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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日报讯（记者 郭 靓）6 月 19
日，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医疗援

青工作十五周年相关情况新闻发布会

获悉，十五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国家

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和各支援省市，聚焦

项目、人才、新业务、远程医疗等领域，

倾力开展资金、智力、技术和网络“四支

援”，提高了全省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和

水平，为青海省医疗卫生健康事业发展

作出重要贡献。

中央层面支持。十五年来，国家卫

生健康委联合财政部，通过安排约

193.68 亿元转移支付资金，为我省卫生

健康事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自 2010
年起，中央财政大力支持我省 33 项国

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累计投入

1.56 亿元，有力提升当地专科医疗水

平。2021 年青海省被纳入国家区域医

疗中心建设范围，2022 年获批 2个建设

项目，通过引导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让

我省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

医疗服务。2010年，借助中央专项彩票

公益金开展出生缺陷干预救助项目，投

入财政救助金 660 多万元，为 700 多名

经济困难家庭出生缺陷患儿提供救

助。培养 700 余名医养结合从业人才，

全方位提升重点人群健康服务能力。

此外，中央累计投入 660 万元财政资

金，在青海尘肺病患者集中乡镇（社区）

建成 11 个尘肺病康复站。2019—2024

年，财政部下达 8.37 亿元，支持我省提

升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推进公立医院

综合改革。

对口支援省市层面支持。各支援

省市累计投入约 25 亿元资金，精准投

向我省基层医疗卫生项目，有效填补当

地医疗卫生服务短板，夯实基层医疗服

务根基。积极开展新技术、新业务，累

计达 1019项。通过现场指导、远程医疗

等多元形式，将先进医疗技术输送至受

援地区，提升医疗服务水平。聚焦智力

帮扶，精心打造“带不走的医疗队”。6
省市共派出 1046名医疗人才开展支援，

通过“传帮带”模式，培养技术骨干。坚

持“输血”与“造血”并重，多渠道加强人

员培训，推动受援医院人才素质与学科

建设双提升。

帮扶模式再升级，自 2022 年起，6
省市支援医院组织专家以医疗人才“组

团式”援青模式，重点支援帮扶我省 6
州人民医院和 14 个国家重点帮扶县医

院，实现人才、技术、管理资源精准对

接。自 2009 年起，从辽宁、部队医院结

对帮扶，到多批次派出医疗队实现全省

县级医院帮扶全覆盖；2021 年至今，辽

宁、江苏 55 家三级医院以“组团式”支

援模式，对我省 60 个县级医院开展深

度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持续下沉基

层，全方位提升青海基层医疗服务能

力。

本报讯（记者 冯伟）近日，市财

政局牵头组织市打非工作专班成员

单位、两乡两镇及各金融机构等 50
余家单位，在市奥体广场开展“守住

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主题防范非法

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活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以案

释法、面对面交流等形式，向广大群

众尤其是中老年群体普及非法金融

活动的相关知识，讲解非法集资、网

络贷款、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活动

的常见手段、特征和危害，引导群众

擦亮眼睛，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

集资。

此次宣传活动，发放宣传材料

3000余份，悬挂宣传横幅 55条，摆放

宣传展板 48 块，让广大群众深入了

解了非法集资的惯用套路，有效提升

了群众识别风险和自我保护能力，营

造了打击非法金融活动的浓厚社会

氛围，为维护金融秩序稳定、保障群

众财产安全发挥了积极作用。

市财政局表示，下一步将继续

发挥牵头协调作用，组织各单位常

态化开展防范非法金融宣传工作，

持续提升群众风险防范意识，切实

守护好群众的“钱袋子”。同时，将

联合执法及金融监管部门，加大对

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强化源头治

理，严厉打击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

行为，为全市金融行业健康发展保

驾护航。

我市开展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活动

宣传活动现场。 记者 冯伟 摄

十五年医疗援青推动青海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上接一版）世界高海拔地区 3500
米以上装机容量最大、调节库容

最大的开工建设项目”，承载着青

海电网削峰填谷、保障新能源消

纳的使命。240 万千瓦装机、年发

电 48.24 亿千瓦时的设计目标，使

其成为青海打造国家清洁能源

产业高地的重要支点。目前，主

厂房Ⅲ层岩台开挖完成 50%，上

水库坝基开挖完成 21 万立方米，

一级边坡支护进度达 75%；下水

库坝后压坡体累计完成 528.3 万

立方米，进度约 60%。引水系统

与厂房工程也在同步推进，2028
年底首台机组发电的目标正全

力推进。

与此同时，龙源新能源熔盐

储能项目正在与时间赛跑。青海

龙源新能源有限公司工程建设部

副主任象征说：“目前项目临建设

施已经完成，项目‘三通一平’、

围墙施工已完成；主厂房预制桩

施工完成，主厂房承台基础浇筑

完成；综合楼基础浇筑完成，第一

层框架柱模板安装完成；空冷平

台基础垫层浇筑完成 90%；化学

水处理车间基础开挖。我们在保

障安全生产的前提下，争取 12 月

底完成并网发电。”

这两个重大项目，是海西在

沙戈荒地区构建源网荷储一体

化新型电力系统的关键落子。

南山口抽蓄作为青海首个核准

的沙戈荒抽水蓄能项目，建成后

将直接提升电网对大型清洁能

源基地的调节能力，其超过 1600

万立方米的调节库容是天然的

“能量海绵”，实现电能的规模化

存储与高效转换；而龙源熔盐项

目作为省内首批“揭榜挂帅”新

型储能示范工程，其 150MW 熔

盐电加热系统可快速吸纳被弃

风电、光伏，通过熔盐储热实现

能量时移，为传统火电灵活升级

提供了全新路径。

夕阳西下，熔盐工地上透出

炽白的焊光，与南山口地下厂房

深处的灯火交相辉映，在广袤戈

壁中点亮一片星火。工人们安全

帽下的汗珠不断滚落，而他们手

中打造的，正是海西构建清洁能

源产业高地、实现绿色崛起的坚

实基础。

从戈壁到云端：格尔木新能源项目拼出“绿色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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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日报融媒体6月 19日讯
（记者 李雪萌）今年 5月，格尔木市

纪委监委通过强化一线监督，成功

化解农业灌溉用水矛盾，保障农田

灌溉生命线畅通。

夏季正值农业灌溉关键期，

格尔木市枸杞种植、麦田种植与城

市绿化等用水需求叠加，用水矛盾

突出。郭勒木德镇和谐村种植户

朵国春回忆起旱情仍心有余悸：

“苗长到关键期，谁都想浇地，水又

下不来，可把我急坏了！”

格尔木市纪委监委得知情况

后，迅速延伸监督“探头”，督促市

水利部门实地勘察，测量土壤墒

情，协调加大补水流量，与上游用

水单位协商错峰用水，并制定精准

轮灌方案。水利部门技术人员全

程跟进指导，保障灌溉无缝衔接，

朵国春的玉米地 2日内完成灌溉。

今年以来，格尔木市纪委监

委聚焦生产用水调度等关键环节，

与水利等部门协作联动，深入田间

地头开展一线监督。为确保轮灌

机制长效运行，督促建立轮灌时序

公示制度，强化用水户协会监督，

设立 24小时值班专线。数据显示，

和谐村及周边农田均在预定周期

内完成灌溉，未出现农作物减产。

（上接一版）的讲话精神，全力做好信

访案件化解，加快推进不动产权证办

理，高质量推进盐湖产业绿色转型发

展，深挖红色资源推动文旅融合。

会议要求，要准确把握高质量发

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不断提高格

尔木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品牌形象和

市场影响力，深入开展农村集体“三

资”监管突出问题集中专项整治行

动。要提高思想认识，从项目谋划储

备到竣工验收实行全过程监督管理；

要优化管理机构职能体系，细化明确

主要职责，厘清职责关系，健全完善

机构体制，推动陆港园区高质量发

展。要坚决扛起省委巡视格尔木反

馈意见整改政治责任，把巡视整改与

各项重点工作深度融合起来，切实把

整改成果转化为推进高质量发展的

强大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