壮美的黄河，依山

傍水的农舍……行走在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

德吉村，满目是仙境般的美景。如今的德吉村

正如“德吉”所诠释出的内涵一样，是一座风景

怡人、洋溢幸福的村落。

如德吉村这样的美丽乡村还有很多，西宁

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朔北藏族乡边麻沟村、

湟中区拦隆口镇卡阳村，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

县龙羊峡镇龙羊新村……五年来，越来越多各

具特色的美丽乡村在高原大地遍地开花，通过

易地搬迁，美丽城镇、美丽乡村建设及“百乡千

村”示范工程等政策，广大农牧民告别危旧土坯

房，住进宽敞明亮砖瓦房，生活更便捷、舒适。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有序衔接，青海

脚下走得踏实、步子迈得坚定。

曾是黄南州同仁市兰采乡兰采村精准扶贫

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更藏加，相继享受了易地搬

迁、教育补助、技能培训、产业发展等扶贫政策，

于 2018 年顺利脱贫。通过培训掌握了技能，放

牧之余，他和本村另外两名村民成立了“黄南美

宝皮革制品有限公司”，年收益达到 5 万元,成了

全乡的致富带头人。而自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以

来，全省把易地扶贫搬迁作为脱贫攻坚的“头号

工程”和“标志性工程”。“十三五”期间，青海省

完成 4.8 万户 18 万农牧民易地扶贫搬迁，人民

群众生活水平逐渐提高，获得感显著提升。

党代会报告指出：过去的五年，青海脱贫攻

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历史性消除了绝对贫困，乡

村振兴全面推进。党代表、果洛藏族自治州甘

德县委书记李汉江深有感触，他说，近年来，甘

德县持续把强县富民项目和农牧区基础设施、

农牧民技能培训、牲畜养殖和饲草药材种植等

作为主攻点，不断加大资金技术投入，使甘德县

民生领域基础不断夯实和提升，让更多惠民项

目在甘德落地见效。他表示：“今后的五年，是

加快实现‘六个现代化新青海’奋斗目标的关键

时期，要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牢固

树立‘人民至上’理念，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积极

回应人民群众新生活新期盼，不断提高群众幸

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教育高质量发展
让未来可期

教育关乎千秋万代、关系千家万户。公平

优质的教育资源是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核心

内容之一。

对于张秀英而言，最开心的莫过于能够重

返校园。由于父母去外地打工，家中多病的奶

奶和年龄尚小且上学的妹妹无人照顾，原本在

格尔木市郭勒木德镇东村逸夫学校读书的张秀

英在读完六年级后辍学了。经过学校老师的再

三走访、劝说及当地教育局的排忧解难，张秀英

再次回到久违的教室里，露出甜美的笑容。

近年来，青海以“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一个都

不能少”为目标，着力推进教育精准扶贫和义务

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子女控辍保学工作。建立联

控联保机制，各地成立由党政主要领导任双组

长、相关部门参与的控辍保学工作领导小组，落

实控辍保学“双线责任制”，将 21 个县市列为控

辍保学重点县，制定“一县一策”工作方案，实行

重点跟踪、重点督办。

在青海，重返校园是重点，而建立良好的职

业教育体系，推动各级各类教育高质量发展，培

养更高层次的人才更是重中之重。

为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青海立

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升级、结构调整等对技

术技能人才的需求，结合区域经济及产业发展

特色，实施省级高职“双高计划”、省级中职“双

优计划”，建设紧贴产业发展、校企深度合作、社

会认可度高的高水平学校和专业（群），打造重

点产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基地。

今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一年，也

是教育工作打基础、立长远、促公平、提质量，推

进现代化建设的关键之年。青海省科学编制

“十四五”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着力提高共建

能力和共享水平，推动形成惠及全民的公平教

育。

党代会报告中提到，未来五年加快建设人

民幸福的现代化新青海，教育、健康水平实现新

提高。对此，党代表、青海省教育厅厅长申红兴

表示：“在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指引下，全省教育

系统将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推动高质量

发展为主题，以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为动力，

着力补齐短板、促进公平、优化布局、提高质量、

激发活力，推动学前教育实现基本普及普惠，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有序推进，高中阶段教育

普及水平更加巩固，高考综合改革平稳落地；现

代职业教育体系更加完善，高等教育资源进一

步扩大，人才培养和服务能力得到增强；基本搭

建起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学习型社

会建设迈出新步伐；各级各类教育实现从满足

基本需求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教育对经济社

会发展贡献度进一步增强。”

“应保尽保”
让看病就诊有“医”靠

病有所医是生命最朴实的需求，只有守得

住健康，才能乐享人生的锦绣繁华。

72 岁的张先生曾在青海工作，退休后到西

安生活。今年 3 月初，张先生入住西安市人民

医院进行腿部手术，康复后在该院医保结算窗

口顺利办理出院异地结算手续。“现在就医跨省

异地结算真是太方便了，不用来回跑腿，也不需

要自己垫付费用，既省时又省力。”张先生说。

2021 年年底，青海医保政务服务“跨省通

办”六项指标顺利对接国家信息平台，全省 44
个县域开通普通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定点医

疗机构 74 家，门诊慢特病相关费用跨省直接

结算试点在省本级和海南藏族自治州上线试运

行，在全国较早完成了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

接续“跨省通办”联调测试并上线，做到功能

成熟一个上一个，业务验证一个通一个，全力

推进“跨省通办”和跨省异地就医工作落地落

实。

此外，青海省医保系统开展了医疗保障扶

贫三年行动，出台大病保险倾斜政策，将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大病保险报销比例由 80%提高到

90%。

为方便贫困群众就医和报销，青海省医保

系统为贫困人口全年开通“绿色通道”，实现参

保和待遇支付“随时办”“及时办”，会同卫生健

康部门落实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先住院后结算”

服务模式，与全国 30 个省份开通异地就医直接

结算业务，将青海省内 1115 家定点医疗机构纳

入全国异地就医直接结算信息平台。

“作为中医界代表，聆听了党代会报告，青

海未来五年发展目标明确、部署充满智慧，我备

感振奋和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党代表、青海省

中医院党委书记李军茹表示，中医药学是中华

文明的瑰宝，为中华民族繁衍昌盛作出了巨大

贡献。目前青海省中医院河湟院区正在建设

中，大力支持青海省中医院引进内地优质中医

医疗资源，助力青海中医实现高质量发展。“目

前根据群众就医需求，中医院已经开放数十个

特色优势专病门诊，加强中医儿科建设，并持续

进行医疗流程的适老化改造。相信未来，我们

定能运用中医药在预防、治疗、康复、保健等方

面的重要作用，为大众提供一体化的健康和养

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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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丁玉梅

5 月 24 日，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

自治县泉口镇蔬菜种植大棚，其中四栋大棚的

羊肚菌格外吸引着我们。打起门帘，顶棚遮阳

帘缓缓推开，阳光洒下来，羊肚菌从地垄里探出

头来，白嫩肥硕的根茎，撑起灰褐色伞盖，如珍

宝一般。

作为这些羊肚菌的主人，韩庭贤和韩生贵

脸上喜色更浓。“没想到会长得这么好！”韩庭贤

走上前，挑了一棵高壮的羊肚菌轻轻摘下，再用

小刀娴熟地把羊肚菌从根部割开，放进筐中。

这些羊肚菌会乘着飞机，发往山东等地。

羊肚菌已经采摘了两茬，一栋 700 平方米

的 温 棚 ， 韩 庭 贤 保 守 估 计 能 产 250 公 斤 羊 肚

菌，“本来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没想到收益

还 不 错 。” 韩 庭 贤 边 采 摘 ， 边 笑 着 和 我 们 聊

道，毕竟之前很多人在门源试种羊肚菌，都是

以失败告终。

羊肚菌作为世界四大名菌之一，它所含氨

基酸成分高达 18 种，包括人体自身不能合成的

8 种必需氨基酸。由于野生羊肚菌产量极其有

限，在国内外市场上供不应求，近年来兴起人工

实验种植。

这与门源县坚持绿色发展理念，不断加大

食用菌产业发展力度的思路不谋而合。县委县

政府通过“企业+合作社＋农户”的运营模式，

引导村民种植香菇等食用菌，不断优化农业产

业结构，提高土地效益，让小小的菌菇，农民的

致富宝，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民生产业。

“摘羊肚菌的活很轻松，我们大家都愿意

干。”泉口镇旱台村村民韩元存把同伴摘下来的

羊肚菌，削去底部的泥土，不一会就整理好了满

满一大筐，对韩元存来说，在家门口一天就能挣

一百元，忙完家里的田地，又多了一份收益，韩

元存十分高兴。

羊肚菌很“娇气”，要想试种成功可并不容

易。因为它生长条件比较苛刻，最适宜的温度

是 12 至 18 摄氏度，温度再高就不行了，往往过

了 5 月后，南方温暖的气候不适宜它的生长，不

过门源这时候的气温正合适。

门源县地处青藏高原东部，具有高海拔、低

温冷凉、空气及水资源清洁优质的资源优势，利

用自然气候资源生产出高标准、高营养、高品质

的优质食用菌产品成为产业发展、带动致富的

有效途径之一。

韩庭贤作为门源县食用菌协会会长，与菌

类打了几十年交道，羊肚菌的特性早已被他摸

索得一清二楚。他和香菇种植大户韩生贵搭

伙，从海东市购进菌丝。看到试种的羊肚菌产

量不错，韩庭贤又从青石嘴镇下大滩村租赁了 6
栋废弃牲畜养殖大棚，改造后也用来种植羊肚

菌。“到时候能带动附近不少村民实现就业，种

植技术成熟后，村民还可以学种羊肚菌，收入能

增加不少呢。”韩庭贤说。

羊肚菌羊肚菌，，农民的农民的““致富宝致富宝””

民声问政，办事惠民。在青海，“出炉”民
生实事以及不折不扣高质量完成，已经成为
青海各族群众热切盼望、积极参与和打心眼
里称道的幸福。这些年，以解决群众急难愁
盼为目标，一大批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大事
难事急事成为民生项目，民生大树在群众心
坎里生根、根深叶茂，在发展的藤蔓上开花、
花开四季，不断让“群众点菜”“政府办席”迭
代升级、一路新歌，浓情蜜意、实实在在。

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下大武中心学
校，全塑胶体育馆，室内篮球馆、羽毛球馆，现
代化多功能教室以及机器人兴趣课堂，助力

孩子们快乐成长、奋力成才……地广人稀的
青海，55%的乡镇卫生院能够开展远程医疗服
务，农牧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质量
医疗服务……不断推动教育优先发展，扎实
推进健康青海行动。这些年，“小财政办大民
生”的执政理念、价值追求，彰显直抵民心的
温度、托底民生的力度，标注为民情怀的深
度、人民至上的高度。

这些年，虽财力有限，但青海始终把大部
分财政支出用于民生事业。历史性消除了绝
对贫困、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果断有力、
就业形势稳中向好、城乡居民收入增速高于

经济增速、教育质量明显提升、覆盖城乡的社
会保障体系全面建立、高原医学走在世界前
列……今天的青海人民，意气风发、幸福满
满，激荡从全面小康迈向共同富裕的豪情和
力量。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就是为人民谋幸福、
为民族谋复兴，党中央想的就是千方百计让
老百姓都能过上好日子”，习近平总书记的话
语，让无数人心中感到温暖。民生改善，只有
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正在召开的省第十四次
党代会，用希望之光点亮未来，鼓起让百姓生
活“芝麻开花节节高”的奋斗风帆。我们一定

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对标习近平总
书记深厚的为民情怀，越是面对风险挑战越
要稳中求进，把心思和精力真正用在为民办
实事、不断造福人民、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上，让“人民幸福的现代化新青海”从历史深
处走来、向美好明天延伸。

郝 炜

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

本报记者 栾雨嘉

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时。省第

十四次党代会精神在海南藏族自治州

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贵德县河西镇江仓麻村村民马玉

忠通过手机收看了省第十四次党代会

开幕盛况。想着自己种植的露天樱桃

即将迎来收获期，他兴奋地说：“政府处
处想我们果农所想，急我们果农所急，
在地租、地膜以及大棚建设方面给予不
少优惠政策，还总是帮着我联系订单，
及时打开销路。现在我的大樱桃压根
不愁卖，让我赚得了致富增收的‘第一
桶金’！今后，我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在樱桃树下为老乡提供施肥、浇水、修
枝等就业岗位，让大家都有幸福感。”

贵德县尕让乡阿言麦村村民卓么

才让一边看着电视机里播放的党代会

新闻，一边用文体活动区域里的器材锻

炼着身体。卓么才让深有感触地说：

“为了更好满足老年人的需求，让我们
在家门口享受便捷高效的养老服务、收
获并享受美好的晚年，县上为我们村投
资10万元修建了‘党组织关爱老年人
驿站’。驿站有餐厅、厨房、休息、文体
活动4个区域，室内还配备了相应的电
视、按摩椅、桌椅沙发、棋牌、图书等生
活用品。党和政府想得真是周到。我
的心里始终暖暖的，无比感动！”

兴海县唐乃亥乡下鹿圈村村民蔡

宗寿对乡村振兴取得的巨大成就和自

己过上的幸福生活感慨不已。他说：

“五年前，我们住在黄河峡谷中，交通
不便，进城很困难，更别提有什么致富
增收的意识了。如今，通过整体搬迁，
村民的生活得到了特别大的改善。你
看，新的村子安置点建设在县城附近，
家家户户住上二层小楼，孩子们在县
城上了学，村民在县城做生意、打工，
腰包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红火。今
后，我们还要再接再厉，用自己的双手
让生活变得更好！”

幸福满满的幸福满满的
心里暖暖的心里暖暖的

■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共
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
在农牧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
展，深入实施乡村振兴“八大行动”，
促进农牧业稳产提质、农牧民稳步
增收、农牧区稳定安宁。

■促进就业扩大和收入增长。
落实就业优先政策，加强就业创业
服务，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推
动创业带动就业，加大对灵活就业
等新就业形态的政策支持，完善公
共就业服务体系，有序引导农牧业
人口向城镇转移，扩大非农产业就
业数量，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劳
动者素质和就业质量。

■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着
力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可
及性，聚焦广大群众最关心的领域
有效施策。

■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织牢社会保障这一民生安全网，为
各族群众生活安康托好底。提高社
会保障法治化水平，做到制度安排
更加合理、覆盖范围更加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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