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025年6月27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王建芳 综 合

青海日报讯（记者 丁玉梅）6月 23
日，省发展改革委发布消息，为全面、准

确、详细介绍青海营商环境重点领域的

创新实践与显著成效，省发展改革委会

同省有关单位、各市州，于近期编制了

《2025年青海营商环境蓝皮书》（以下简

称《蓝皮书》）。

《蓝皮书》按照总分总结构，从青

海营商环境综述、企业全生命周期服

务、投资兴业沃土耕耘、营商环境改革

护航、政策红利释放、创新争优实践、打

造一流营商环境愿景等七个篇章，全面

介绍了青海在促进市场充分竞争、保护

经营主体合法权益、降低企业生产经营

成本、优化涉企服务等方面的改革举措

和总体成效，详细阐述了生态文明高

地、产业“四地”、绿色算力新赛道等方

面的深耕细作，提出了进一步打造一流

营商环境愿景展望，彰显了为全社会创

业创新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发展

环境的决心。

近年来，青海省委、省政府认真践

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营商环境建设的

重要论述，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优

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以经营主体需

求为导向，提速对标、精准施策，推动全

省营商环境总体呈现逐年向好、持续优

化的态势。

青海发布2025年营商环境蓝皮书

本报讯（记者 王秀琴）日前，记者

从市民政局获悉，目前全市已建成 6
所日间照料中心，满足了老年人健

康养老需求，托起了老年人幸福“夕

阳红”。

走进八一社区日间照料中心，明

亮整洁的环境让人眼前一亮，老人们

在不同区域唱歌、打牌、下棋、聊天，十

分热闹。记者看到，临近午饭时间，老

人们已坐在餐桌旁等待开饭。王秀芳

老人告诉记者：“日间照料中心里不仅

有活动室，还有食堂，平常和大家聊聊

天、打打牌，每天过得特别开心。”

市民政局为民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老年人早上

来、晚上回，中午在日间照料中心就

餐、休息。此外，中心还不定期邀请

志愿者为老年人测血压、血糖，为行

动不便的老人免费修剪头发，让老年

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贴心的

养老服务。

在盐湖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大厅

内充满了浓浓的生活气息，几位老人

围坐在一起，或低头阅读，或聚精会神

地下棋，脸上洋溢着舒心的笑容。

近年来，市民政局秉承为老服务

理念，积极探索养老服务新途径，不断

激发养老服务发展活力，创新智慧养

老新模式，打造了以社区为依托、以日

间照料中心为主阵地的暖心“托老

所”，织密助餐服务网络，开设家门口

“爱老幸福食堂”，每日开展助餐服务，

把热气腾腾、营养均衡、口味丰富的饭

菜送到老年人手中，有效解决了独居、

高龄、失能等特殊老年群体的“就餐

难”问题。

据了解，市民政局将始终坚持以

满足广大老年人的生活需求为出发

点，持续完善日间照料中心各项功能，

为老年人提供高质量的养老服务，真

正让养老服务“优”起来、老人心田

“暖”起来、群众生活“美”起来。

日间照料中心让养老变“享老”

老人们在八一社区日间照料中心休闲娱乐。 记者 王秀琴 摄

本报讯（记者 景桂珍）6 月 20 日，

市司法局携手市能源局走进华电（格

尔木）能源有限公司、青海龙源新能源

有限公司，开展“法律援助进工地”及

安全生产普法宣传讲座，以增强农民

工群体的法律意识与依法维权能力。

讲座邀请了两位专业律师，以真

实案例为切入点，紧扣《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劳务合同签订规范、《保障

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等刚性条款，通

过法律剖析、风险警示等方式，系统解

读劳动合同签订陷阱、工资支付周期

界定、欠薪救济法定流程等核心内

容。针对“未签合同如何维权”“转包

工程欠薪找谁负责”等农民工最关心

的问题，律师们结合本地典型案例，用

通俗易懂的语言绘制出清晰的维权路

线图，让晦涩的法律条文转化为可操

作的“维权宝典”。

在互动答疑环节，农民工们踊跃提

问，现场气氛热烈。“包工头失联了怎么

要回工资？”“工伤后赔偿谈不拢该找

谁？”……针对这些问题，律师们逐一讲

解证据收集要点，详细说明劳动仲裁申

请、法律援助介入等维权路径，并分享

了“保留考勤记录”“拍摄工作现场视

频”等实用方法。律师们还主动留下联

系方式，便于提供后续法律服务，切实

帮助农民工破除维权障碍，增强依法维

权信心。其间，工作人员还为农民工发

放了精心准备的“法治能量包”。

此次活动有效提升了农民工群体

的法律意识和维权观念，拓宽了他们

的依法维权渠道，为促进劳资关系和

谐稳定、营造良好的用工环境提供了

有力的法治保障。

法律援助进工地 暖心守护“薪”希望

本报讯（记者 李莎莎 通讯员 张

敏霞）近日，市统计局开展人口固定

样本跟访调查工作，旨在加强人口

统计与动态监测预警，完善人口流

动、留守儿童等重点领域统计监测体

系，为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数据

支撑。

本次调查聚焦人口基本信息与动

态变化，涵盖调查对象的姓名、性别、

受教育程度、迁移流动轨迹、婚姻生育

状况等核心内容。调查员采用电子采

集设备（PAD 或智能手机），以入户询

问、现场填报的方式开展工作。目

前，两轮调查任务已完成，共涉及昆

仑路街道、金峰路街道、河西街道、西

藏路街道、郭勒木德镇等辖区的 13 户

29人。

入户登记期间，调查员主动向居

民说明调查的目的与意义，严格遵循

标准化流程，逐户核对家庭成员就业

就学、迁移流动等关键信息。经居民

现场确认签字后，数据即刻通过数字

化平台直报，确保信息采集精准高效、

实时可溯。

市统计局开展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工作

本报讯（记者 谭丽 王

秀琴）近日，市公安局反诈中

心以保障高考学子免受电信

诈骗为核心，紧扣高考各阶

段特点，多举措、全方位开展

反诈系列行动，为平安格尔

木建设筑牢坚实防线。

高考前夕，民警走进高

中校园开展“护航高考，反

诈同行”专题活动，通过发

放反诈宣传手册、剖析“售

卖答案”等典型诈骗案例，

增强考生防骗意识；考试期

间，反诈中心在考点周边设

立宣传点，融合反诈宣传与

便民服务，提醒家长警惕

“花钱改分”等陷阱。

高考结束后，该中心联

合移动、联通、电信三大运

营商，利用反诈专线对高考

学子进行全覆盖反诈预警

电话拨打。在电话中，民警

针对志愿填报和录取阶段

可能出现的虚假录取通知

书、虚假助学贷等诈骗手

段，详细讲解防范要点，叮

嘱考生和家长遇到可疑情况要及时与

学校、教育部门或公安机关沟通核实。

此次反诈宣传行动贯穿高考前、中、

后全流程，通过多样化、精准化的反诈宣

传举措，全方位编织起反诈防护网络，

切实维护广大考生和家长的切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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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晚报讯（李静）为进一步提升

医保服务便民性和可及性，青海省医

疗保障局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

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济范围从直系亲

属扩大到近亲属的基础上，持续优化

医保家庭共济账户，不断增强人民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在共济账户金额划拨方面，取消

最低划入 500元限制，参保人可自主决

定共济账户划拨额度，无论是少量多

次的灵活注入，还是一次性的较大金

额划拨，精准契合家庭使用需求，不断

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率。

在共济账户创建方面，放开异地

安置备案人员创建共济账户，实现长

期异地居住、安置人员线上将个人账

户资金共济参保亲属，最大限度发挥

共济作用，有效减轻职工本人及其近

亲属参保缴费、看病就医负担。

青海医保
共济账户使用
范围再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