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会 议 驻
地，巴才洛、切阳
什姐、刘秀青、牛
生有代表正在交
流。

焦峥代表认真学习。 韩石代表精心准备材料。

中国共产党

第二十次全国代

表 大 会 召 开 在

即 ，我 省 代 表 抵

达 北 京 后 ，深 入

学 习 交 流 ，继 续

整 理 资 料 ，为 参

好 会 、履 好 职 作

精心准备。

本 报 记 者
张地委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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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湘琳

“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正在北

京举行，展馆青海单元中，反映民生领

域成就的图文和实物，引发了参展观众

的情感共鸣。

时间是最真实的记录者。展墙上有

一幅照片，展示的是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

族自治县的“关爱老人幸福食堂”：照片中

四位老人在包饺子，开心地笑着。参展观

众王鹏在这张照片前驻足许久。“对上班

族来说，家里没人照顾老人，他们平时的

吃饭问题的确让子女们操心不少，这个关

爱老人幸福食堂真是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样接地气的场景，也展示了青海

民生领域取得的成就。今天的青海，覆

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全面建立，养老

保险待遇水平等多项指标大幅提升，全

省各地积极创办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农村互助幸福院、爱老幸福食堂，展现

出了养老事业蓬勃发展的美好前景。

悠 悠 万 事 ，民 生 为 先 ，人 民 至 上 。

成就展上，一幅 2012 年以来青海省民

生发展主要指标数据的图片引起了很

多参观者的驻足观看。

“2021 年，青海全省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37745 元，同比增长 6.3%，

增速低于农村 3.9 个百分点，城乡居民

相对收入差距持续缩小。一方面，全省

粮食种植面积扩大，小麦、青稞等主要

粮食价格皆明显上涨，由此带动了农业

收入的增长，另一方面，工资性收入是

农 村 居 民 收 入 增 长 的 主 要 拉 动 力 。

2021 年，青海省落实企业减税降费政

策，持续做好脱贫人口、农村低收入人

口就业帮扶等，多渠道稳定农民工就

业……”随着讲解员的解说，一个个民

生亮点、一项项暖心成就，多角度展现

青海为绘就民生幸福底色所做的努力。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十年来，青

海省坚持人民至上，财政支出 75%以上

用于民生事业，增进民生福祉，各族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参观者许丽说：“这些年，人民群众

的生活有了较大幅度的改善，经济水平

在以往的基础上变得更好了，也发展得

更均衡了，我的家乡就在青海，我现在

工作在北京，作为青海人，我对于未来

的生活也是非常充满信心的，我相信家

乡一定会发展得更好。”

在展区，两张图片上的笑脸令人印

象深刻：西宁市第十四中学学生在开展

课外活动中露出的灿烂笑容和果洛藏

族自治州玛多县国家电网工作人员向

牧民群众介绍光伏扶贫政策后的暖心

微笑。两组笑脸背后，是各族群众实实

在在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十 年 来 ，青 海 省 优 先 发 展 教 育 事

业，实施教育质量提升工程，实现县域

义务教育基本平衡，各级各类教育办学

水平和普及程度持续提高。

2020 年 5 月，青海省率先在果洛藏

族自治州玛多县、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

莱县实施清洁取暖试点。此后，在黄南

藏族自治州泽库县、果洛藏族自治州班

玛县等三江源地区 16 个县大力推广实

施电能替代，惠及采暖用户约 13 万人，

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31 万吨。如

今，广大农牧区群众家庭已经放弃了传

统的取暖方式，实现了从“用上电”到

“用好电”的转变。

参观中，这样的画面还有不少：一

位拉面师傅在青海省第三届拉面行业

职工职业技能竞赛上展示技艺。

“截至 2021 年底，青海籍拉面从业

人员达到 18.7 万人，开办拉面店 3.2 万

家，遍布全国 270个城市，年经营性收入

180 亿元。小小拉面成为百姓的致富

面、团结面、幸福面。”不少参观者对青海

拉面情有独钟，时而向讲解员询问青海

拉面的相关信息，讲解员一边解说图片，

一边不忘为家乡的拉面做起代言人来。

“人民健康和医疗卫生水平大幅提

高，高原医疗走在世界前列。”循着讲解

员的声音，参观者的目光聚焦在展厅中

一幅图片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中

国工程院院士吴天一在青海省西宁市

的医学实验室开展科研工作的场景。

“了解了吴天一院士投身高原医学

研究60余年，提出高原病防治救治国际

标准，开创‘藏族适应生理学’研究，诊

疗救治藏族群众上万名的事迹，我很感

动，他的故事对我们是激励也是指引。

如今青海的医疗发展迅速，打通了群众

看病就医过程的‘痛点’和‘堵点’，真正

做到了便民惠民。”参观者李菲菲说。

“我的印象里草原牧民住的多是帐

篷，你看，如今牧民的房子真是又漂亮

又大气……”“是的，这些年青海省城镇

化率大幅提高，随着美丽城镇、美丽乡

村建设步伐加快，‘百乡千村’示范工程

成效越来越明显。”讲解员紧接着说到。

美好生活不仅要有物质需求的满

足，还要有优质的生活品质、丰富的精

神生活。展厅内，观众们欣赏着、谈论

着，循着一张张图片一个个实物展品移

动脚步，诸多参观者对高原老百姓生活

发生的巨大变化感慨万千。

——解码“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地方展区青海单元③

在时间中折射更多民生温度

本报北京讯（记者 薛军 莫昌伟）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

开在即，我省代表抵达北京后，深入学

习交流，继续整理资料，为参好会、履好

职作精心准备。

党的二十大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

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

万众期待、举世瞩目。

在青海代表团驻地，马晓瑜代表的

桌上摆放着各类学习资料和调研收集

的素材，她正在抓紧时间进行最终的梳

理完善：“来北京之前，我深入农村、学

校、工厂调研，倾听了百姓心声，了解了

社情民意。会上，我将把荣誉化作使

命、信任化作动力、责任化作担当，讲述

好青海省十年来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

化和高原各族儿女感恩奋进的心情。”

“会期越近，我越加感到作为党代

表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为了更好履行

代表职责，这两天我认真研读党的十九

届七中全会公报，继续回顾整理我省十

年来交通建设领域和民族团结进步事

业等方面取得的优异成绩，从内心深处

更加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我

将以最饱满的精神参加大会，再把最原

汁原味的精神带回青海。”韩石代表说。

刘秀青代表在忙碌的准备过程中，

回顾十年来海南藏族自治州同德县教

育事业的发展，不禁感叹农牧区教育基

础设施的不断改善、师资力量的进一步

充足、教育模式的更加多元和教育质量

的不断提升。她表示，自己将把一名基

层党员的心声带到会上，围绕教育事业

高质量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积极发

言，展现一名党代表的职责与担当。

我省党的二十大代表纷纷表示，要

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履行党代表神圣

职责，聚精会神听报告，深研细读发好

言，为党的二十大圆满举办贡献力量，把

党的二十大精神装进脑海、带回青海。

我省代表为二十大胜利召开
做好充分准备

青海单元中，反映民生领域成就的图文和实物引起了参观者的驻足观看。
本报记者 王湘琳 摄

本报讯（记者 王煜鹏） 喜迎二

十大，奋进新征程！党的十八大以来，

青海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

的方向前进，扎实推动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青海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在高原大地落地见效，各项工作取

得历史性新成就新进展。

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今

天起，青海日报推出系列融媒体特别

报道《相约二十大》，连线我省党的二

十大代表、基层干部群众和社科专家

学者，围绕盛会，谈新青海建设成就，

话现代化建设未来。今晚 8 时，青海

观察客户端、青海日报官方微信公众

号、青海羚网、中国藏族网通等平台同

步推出“喜迎盛会”篇，报道我省各族

干部群众对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的热

切期盼。敬请关注！

本报系列融媒体特别报道

《《相约二十大相约二十大》》今晚开播今晚开播！！

青海观察客户端
青海日报

官方微信公众号
青海羚网

《喜迎二十大》专栏
中国藏族网通

中文《喜迎二十大》专栏

10月14日上午，前方报道组记者前往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新闻中心报到。醒目的标语，鲜红的背景
板，布置一新的发布厅……记者在新闻中心随处可以感受到盛会将至的热烈氛围。

新闻中心主功能区设在北京梅地亚中心和北京新世纪日航饭店，驻地设置了新闻发布厅、记者工作区、视频采访室
等多个功能区，为境内外媒体记者提供新闻采访、资料查询、公共广播电视信号等方面的服务和保障。

图为我省前方报道组记者在新闻中心拍摄。 本报记者 祁国彪 魏慧敏 摄

本报记者报到党的二十大新闻中心

观众们欣赏着、思考着，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脚步更加坚定。

“青海蓝”成为展馆内一抹靓丽的色彩。 “三江源动植物多样性”展示墙引得不少观众驻足。

马晓瑜代表在房间准备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