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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小事，也是“国之大者”，桩

桩件件，都是习近平总书记最深切的

牵挂。“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

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家家户户都盼

着孩子能有好的教育，老人能有好的

养老服务，年轻人能有更多发展机

会。”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5 年新年贺

词中的句句叮咛让人倍感温暖、深受

鼓舞。

回首 2024 年，省委、省政府不断

增进民生福祉，让现代化新青海建设

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省各族人

民。突出就业优先导向、办好人民满

意的教育、保障人民健康、全面完成地

震灾后恢复重建……从年初制定的十

大类 44 项民生实事工程“清单”到年

尾交上的一份沉甸甸的民生“答卷”，

青海用务实举措托起了群众在共同富

裕道路上稳稳的幸福。

建设宜居家园
让群众住得更安心

进入腊月，河湟谷地的年味儿逐

渐浓郁起来。走进位于海东市民和回

族土族自治县中川乡金田草滩新村，

村里的主干道及家家户户都挂上了火

红的灯笼。在杨忠才老人家里，他和

老伴儿正在宽敞明亮的新居里逗自家

的小狗，房间角落里空调正呼呼吹着

热风。

“我们家的户型是 120平方米，政

府帮我们免费配备了一些配套基础设

施，搬过来快两个月，住着特别安心温

暖，这份温暖不光是住在房子里面的

温暖，还有来自党和政府的温暖。”老

人兴奋地介绍自己的新家。距离金田

草滩新村 2 公里外，是一片被砂涌夷

为平地的空地，老人曾经的家就在这

片空地上。

2023 年末，突如其来的地震让海

东市 3 个县 42 个乡镇 16.12 万群众受

灾，民和县金田村和草滩村部分群众

的亲人和房屋更是被无情的砂涌掩埋

吞没。在悲痛中奋力前行，进入灾后

恢复重建阶段，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

领导下，海东市各级党组织认真践行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带领受灾群

众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众志成城家园新，涅槃重生满庭

芳。一年过去，36527户农房建设任务

全面完成，维修加固重建的校舍、新改

建的医院、卫生室、乡镇文化中心等投

入使用，实施的消防救援提升项目和

避险搬迁安置项目从根本上解决受威

胁群众的安全问题……当前，灾后重

建工作已经基本完成，灾区群众正在

向着“山下有新村、山上有基地、振兴

有产业、幸福有盼头”的新生活奔去。

在全省更广大的农牧区，青海稳步

推进和美乡村建设，构建乡村建设省、

市州、县、乡村“四级”协同推进工作体

系，因地制宜提升农牧区基础设施和人

居环境质量水平。目前已累计实施

1200 个和美乡村建设项目，覆盖全省

80%的行政村；实施农牧民危房改造和

抗震改造 1402户，并探索在和美乡村建

设中同步解决部分农房抗震设防不达

标、抗震性能较差等住房安全问题。

当我们将目光从山乡投向城市，

涉及无数市民的老旧小区改造，这是

城市发展中的“民生大事”。2024 年，

青海共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2.75万
套，保障性租赁住房 1322 套，城市危

旧房改造 248 套，发放租赁补贴 4843
户、1453.92 万元；既有住宅加装电梯

100 部，启动改造 15 年以上老旧电梯

400多部。

促进高质量就业
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共享

岁末年初，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

州德令哈市柯鲁柯镇希望村几名年轻

人银行卡里收到了 2024年最后一个月

的工资，他们准备好好过个年。柯鲁

柯镇紧邻德令哈市光伏产业园区，园

区内有青海中控、中广核德令哈等新

能源企业。立足企业项目建设等需求

及村民务工需要，德令哈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积极为双方搭建双向供

需平台，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稳定

就业。

不断推动产业带动就业，2024 年

青海相关部门围绕打造“国家清洁能

源产业高地”，会同有关部门从政策扶

持、用工服务等方面制定了重点企业

用工服务保障工作措施。在产业就业

政策支持下，西宁经济开发区一批新

能源、新材料企业累计带动就业 2.7万
余人。海南藏族自治州构建“光伏产

业＋绿色养殖＋生态保护”融合模式，

全年光伏新建项目累计吸纳务工 3442
人，年人均收入达到 6.82万元。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群众

“关键小事”、民生“头等大事”。青海

以打造“青海 e 就业”特色品牌为牵

引，统筹实施职业技能提升等六项工

程，为就业困难等重点群体提供服务，

同时着力构建终身职业培训体系。在

2024 年 12 月，青海集中一个月时间在

全省范围内开展了高校毕业生就业专

项行动，多渠道全方位为广大高校毕

业生提供精准就业服务。

民生冷暖，枝叶关情。挥手 2024
年，最动人的是人民情怀，最暖心的是

民生温度。青海不断提高基本公共服

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缩小区域、城

乡、人群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发展

差距。

——全面建成全省统一的城乡居

民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制

度。提高全省参保患者用药保障水

平，新版药品目录自 2025 年 1 月 1 日

起落地执行。

——印发《关于构建优质均衡的

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的实施方案》，

从 7 个方面制定 26 项具体措施，加快

推进全省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

——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立优质

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

——让出行更便利，全省公路通

车总里程达 9.1万公里，高速（含一级）

公路里程达 5150 公里，实现所有市

州、76%的县城通高速公路，所有县级

行政节点通二级及以上公路。

——环湖赛、青超联赛等赛事激

情燃动，群众体育赛事活动普遍开展，

民族地区体育得到充分发展……

关注“一老一小”
守护“朝夕美好”

“一老一小”牵动万千家庭，青海

瞄准“一老一小”难题不断推出务实举

措，成为全省不断纵深推进民生领域

改革故事的生动注脚。

“您腿脚不方便，我帮您去交电

费。”“这两天要降温，您注意多加件衣

服。”“家里缺什么您跟我说，我去帮您

买……”在一声声嘘寒问暖和关心帮

助中，幸福养老管家成为了西宁市湟

源县城关镇银河湾小区老人们最贴心

的陪伴。

2023 年 10 月，西宁市创新开展

“五融五员幸福养老管家”为老服务新

模式，整合养老服务资源，为老年人提

供全链条、全周期、全天候的养老服

务。通过一年多的运行，养老管家们

凭借专业素养和温暖爱心，殷切为老

人们排忧解难，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对

老年群体无微不至的关怀与守护，赢

得了老人及家属的一致好评。

夕阳无限好，人间重晚晴。青海

持续将养老服务纳入为民办实事项

目，采取“多元+”方式不断完善养老

服务体系，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

依。通过动态优化调整全省养老设施

布局，已构建形成由 205 个养老服务

机构、249 个社区日间照料中心、1403
个农村互助幸福院组成的县乡村三级

养老服务网络。

同时，进一步推动社区老年食堂

改造和新建工作，积极探索城市、农

村、牧区老年助餐服务有效路径，鼓励

各地设置社区老年助餐点，按照供需

并补的思路，引导社会力量参与老年

助餐服务，建立多元筹资机制，加强农

牧区老年助餐服务。

在“幼有所育”方面，2024 年青海

印发《青海省推动托育服务高质量发

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进一步健全

托育服务体系，推进托育服务高质量

发展。《措施》在确保政策实施方面提

出，新建居住区，按标准配套建设托育

服务设施，扶持有条件的用人单位建

设托育机构，并建立托育服务考核激

励机制，对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等困难

家庭中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家庭通过政

府购买服务方式建立困难家庭托育降

费补贴机制。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

连续不断的新起点。回首 2024 年，青

海在民生保障领域一步一个脚印，用

实实在在的行动回应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期盼。眺望新的征途，青海将在民

生福祉的画卷上描绘出更加绚丽多彩

的篇章，向着实现人民对更加美好生

活的向往阔步前行。

以实干书写民生温暖“答卷”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

最大的民生福祉。

▶居民带着孩子在社

区图书室免费阅读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