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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日报海西讯（记者 李庆玲 苏

烽）“从受理到发放贷款不到 5天时间，

办贷效率极快，而且贷款利率仅为

3.75%，还减免了企业抵押登记费和评

估费，有效缓解了企业资金燃眉之急。”

5月 14日，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大柴

旦金陵雅丹旅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吴本

林对银行的高效工作赞不绝口。今年

以来，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海西监

管分局指导下，海西地区银行业金融机

构抢抓时间窗口，靠前担当作为，多举

措提升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质效，浇灌金

融“活水”，不断润泽了国民经济的“毛

细血管”。

海西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持续构

建线上服务体系，加强数字化、场景化

建设，开辟服务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快

速通道”，让数据“跑路”代替企业“跑

腿”，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和时间成本。

截至目前，辖内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

额 45.35亿元，较年初增加 1.71亿元；各

项贷款余额 384.11 亿元，较年初增速

0.98%；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较各

项贷款增速高 2.94%；贷款余额户数

11368 户，较年初增加 483 户；普惠型小

微企业贷款利率 4.44%，较年初降低

0.49个百分点。

此外，让普惠金融“普得更广、惠

得更实”，通过配套金融产品“量体裁

衣”帮助小微企业生长，增强小微企业

内生动力。截至目前，辖内小型企业贷

款余额 123.74 亿元，当年累放 4.63 亿

元；微型企业贷款余额 40.82亿元，当年

累放 2.39亿元；个人经营性贷款 54.85亿
元，当年累放 11.3亿元；其中个体工商户

贷款 16.56亿元，当年累放 3.19亿元。

海西：金融“活水”润泽小微企业

□ 青海日报记者 苏烽 通讯员 郭曲太

在青海西部的柴达木腹地，有一

座宁静而美丽的城市——海西蒙古族

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这里，有一条蜿

蜒的河流，纵贯整个德令哈市区，蒙古

语称之为“巴音河”，意为“幸福的河”。

每天清晨，家住市区的况海英都

会沿着巴音河漫步，享受难得的宁静

与和谐，“多年前可没有这般的水清岸

绿。那时，河流浑浊、两岸脏乱，与现

在真是鲜明对比。”

作为德令哈市的母亲河，全长

320 公里的巴音河深情滋润着这片土

地，见证了城市从一个小镇到现代城

市的蜕变，也见证了人们生活的变迁。

自 1954 年至现今，海西大地沧桑

巨变，巴音河随之焕然一新，从一条曾

经破败不堪的河流，变成了如今美丽

的生命之河。这一切，都源于对河道

的系统治理。

德令哈市河湖中心主任刘海忠

在水利工作第一线坚守了 30多年，对

水利有着特殊的感情，巴音河河道综

合治理他也参与其中。如今，每当听

到外地游客和市民赞扬巴音河，他便

很有成就感。

“2007 年至 2019 年，巴音河河道

综合治理工程整整花费了 12 年的时

间。这 12年里，我们做足做活‘水’和

‘绿’的文章，把巴音河建设成为环境

优美的景观河、水草茂盛的生态河、水清

河畅的安全河、物产丰饶的资源河、人民

安居乐业的幸福河。”刘海忠介绍说。

为了改变巴音河的“容貌”，自

2007年以来，海西州、德令哈市两级政

府实施了河道综合治理工程，通过修

建防洪堤、壅水坝和排洪冲砂槽等设

施，确保了河流的安全与畅通。同时，

还对两岸进行了绿化美化，种植了大

量树木和花卉，形成了美丽的巴音河

核心景观带。

河畔公示牌静静地诉说着综合

治理的历程：整个巴音河河道综合治

理工程斥资 9.63 亿元，精心实施水利

工程、景观工程、园林绿化工程，筑起

了 37.6 公里的防洪堤，建成了 10 座壅

水坝和 2.7公里的排洪冲砂槽，新增了

40 余万平方米的水域面积，两岸绿化

面积达到了 307公顷。

现如今，夹岸林带景观绵延簇拥着

28座亲水台阶和 10.4公里花岗岩护栏，

巴音河犹如一条蔚蓝色的飘带，蜿蜒从

城市中央一路向前，让24公里长的巴音

河市区段既有“颜值”又有“气质”。

河道环境改善了，治理工程取得

阶段性成功，但后期还需要长期悉心

维护。2017 年以来，德令哈市全面推

行河长制，分级签订河长制目标管理

责任书，开展河湖管理范围划界，明确

河道巡查员、保洁员，组建志愿者护河

队，持续开展河道巡查和保洁活动，确

保河道水面清洁，河流贯通，让巴音河

厚植生态底色，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随着市区扩容，我们逐年提升

河道两岸植被覆盖，种植新疆杨、榆树

和花卉。同时，还在景观带设置中外

历史名人诗篇主题景观。目前，通过

智慧河湖系统建设，已实现‘天上看、

地下查、河边巡、网上管’，24 小时对

河道进行监控。”刘海忠说。

从以前河道破损、水体污染的

“险河”“臭水河”，到现在行洪顺畅、

风景秀美的安全河、景观河，巴音河的

蜕变，是德令哈市乃至整个海西地区

生态文明建设不断迈步向前的缩影。

夜幕来临，绚烂的灯光伴随着音

乐在湖水中摇曳，巴音河沿岸 9 公里

被长龙式灯带瞬间点亮，市民穿梭在

两岸林带休闲道散步。各具风格的景

观工程，让巴音河两岸成为艺术长

廊。承载着无数德令哈人记忆的母亲

河，正呈现出一幅清水潺潺、人水和谐

的美丽画卷，带给当地老百姓实实在

在的获得感、幸福感。

让幸福流淌进群众心田

巴音河畔优美的城市画卷。 青海日报记者 苏烽 摄

青海日报讯（通讯员 茫组）海西

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茫崖市严格执行公

务员退休政策，从实际出发，以落实退

休审批程序为抓手，坚守原则、遵守流

程，把握重点、抓住关键，切实做好公

务员退休审批工作。

茫崖市将干部退休工作节点前

移，结合公务员管理信息采集系统、公

务员工资系统、干部任免审批表，按照

到龄月份先后顺序、人员身份、职务职

级等，提前建立拟退休公务员台账，尤

其是对档案年龄和实际年龄不符的干

部进行认真核实，确保拟退休公务员

底数清、情况明，实现公务员到龄退休

审批不迟、不漏。

积极主动协调社保部门，整理退

休人员档案、做出明细表格。同时，

对到龄人员的职务职级、工资情况等

进行全面复核，坚持以原始档案为

准，逐人逐项审核，层层核查比对，确

保将拟退休人员信息核准核实，保证

退休工资待遇核算精准无误，打消

退休干部的疑虑，增强退休干部满

意度。

对于到龄退休的公务员，通知单

位提前按照相关程序流程上报退休相

关材料，严格核查干部人事档案，征求

有关部门意见后，提交会议研究审议

后下发退休文件，并及时反馈退休

公务员单位及办理退休手续的相关

单位，梳理汇总有关注意事项情况

说明，实现公务员退休工作依法依

规办理。

茫崖切实做好公务员退休审批工作

柴达木日报讯（记者

张萍）今年以来，州医保局

紧紧围绕参保群众的关心

和期望，深入推进医保高

频事项不断向老百姓身边

延伸，实现“一网通办、全

省通办、一次办成”，进一

步落实让群众少跑腿，让

数据多跑路，帮助参保群

众节省办理时间和成本。

自“全省通办”工作开

展 以 来 ，及 时 指 导 各 市

（县、行委）医保经办机构、

商保公司、合作银行围绕

什么是“全省通办、全省通

办流程有哪些、可通办哪

些事项”开展宣传，以“入

企敲门”活动为契机，告知

企业经办人员、企业参保

职工、办理业务所需材料、

分别设置了哪些窗口、进

一扇门办哪些事，以企业

参保人员关心的异地安置

退休人员备案、生育保险

备案登记及其他临时外出

就医人员备案等高频事项

为例，对哪些事可以全省

通办、如何通办作了全面

讲解。

通过青海省医保信息

平台，对医保政策宣传、异

地安置退休人员备案、生

育保险备案登记等 13 项参保群众最

关心、最需要的高频事项，精简办事

材料、线上线下同步审核、高频事项

“就近办”等方式不断优化办事流程，

实现参保群众在全省任何一家办理

机构进行业务申请或材料提交，让医

保业务在全省所有医保服务窗口无

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进一步为参

保群众提供“一站式”贴心服务。同

时，对申请条件、申报资料、申报方

式、受理模式、审核程序、经办流程、

办理时限等内容进行梳理，统一业务

规范和标准，统一异地办理服务方

式，确保“全省通办”有序推进。

以综合柜员制为抓手，确保全

省通办业务表格一次填清、咨询一次

讲清、告知一次说清、受理一次审清、

审批一次办清、材料一次收清，全力

打造亲民爱民为民的医保服务窗

口。对老年人及特殊群体以引导帮

办、全程代办、无偿服务等方式，实行

专人负责、限时办结、全程跟踪、台账

管理的服务模式，避免了老年人及特

殊群体来回跑，为参保群众打造了高

效、便捷、贴心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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