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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总工会启动
困难职工慰问

救助行动
本报讯 10 月 30日，州总工会

向四县总工会及州直20名建档立卡
困难职工代表现场发放了慰问金。

此次我州困难职工救助慰问行
动共慰问救助334户，其中州直50
户，同仁县 126户，尖扎县 78户，
泽库县69户，河南县11户。慰问救
助对象为经州、县总工会精准识
别、建档立卡的困难职工。慰问救
助标准为一般困难每户5000元，特
困每户8000元，大病医疗每户1万
元，是近年来救助标准最高的一
次。采取实名制卡式发放和上门慰
问两种方式进行。资金来源为捆绑
使用中央财政、省财政、省总工
会、州总工会四方帮扶资金共计196
万元。本报讯 今年以来，黄南州始终坚持把保障

改善民生作为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积
极调整支出结构，“勒紧腰带”不断让利于民，
财政资金更多地向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三农
等民生领域倾斜，人民群众获得感大幅提升。
截止9月底，全州民生支出完成66.68亿元，占
比达到81.79%。

坚持就业优先战略。把稳就业摆在突出
位置，严格落实各项就业补贴政策，重点解决
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群体就
业。通过加大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及奖补政策
支持、扩大就业见习补贴范围等措施，鼓励城
乡居民就业创业。按照省上统一部署，动态调
整养老金标准，合理调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筹资结构，支持实施低保、残疾儿童康复、困
难群众法律援助等民生兜底政策。截止9月
底，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6.89亿元，同比增长
1.88%，增支0.13亿元。

助力脱贫和生态文明攻坚战。全力支持
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的实现，认真落实相关政策
要求。围绕落实生态责任、发挥生态价值和挖

掘生态潜力，支持推进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
等治理工程，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加快实施天
然林、湿地保护以及退耕还林还草、水土保持
等项目，支持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加大城
乡环境综合整治力度，筑牢绿色发展根基。截
止9月底，农林水事务支出26.26亿元，同比增
长39.8%，增支7.47亿元。

支持发展公平优质教育。按照全州教育
布局调整方案，继续落实城乡统一的义务教育
经费保障机制，全力构建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
育的全覆盖资助体系。巩固实施学前教育三
年行动计划，加强义务教育、乡村小规模学校
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推进普通高中和中
职教育学校基础设施和信息化建设，改善办学
条件。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扩大政府购买学前
教育服务范围，完善教师补充机制。截止9月
底，教育支出10.16亿元，同比增长51.91%，增
支3.47亿元。

促进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继续支持县级
公立医院服务能力建设，加大贫困地区医疗卫
生服务能力建设支持力度。截止9月底，医疗

卫生支出6.95亿元，同比增长115.6%，增支
3.73亿元。

促进旅游文化体育事业发展。全力支持
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施文化惠民工程，
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支持全民健身和大型体
育活动举办。支持提升旅游综合服务能力和
开展宣传推介。促进旅游与文化体育经贸等
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拓展旅游产业价值链，全
面提升品牌影响力和吸引力。截止9月底，文
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2.86 亿元，同比增长
161.4%，增支1.76亿元。

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和城乡社区建设。
继续实施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危房改造
工程及配套基础设施等建设，努力为群众营造
一个舒心的家。支持实施高原美丽乡村、美丽
城镇、“厕所革命”及城镇道路整治工程，补齐
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短板，高质量改善人居环
境。截止9月底，住房保障支出2.31亿元，同
比增长14.96%，增支0.3亿元。城乡社区事务
支出 7.94 亿元，同比增长 35.88%，增支 2.1
亿元。

黄南州八成财政支出向民生倾斜

本报讯 尖扎县地处黄河谷地，水质清
洁、土地肥沃、交通便利、光照资源丰富、
昼夜温差大，优越的自然资源是发展特色农
业的理想之地，2019年，尖扎县积极加快结
构调整步伐，引进新品种、新技术，种植出
了高附加值、高收益的各类彰显尖扎特色的
农作物。

“素中之荤”羊肚菌仿野生种植成功，
尖扎设施种植有了高端食用菌。2018年 11
月，素有“素中之荤”的羊肚菌在尖扎县夏
藏滩村青海恒泽农业有限公司引进试种50
亩，今年4月，在该公司和县农业技术推广
中心专业技术人员的精心指导和悉心管理下
喜获上市，亩产达到170公斤，亩产值高达
4万元。经过总结成功经验，今年羊肚菌种
植采用了促早栽培模式，并且规模扩大到了

82亩，计划在“两节”期间上市。羊肚菌作
为食用菌的高端菌种喜获成功，将有利于向
全县设施基地推广种植，这将进一步带动周
边农牧民脱贫致富，为农牧民增收创造更好
的条件。

“蔬菜之王”芦笋成功种植，高端露地
蔬菜落地尖扎。芦笋作为十大名贵蔬菜之
一，具有良好的营养价值和经济价值，一次
栽植可连续收获20年以上。其生长环境要求
低，田间管理简易。今年4月在康杨镇、昂
拉乡种植芦笋1000余亩，经过今年统一灌
溉、统一施肥、统一田间管理等工作，千亩
芦笋长势喜人，笋秧已长至半人高。预计
2020 年即可收益，亩产 500 公斤，产值
3000 元，2021 年产量可达到 1000 公斤左
右，产值达 5000 元。在露地上种植芦笋，

可以和扶贫产业有机结合，让老百姓积极参
与芦笋种植及产业化发展，有效带动农牧民
实现增收致富。

花生、生姜间套种日光温室，新技术提
高了土地产出率。由省农科院专家王树林主
持的新型套种技术在尖扎县农业科技示范园
区和坎布拉镇绿色蔬菜种植大棚专业合作社
率先引进，并试种成功，以马铃薯→花生、
生姜间作→辣椒间套种技术，是利用这四种
作物的生物学特性和生长周期，有效克服日
光温室种植的轮作障碍、减少农药施用量、
提高土地利用率、降低生产成本的一项绿色
技术，马铃薯已采收，亩产3000公斤，花
生与生姜将在近期采收，预计产量为750公
斤和2500公斤，该间套种技术的引进，可
在全县日光温室种植地区大力推广。

尖扎有了高收益特色农作物

本报讯近日，中国农业银行黄南
分行为同仁县曲库乎乡古德村48户
农牧户发放了贷款580万元。

近年来，农行黄南分行认真贯
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脱
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工作要求，以服
务“三农”为己任，抢抓州委、州政
府推进“三区建设”和实施“两大战
略”历史机遇，加大信贷投放、延伸

金融服务网络，积极破解信贷难
题，不断提升金融扶贫质效，大力
支持乡村振兴发展。农行黄南分
行把扶贫重点县精准扶贫贷款、服
务带动贫困人口只增不减等作为

“硬要求”，聚焦深度贫困地区，对
接金融服务需求，持续加大产业、
项目和个人精准扶贫贷款投放力
度，全力带动贫困人口脱贫致富，

有效增加信贷投放。农行黄南分
行各项贷款余额12.6亿元。前三
季度累计发放各项贷款3.19亿元，
带动贫困人口651人。有效延伸
服务网络，立足打通贫困地区金融
服务“最后一公里”，以物理网点和
惠农通服务点为基础，充分发挥手
机银行优势，积极构建围绕人工网
点+自助银行+惠农通工程+互联

网金融+流动服务“五位一体”金融
服务体系，不断提高偏远贫困地区
基础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和
便捷度。截至目前，农行黄南分行
投放自助设备68台，手机银行用
户12万户，设立惠农通服务点256
个，覆盖行政村219个，实现了全
州乡镇全覆盖，行政村覆盖率达到
83.9%。

古德村48户农牧户成功借贷580万元

本报讯 今年以来，我州坚持把提
高高中阶段教育办学质量，注重加大
高中阶段教育投入力度、补助政策、
结对帮扶工作、教师队伍建设，促进
内涵发展作为推动普通高中教育发
展的突破口，推进高中教育提质
发展。

针对高中阶段学校基础设施相
对薄弱的实际，多渠道落实项目资
金，进一步提高建校标准，满足办学
需求。2018年至今，先后组织实施4
所普通高中新改扩建项目，涉及学校
综合楼、风雨操场、阶梯教室、附属配
套设施、校园改造、教育装备和信息
化建设等内容，总投资 4834 万元。
截至目前，部分项目已竣工使用。
2019年，免除高中阶段学生学杂费
497万元、书本费259万元，为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补助助学金1246万元。
认真落实中职教育资助及三江源地
区“1+9+3”政策，中职一、二年级学
生享受2000元国家助学金，三年级
学生享受800元三江源助学金。积
极争取社会资助，年内争取落实高中
阶段贫困学生社会资助70余万元，
不让一名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
学。建立健全州内一级高中对口帮
扶其他高中工作机制，全力促进普通
高中教育均衡发展，并加强工作指
导，落实帮扶职责。加大异地办班规
模，2019年天津市黄南异地民族高
中班增设一个班40人，河南县40名
初三毕业生赴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
金霍洛旗高级中学就读。积极落实
定向招生工作，2019年天津市7所高
校面向黄南籍高三毕业生招收25名
定向就业本科生。近年来，先后公开
招聘高中教师125名，调剂解决泽库
县民族高中教师编制10人，接受天
津和青南地区支教高中教师70人。
通过县域交叉任职、学校中层干部和
教育教学一线选拔等方式，对州直5
所学校的12名领导班子成员进行了
调整，进一步强化了州直学校工作力
量，提升了教学管理水平。州财政每
年投入60余万元，用于返聘紧缺学
科退休高中教师。注重教师培训力
度，年内组织课改等各类培训500余
人次，进一步提升教育教学能力。

“四个注重”
推进高中教育提质发展

本报讯（记者 施建华）11月5日至6日，
青海省包虫病综合防治工作现场推进会在泽
库县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李杰翔、省卫
健委主任吴捷、省政府副秘书长苏全仁、省卫
健委副主任王虎以及来自全省各有关单位的
240余名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上，吴捷在通报了全省包虫病防治工作
进展情况。近年来，我省包虫病防治工作有序
推进，主要表现在防治工作责任制有效落实、
防控投入逐年增加、宣传教育不断深入、传染
源管控力度加大、患者查治及随访管理逐步规
范、包虫病健康扶贫效果明显、基层防治能力
进一步提高、科技攻关提升防治水平、联防联
控巩固防治成效、督导检查推动工作落实等十
个方面。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强化政府主体责
任，加强包虫病患者救治及随访管理，深入普
及防治知识，切实做好传染源管控，继续实施
精准帮扶，强化人才队伍建设、巩固包虫病防

治示范县建设成果，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
的方针，多管齐下、综合施策，举全省之力遏止
包虫病严重流行蔓延的态势，进一步保障各族
人民群众身心健康，为推进健康青海建设打下
良好的基础。来自果洛州、玉树州、黄南州、省
农业农村厅、省公安厅、省民宗委的负责同志
结合各自工作分别作了大会交流发言。

李杰翔指出，我省包虫病患病率高于全
国，是危害人民健康的头号劲敌。多年来，省
委省政府把防治包虫病作为保障人民健康、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在省第十三次党
代会上作出重要部署，明确提出“到2020年，
实现包虫病人群筛查和救治全覆盖、重点地区
流行蔓延势头得到基本遏制”。省政府及时成
立专门领导机构，出台《青海省防治包虫病行
动计划（2016－2020年）》，对防治任务作出具
体部署。加强包虫病防治工作事关人民群众
生命健康，事关社会和谐稳定，是一项重大政

治责任、重点民生工程。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
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
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地
方病专项防治工作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
求，总结工作成效，交流经验做法，持续落实各
项工作措施，坚决打赢以包虫病为主的地方病
防治工作攻坚战。对全省包虫病防治工作提
出六点要求。会议由青海省政府副秘书长苏
全仁主持。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分成两组赶赴泽库县
第二民中、县有机畜牧业产业园区、泽曲镇东
格尔社区卫生站、县人民医院现场观摩泽库县
病人诊疗管理、牲畜屠宰检疫、健康宣传等有
关工作，代表们对泽库县的卫生医疗工作提出
意见和建议。省卫建委还组织全省卫生、疾
控、防疫系统负责同志召开专门会议，安排部
署了全省重大疾病和秋冬季重点传染病防控
工作。

青海省包虫病综合防治工作现场
推进会在泽库县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