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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洪旭

“陈大爷您看，头发一短，整个人一下子

就显得年轻精神了许多呢。”1 月 14 日是北方

小年，这天，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乌兰县希

里沟镇城中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织志愿

者在辖区开展为空巢老人理发、测量血压、测

血糖、送春联活动。

当天一大早，老人们陆续走进社区“爱心

理发室”，理发师用精湛的技术、娴熟的动作，

为老人们修剪出满意的发型。一旁，社区党

支部书记杨爱芳和等候理发的老人们聊着家

常，随时把大家提出的需求记在笔记本上。

志愿者们为理完发的老人量血压、测血糖，提

供健康咨询，还不忘叮嘱他们要在日常作息、

饮食习惯上多注意，保持身体健康。

“理发、义诊、读书会、文娱活动、防骗知

识宣传、法律咨询……现在社区的志愿活动

非常多，还都是我们需要的，让大家在家门口

就能感受到暖心、贴心、真心的服务。”74 岁的

老人李发忠满面笑容地说。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对强化基本公共服

务，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提出了多项新的要求和

目标。”在杨爱芳看来，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最

小单元，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纽

带。为辖区居民提供更高品质的贴心服务是

每一名社区工作者的奋斗目标。她说，新的一

年，社区将进一步探索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

与文明培育、文明创建新路径，不断提高为居

民办实事、解难题能力。同时，聚焦“一老一小

一困”等特殊群众需求，通过“问需+纾困+陪

伴”，将暖心服务贯穿到各项工作中，织牢织密

“一老一小一困”社会保障和服务安全网，不断

增强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同样是在小年这一天，都兰县香日德镇

沙珠玉村村民索南卓么来到该镇综合服务中

心养老服务窗口前，向工作人员咨询业务。

但 由 于 她 不 会 说 汉 语 ，与 工 作 人 员 无 法 沟

通。得知这一情况，少数民族服务窗口工作

人员李仁欠措赶忙跑过来当起了翻译，通过

翻译，索南卓么对养老待遇的办理要求和程

序有了大概的了解。为让她少跑路，养老服

务窗口工作人员为索南卓么填写了《一次性

告知单》，将所需材料清清楚楚地写在了上

面，李仁欠措一边逐项给索南卓么讲解一边

叮嘱：“按照单子上面的内容备齐材料就可以

来这里办理。”

该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李霞介绍，香日

德镇是一个多民族构成的乡镇，为更好地服

务少数民族群众，综合服务中心专门设立了

少数民族服务窗口，为前来办事的少数民族

群众解疑释惑。同时，为让群众一次性办结

待办事项，综合服务中心积极推行“一次性告

知制”，通过为群众填写《一次性告知单》让群

众轻松办事。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扎实推进以人为核

心的新型城镇化’和‘稳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

水平’，这让我深受鼓舞。”李霞说，作为一名窗

口服务工作人员，2023年，将继续以群众“少跑

腿”，数据信息“多跑路”为目标，不断转变服务

观念、创新服务模式、改变服务态度，用实际行

动践行“只进一扇门就能办好一件事”承诺，为

人民群众提供更好更快更贴心的服务。

贴心服务让美好生活更有温度贴心服务让美好生活更有温度

帮助百姓更好就业

进入冬日，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

积极开展“暖冬惠民在行动，送岗位送技能”活

动，变农闲为“冬忙”，帮助群众掌握一技之长，

有效推动区域内灵活就业，全县迅速掀起冬季

城乡劳动力职业技能提升培训热潮。

互助县就业服务局在五峰镇石湾村举办

的“拉面+创业”技能提升培训班上，学员们除

了学习拉面技能，还学习包括烹饪技艺、餐饮

基本知识、刀工刀法、烹饪食材、原料选配、菜

品实操等，老师手把手教学员们现场实操。参

加培训的村民赵彩玲高兴地说：“千金在手，不

如一技傍身。感谢政府为我们今后的就业创

业打下了基础。”

“参加家政服务培训后，我现在每个月能

挣到 5000 元，年节时更多。家政服务技能培

训让我的生活来了个大变样，日子真是越过越

好！”乐邦家政保洁员解成芳说。

就业是民生之本，更是发展之要。过去五

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超过 30 万人，这关系着

30万个甚至更多家庭的幸福生活。一直以来，

青海省着力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完善积极就业

政策体系，推动形成政府激励、社会支持、劳动

者勇于就业创业的新机制，全力稳就业保就

业，全省就业实现“质量、数量”双提升。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全力促进

就业创业增收。落实落细就业优先政策，扎实

推进就业创业提质增效工程，支持发展吸纳就

业能力强的产业和企业……深入实施职业技

能提升行动，补贴性培训 10 万人次。持续打

造拉面、青绣、枸杞采摘等特色劳务品牌，提高

农民外出务工组织化程度。”

这引起了省人大代表、互助县委副书记、

县长王国栋的注意，他表示：“就业是民生之

本，稳就业既是稳经济，也是稳民生。这两年，

我们互助县全力打造‘互助家政’名片，加快建

设劳务经济发展示范区，引领带动老百姓稳就

业促增收，聚力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

接下来，我们将分类培育打造劳务品牌，建立

健全县乡村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准确掌握全县

劳动力数量、行业分布、技能特点等基本情况，

深挖细分行业用工需求，为不同从业人员多渠

道提供就业岗位对接。依托特色产业，立足重

点行业，分类培育劳务品牌，增强产业吸纳带

动就业能力，逐步形成一乡一品牌，一村一特

色的劳务经济发展新格局。”

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

教育是百年大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事

关每个家庭的幸福，事关民族复兴，事关国家

未来。

谢静是青海大学昆仑学院会计学专业毕

业生，在校期间获得了国家奖学金。父亲腿伤

后一直不能工作，全靠母亲维持全家开销，这

笔奖学金对于她能顺利完成学业起了不小的

作用。

过去五年，青海省教育事业实现跨越发

展，顺利通过国家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验

收，实现了乡镇幼儿园全覆盖、5万人以上的县

普通高中全覆盖、30万人以上的县特教学校全

覆盖，职业教育培育出 10 万技能人才，高校向

社会输送毕业生超 10 万人，全省在校生达到

129万人，五年新增 13万人。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学前教育

发展提升工程、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

提升工程，巩固提升‘双减’成效……”

对此，省政协委员、平安区政协党组书记、

主席王德民表示：“我建议进一步加强‘双减’

工作，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有效形成

‘政府主导，教育部门牵头，各成员单位积极配

合、协同作战’的工作格局，坚持‘减负’和‘提

质’并举不动摇，通过科学‘提质’更好落实‘减

负’，推动‘双减’工作取得实效。推进城乡间、

学校间优质教育资源均衡配置，积极构建城乡

教育均衡发展格局；通过‘县来县往’培养全科

老师，引导专业教师‘归队’，组织有专业基础

或兴趣爱好的非专业教师培训等方式，着力解

决音、体、美教师缺额问题，通过聘请退休教

师、专家学者，引进社会专业人士，强化志愿者

服务等方式，充实和保证课后服务师资力量；

夯实教学常规管理、优化教学方式、改进课堂

教学、提升教研水平，着力提高学校教学质量，

确保学生在校内‘吃饱’‘吃好’，降低学生及家

长对校外培训需求；根据学生年龄特点、学段

要求和学校实际情况等，分年级、分层次、系统

性、个性化开设课后服务，增加课后服务校外

资源供给，建立红色教育、绿色生态教育、科技

教育、劳动教育等实践基地，增强课后服务吸

引力，满足学生和家长多样化需求。”

让百姓更有“医”靠

52 岁的陈生祥是西宁市湟中区多巴镇国

寺营村 1568 名村民的“家庭医生”。他说，过

去老百姓有点头疼脑热，都爱往大医院跑，乡

镇卫生院门可罗雀，一天下来也就十来个患

者。如今，群众对基层医疗的信任度不断提

高，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在基层看病。

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到“推动优质医疗资

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增加农村和边远地区

医疗资源，完善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制度，让

群众看病再多一些便利、再少一些负担。”

对此，省人大代表、达日县委副书记、县长

索南嘉曲表示：“我们要进一步完善专业公共

卫生机构资源下沉基层长效机制，持续强化公

立医疗资源在推进医防结合、实现优势互补方

面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加大医疗卫生投入，重

点在解决专业技术人员引进和培养、现有医疗

资源高效整合方面开弓发力，不断加大信息技

术在医疗卫生领域的成果转化，在内外双引、

重点突破的思路中逐步构建人才领军、功能完

善、学科完备的县乡村三级医疗体系，着力提

升医疗服务水平，逐步缩小与先进地区间的差

距，让更多医疗资源延伸向基层，更好满足全

民对医疗健康的新期待、新希望。”

省政协委员、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人民

医院党支部书记贾瑛表示：“如今，我们基层的

应急卫生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接下

来，我希望乡镇卫生院能加大医疗救治力度，

增加住院床位，还有就是加大培训力度，提升

基层医务人员的技术水平，进一步改善基层医

疗卫生条件，最终实现小病不出乡、大病不出

县。”

一项项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的蓝图已经绘

就。2023 年，青海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保持 75%以上的财政用于保障和改善民

生，继续集中力量办好一批民生实事项目，努

力在件件实事中惠民生、在点点滴滴中增福

祉。

点滴民生实事点滴民生实事 提升生活品质提升生活品质

更加注重推进共同富裕。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推进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
就业，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
公平统一、可持续的社会保障
网，健全义务教育、基本养老、基
本医疗、基本住房、社会救助等
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城乡居民收
入差距逐步缩小，中等收入群体
显著扩大，乡村振兴全面推进，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深化，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在
全国前列，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
障、更可持续。

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凝聚民力。
近年来，青海省在民生领域着力出实招、

补短板、兜底线，切实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
接、最现实的问题，推动民生事业高质量发展，
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过去五年，青海全体居民收入增速连续5
年高于经济增速；连续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
金、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水平、工伤保险长
期待遇和城乡低保标准；广播和电视综合人口
覆盖率均保持在99%以上；累计实施棚户区住
房、城镇老旧小区、农牧区危旧房改造和农牧
民居住条件改善48万多套……翻开记录发展
的“书页”，一组组具体的数据、一个个鲜活的
事例，无一不折射出民生之光的温暖。如今的
青海，各族群众坚定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满怀信心朝着共同富裕目标奋勇前进。

悠悠万事，民生为大。在海东市互助土族
自治县，家政服务培训拓宽了越来越多农村妇
女的就业路，让她们实现增收致富；在果洛藏族
自治州、玉树藏族自治州，基层医疗条件的改
善，让越来越多牧民生活更有质量；在基层各区
县，高素质农牧民培训，提升了他们的技能，让
他们更好地发展产业，增加收入，创造幸福生
活；在广袤的青海大地，各个学龄段的学生都
能顺利上学，在学校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点点滴滴的实事，就像一股股清泉，润泽着广
大百姓的心田，提升着他们的生活品质。

为了更好地办好百姓的事儿，各级政府部
门加大创新力度，探索更加便民、更加惠民的
施政方式。西宁市城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持续提升为民服务能力，已经连续两年开
展“直播带岗”活动，搭建企业与人才供需对接
的新桥梁。活动模式也从直播间带岗转变为
进厂区、进企业带岗，并将“云端求职”和“现场
招聘”融合，为用工企业和求职者提供更加个
性化和精细化的就业服务。海东市互助县就
业服务局把工作搬到田间地头，深入到企业工
地、马铃薯和特色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收集对
接县内灵活用工需求量，通过微信朋友圈等形
式广泛发布，有效解决用工单位“找不到人”与
务工人员“找不到活”的矛盾。在青海，像这样
的政府部门有很多，大家各显神通，结合各自
工作的实际，用心用情用智用力为民服务，暖
了民心，增强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的血肉联系。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
的新起点。2023年，青海将紧扣深入实施“一
优两高”战略，强化基本公共服务，持续增进民
生福祉。我们相信，一项项惠民生、暖民心的
举措，一件件用心用情的暖心服务定会解决好
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在青海高质量发展中创
造高品质的新生活。

本报记者 潘 玲

惠民生惠民生
暖民心暖民心

本报记者 潘 玲

悠悠万事，民生为先，人民至上。民生问题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过去的一年，青海把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与创造人民高品质生活紧密结合起

来，坚持政府过紧日子，腾出资金优先保障和改善民生，安排下达财政资金100.9亿元，让改革发
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族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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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出席今年两会的代表委员们各抒己见，纷纷表示在新的一年里要在自

己的领域继续发光发热，为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做出新的努力。正如省人大代表、西宁市社
会主义学院副院长李宏所言：“不断走在打造高品质生活的道路上，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
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方面构筑起全方位保障线，让更多的惠民举措
落地实施，不断提升全省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书写一份无愧于各族人民的‘幸福
答卷’，让青海人民的日子过得更有劲头、更有奔头、更有盼头！”

加
强
技
能
培
训
。

曹
有
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