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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汤红红）近年来，我

市牢固树立青年优先发展的工作理念，

聚焦青年就业服务、创业培育、人才建

设、社保权益，做好青年服务工作。

聚焦青年就业服务。精准掌握高

校毕业生的基本信息和就业现状，定期

推送政策服务信息，加强动态管理。引

导高校毕业生就业 1243 人、就业率

84％。开展汽车驾驶、企业新招员工

岗前、高校毕业生能力提升培训，重点

培训 16—35 岁青年 6352 人次。开展

“春风行动”等招聘会 35 场，实现就业

1927 人。对招用 2023 届及离校两年内

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的 16—
24 岁青年的 1000 余家企业发放一次性

扩岗补助 1551.85 万元，为 1000 余家企

业发放稳岗返还 2569.95 万元，助力稳

岗、扩岗约 3000 个，为稳定青年就业保

驾护航。

聚焦青年创业培育。为高校毕业

生提供创业孵化服务，建立健全创业

孵化机制，推行“七免七支持”（免费提

供办公桌椅、电脑设备、宽带网络、创

业培训、政策咨询、创业项目推介、公

共会议室；在房租补贴、创业奖励、创

业担保贷款、社保补贴、企业注册登

记、创业导师服务、创业系列活动七个

方面大力支持）创业孵化扶持政策，营

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吸纳 28 名高

校毕业生入驻“一街一园一基地”（创

业街、创业园、创业基地）。落实创业

政策“红包”，为 2名高校毕业生发放创

业担保贷款 55 万元；组织 43 名高校毕

业生赴温州、义乌等地参加创业能力

提升培训；组织 12 个高校毕业生创业

项目参加省州创业创新大赛，其中 2个
项目获奖。

聚焦青年人才建设。机关事业单

位招录 106 名青年人才；招募 98 名“三

支一扶”人员到基层就业，促进青年人

才全面发展和成长成才，为人才储备注

入活力；扎实做好青年人才职称评审、

聘任工作；全市各企事业单位 545 名专

业技术人员取得相应任职职称；向省、

州职称评审委员会推荐 213名青年专业

技术人才参加高级职称评审，有力促进

青年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

聚焦青年社保权益。健全灵活就

业人员、新业态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

险制度，开展“社保服务进万家”活动，

提升青年参保缴费意识，开展各类宣

传活动 100 余次，发放宣传资料 1 万余

份。目前，全市 16—35 周岁青年参加

基本养老保险的比例为 49.32%，参加

失业保险的比例为 47.2％。失业保险

金标准由每人每月 1530 元提高至每人

每月 1692 元，为 1000 余名失业人员发

放失业金、失业补助金、价格临时补

贴 、代 缴 医 疗 保 险 费 等 各 项 待 遇

1341.89万元。

我市“四聚焦”做好青年服务工作

本报讯（记者 冯伟 沙磊）悠悠

夏日，海棠盛开，丁香绽放，又逢一年

毕业时节。在市第二中学操场上，高

三年级的学生们身着盛装，戴着“金

榜题名”手环，从容自信地走过“成功

门”……6 月 3 日，市二中高三毕业典

礼暨成人礼充满了浓浓的仪式感。

活动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帷

幕。全体师生起立高唱国歌、行注目

礼，场面隆重。仪式上宣读并表彰了

“优秀学生干部”“三好学生”“新时代

好少年”，宣读了高三毕业生毕业决

定及名单；学生代表为高三毕业班教

师献上鲜花，表达对老师谆谆教诲的

感谢；高三年级全体学生面对国旗，

高举右拳，进行十八岁成人礼宣誓，

铮铮誓言铿锵有力，眼神坚定，激昂

高亢地喊出了自豪、责任与使命，表

达了同学们即将迈向人生新起点的

决心；教师代表、家长代表、学生代表

依次上台发言。

踏浪前行风正劲，青春逐梦正

当时。伴随着激昂的音乐，同学们

昂首挺胸，迈着坚定的步伐，在老师、

家长们的见证下，带着对未来的美好

憧憬，依次走过“成人门”“成才门”

“成功门”，迈出了成人路上坚实的第

一步，信心满满地走向即将到来的高

考“战场”。

仪式上，还设置了向家长诵读感

谢信环节。高三学生们用一封沉甸甸

的感谢信表达了对父母十八年来无私

奉献和陪伴成长的深情谢意；家长给

孩子赠送十八岁纪念礼物；同时，高

三老师们为全体高三毕业生系上“金

榜题名”手环；校长为准高三班级授战

旗，激励准高三学生奋勇向前。

整场仪式充满了感恩、激励和

期待，不仅是对学生们成年的一种

庆祝，更是对他们未来人生的一种

鼓舞和祝福。市第二中学的学子们

将以更加成熟的心态和更加坚定的

步伐，迎接未来的挑战，实现自己的

梦想。

市第二中学举办高三毕业典礼暨成人礼

图为二中毕业典礼现场。 记者 冯伟 摄

西海都市报讯（西海全媒

体记者 潘 娟 娟 通讯员 许 小

萍 魏廷科）“原来 2 个小时才

能完成的工作，现在只需要 5
分钟，配电自动化无线遥控操

作不仅节约时间，同时降低现

场近身操作风险。”在国网海

西供电公司供电服务指挥中

心的“四遥”观摩交流学习现

场，供电服务指挥中心配网自

动化运维班班员岳晓萍正在

向大家介绍该公司无线遥控

操作应用心得。

据悉，配电“四遥”即配电

自动化平台中的遥信、遥测、

遥控、遥调应用，是监控系统

中最主要的功能，主要作用是

获取配网线路必要数据和远

程操作。2018 年，国网海西供

电公司建成新一代配电自动

化系统后，显著提升配网运行

智能监视水平，解决配网运行

无监视、现场操作无管控、远

程操作无应用的问题，实现从

盲调向智能化的转变，为智慧

配电网建设提供“最强大脑”。

国网海西供电公司配网

调控班班长张海涛介绍，海西

配电网点多面广、结构复杂，

运维难度大。2021 年开始，公

司组成柔性专家小组，对公网

配电自动化终端保护定值远程召测、下

装技术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尝试，通过

配电网自动化主站实现对现场运行设

备精准召测、下装保护定值，有效提升

配电自动化线路管理水平，提高工作效

率，降低人工操作开关安全风险。

“过去，配网线路发生故障停电时，

工作人员需要通过人工巡线的方式查

找故障，并到现场去操作有关设备隔离

故障，并与调度协同恢复非故障区段的

供电，整个复电过程耗时将近 2小时，不

仅故障区用户无法用电，非故障区段的

用户也会受牵连。”张海涛说，现在只要

5 分钟平台就会精准定位故障位置，省

时省力的同时更减少人力物力，提高作

业效率。

从 2 小时到 5 分钟，生产效率提高

88%，该公司实现了配网故障区段的快

速定位和非故障区段的快速恢复。特

别是在高温、防汛、防疫等关键时期，一

旦发生紧急情况，通过远端控制即可进

行停送电操作，大大缩小停电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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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日报讯（记者 王宥力）到

2025 年底，城市街道助餐服务全覆

盖，80%的城市社区开展助餐服务，农

村牧区乡镇、村老年助餐服务扩面增

量实现新的突破。到 2026年底，全省

城市社区老年助餐服务全覆盖，农村

牧区乡镇、村老年助餐服务网络更加

完善，多元供给格局基本形成，可持续

发展能力得到巩固，老年人就餐便利

度、满意度明显提升。5月 28日，省民

政厅发布消息，全省 11部门联合印发

《青海省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的实

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着力

推动构建覆盖城乡、布局合理、共建共

享的老年助餐服务网络，让老年人享

受到方便可及、经济实惠、安全可靠的

优质就餐服务。

《实施方案》从设施建设、多元参

与、服务质量、补贴支持、综合监管等

五方面提出 16 条具体举措。采取配

建一批、新建一批、改建一批、辐射带

动一批、连锁运营一批等多种方式增

加助餐服务供给。城市按照构建一

刻钟养老服务圈合理布局，原则上每

个街道至少设置 1 个社区老年食堂；

农村优先在规模较大、人口较集中的

村、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开办老年食

堂、设置老年助餐点，鼓励在服务保

障老年人的基础上兼顾其他人群。

优化老年助餐服务供给方式。社

区养老服务设施等养老机构全面开放

养老助餐服务，鼓励有意愿、有能力的

机关企事业单位食堂、社会餐饮企业等

参与老年助餐服务，为周边老年人提供

订餐、堂食、送餐服务。老年餐品类型

逐渐覆盖至咀嚼吞咽困难的失能老年

人、需慢性病饮食干预的老年人以及少

数民族等有特定饮食习惯的老年人。

提升老年助餐服务供给质量。

制定老年助餐服务规范，实行统一台

账管理，明确食品安全、配送流程、服

务价格、服务补贴及相关要求等事项，

强化老年助餐点的运营管理。促进老

年助餐服务可持续。因地制宜建立老

年助餐点运营补贴制度，对老年助餐

服务机构给予运营补贴、落实税费优

惠政策，对享受助餐服务的老年人、特

殊困难老年人给予差异化补贴。

青海11部门印发《方案》积极发展高原特色老年助餐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