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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你们不光一直送来慰问品和问
候关怀，还专门上门帮我在手机上缴纳医保
金，谢谢你们了。”税务干部郝玉龙手把手
教82岁的帮扶对象拉玛杰在手机上顺利完成
了医保缴费。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同仁市税务局36名
结对帮扶干部在深入联点村开展脱贫攻坚

“回头看”工作的同时，利用税务行业优势为
“结对亲戚”提供“帮代办”服务，主动上门详
细解读最新医保政策，帮助老年人、偏远藏区
群众等特殊群体解决医保缴纳出门不便、手
机不会等“烦心事”，把便民服务送到家门口，
让老人“零跑腿”缴医保。这也是同仁税务主
动上门、服务老年群体的一个缩影。

据悉，2021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征缴主要采用微信自主缴费和银行代征两种
方式，这无疑对偏远地区缴费人特别是老年
人缴费是一大难题。

作为全省首批银行委托代征和微信“二
维码”缴费试点单位，同仁市税务局坚持从
缴费人角度出发，依托“政府主导、税务主
管、银行代征、部门协调联动”的征收服务
机制以及“税务-乡镇-村委（社区）”宣传
服务主线，采取“线上+线下”、印制藏汉

“双语”宣传彩页、主动上门服务等举措，
分类型、有重点对不同群体尤其是老年群体
加强缴费辅导和政策宣传，千方百计解决服
务缴费人“最后一公里”问题，让藏区群众
缴的舒心、办的满意。截至目前，全市2021
年度城乡医保费征收完成工作进度52%，有

针对性地引导藏区缴费人“掌上办”“自助
办”达1万余人，其中老年人群“帮代办”
缴费200余人。

“按照税务部门制作的流程图操作，最
多两分钟就完成了缴费，真是太方便了”。
霍尔加社区工作人员韩某成功为父母缴纳了
2021年度城乡基本医疗保险。“我们社区还
有很多空巢老人和行动不便的老人，希望税
务干部能和我一起上门服务帮助他们缴费。”

应老之所呼，解老之所需。同仁市税务
局将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解决
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文件
精神，坚持传统、智能“两条腿”走路，不
断优化升级缴费服务措施，助力老年人等跨
越“数字鸿沟”，乐享“服务温度”。

“税亲戚”助老“舒心缴”

本报讯 近期，晶黄果、雪多牦牛肉、欧
拉羊肉、酸奶、中藏药材、金黄菇、达顿藏茶
等特色农畜产品在重庆市举办的第十八届
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上集中亮相，展示出
黄南农牧产业扶贫成果和区域公用品牌、企
业品牌和农产品品牌的发展活力。

第十八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20.4万
平方米的场馆内吸引了12000多家企业参
展，总交易额高达418亿元，为展示农业农村
发展成就、促进农产品贸易、推进农业科技交
流、推动农业国际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年来，黄南州大力实施品牌强农战略，
坚持走质量兴农之路，持续培育高品质、有口
碑的农畜产品“金字招牌”，引领打造了一批立
得住、叫得响、信得过的知名农产品区域品牌、

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累计培育20个地理标
志产品，打造两个区域公用品牌，认证6个绿
色产品、43个有机产品，推进品牌建设扩容
提质。

此次农交会上我州将“看、展、谈、学”贯
穿始终，力求抓实抓细农交会关键工作。

“看”中借鉴经验，由州委农办主任、农
牧局局长带队，组织近50家黄南州绿色有
机农牧产业发展联盟成员单位负责人参加
农交会，学习借鉴农产品牌打造要素、驱动
模式及市场化运作的产业路径，力争将我州
的品牌优势转换为经济优势。

“展”中凸现特色，我州参展企业携30
余种特色展品参展，吸引采购商及参观人数
累计超过20万人次，三江牧场的牛排等产

品被评为最受欢迎产品。参展的牦牛奶制
品、晶黄果等优质特色农畜产品展现了绿色
有机的良好品质。

“谈”中推动落实，在此次农交会上州农
牧局积极与国家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绿色食
品认证处、地标产品认证处积极对接，商谈
在北京召开的黄南州第三、四次农产品地理
标志登记专家评审会事宜，今年全州新申报
的11个地标产品全部通过评审。

“学”中提升能力，组织近50家黄南州
绿色有机农牧产业发展联盟成员单位负责
人参加脱贫地区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论坛、
数字乡村发展论坛、农业投资风险与社会资
本支持“三农”发展论坛等，进一步开拓视
野、增长才干。

黄南州特色农畜产品亮相第十八届农交会

本报讯 近年来，随着电子商务的迅速
发展，在线交易为快递服务业发展提供了广
阔空间，我州快递服务企业数量不断增加，
业务规模持续扩大，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

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州快递服务企业由
2019年的20家，增加至23家。2020年1-
10月，全州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
13.20万件，同比增长15.49%；业务收入累
计完成741.57万元，同比增长30.20%。尤
其是“双十一”期间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
投递量同比增长率均破百。11月1日至24
日，全州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165.9%，投
递量增长115.6%。在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
大的背景下，我州快递服务业为拉动消费，
加速畅通“内循环”贡献了行业力量，在支
撑电子商务、服务生产生活、扩大就业渠道
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黄南州快递行业
蓬勃发展

本报讯 近日，省卫健委、省地方所P3
实验室专家组一行，对尖扎县疾控中心新
建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PCR核酸实验室进
行了现场评估、审核和初步验收，标志着
尖扎县具备就地检测能力，极大提升了处
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该
实验室投入资金280余万元，面积约95平
方米，分为试剂存储准备区、样本制备区
和基因扩增区三区，配备核酸提取仪、
PCR检测仪、高压灭菌器等相关核酸检测
设施设备。

目前，尖扎县疾控中心核酸检测实验
室设备已全部安装调试成功，检测技术人
员已培训到位，将于月内完成复验并正式
投入使用。

尖扎县建成PCR核
酸检测实验室

本报讯 12月4日至7日，热贡唐卡代表性
传承人桑吉才让的唐卡艺术作品《神昭海表》
在第十三届海峡两岸(厦门)文化产业博览交易
会厦门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亮相。

展览期间，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孟冬，中
共中央台办交流局局长黄文涛，文旅部港澳台
办书记、一级巡视员满宏卫，文旅部产业发展
司司长高政，广电总局规划财务司司长余爱
群，广电总局港澳台办副主任燕旎，福建省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邢善萍，厦门市文旅局局长
张权等领导及嘉宾前来参观了大型唐卡艺术
精品《神昭海表》。

唐卡是藏族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瑰宝，隆
盛于十五世纪的热贡唐卡艺术，是藏地艺术的
杰出代表，也是属于全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热贡地处藏文化和汉文化的交汇处，数百
年来，当地的僧侣与画师们汲取两地文化艺术
精华，用线条和色彩为中国美术不断创作出独
具魅力的艺术作品。

据悉，此作品在会展中心福建“全福游，
有全福”文化旅游品牌综合馆展出，也是热贡
唐卡艺术对两岸文博发展的一次重要助力。在
近7年时间里，桑吉才让以妈祖生日3月23日
为依托，潜心绘制宽3.23米、高2米的横幅作
品，画面中广场上通往天后的台阶阴阳交替、
虚实结合、层次分明，再现万民朝圣的盛况；
海面随波摇曳的25只大小帆船远近适度、疏密
得当；537位气韵高雅、丰丽细润的人物形象
气势恢宏；两尊隔海相望的妈祖像，寓意海峡
两岸血脉相连、文脉相传的手足亲情；代表着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五十六朵牡丹花迎风招展，
祥云缭绕，彰显着国泰民安的盛世美景。

该作品既有鲜明的沿海地域性特征，也有
融合多种创作风格的综合性特征，更有惟妙惟
肖、栩栩如生的艺术审美特征，受到了参展观
众的广泛好评。

热贡唐卡《神昭海表》
亮相海峡两岸文博会

河曲草原 唱响生态新牧歌
本报讯 位于九曲黄河第一湾的河南蒙

古族自治县河曲草原,属典型的高寒草甸型
草场，自然风光雄厚壮美，旖旎迷人。这片
美丽的草原是全国最大的有机畜牧业基地。

河南县优干宁镇秀甲村的牧民海东智，
见证了这片草原的改变。“那时，每家普遍
有几百头牛羊，有的家庭牛羊更多一些，后
来大家发现牛羊多了，草场一年不如一年，
有些草场渐渐变成了黑土滩。我家的草场连
60头牛羊都养不活，只能去其他人家租草
场，收入也少了很多。现在好了，草场恢复
了，生活也越来越好了。”说起这几年的变
化，海东智兴奋不已。

“河南县天然草原总面积为66.15万公
顷（992.3万亩）。过去几十年，由于过度放
牧等原因，草原鼠害加剧，草原退化严重，
如果不及时进行人工干预修复，高寒草原将
无法恢复自然生态。”河南县草原综合专业
队队长马戈亮说。

具有51年历史的河南县草原综合专业
队，多年来承担着河南县草原生态保护、建

设项目组织实施与技术支撑、草原新技术示
范与推广、草地资源调查与生态监测、草原
有害生物监测及预警、草原监督管理与执
法、草原防火、草畜平衡监督管理、草原普
法、科普宣传等工作职能，在草原保护工作
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马戈亮向我们介绍，草原退化，高原鼠兔
和鼢鼠越来越多，“人鼠争地”在这里并非是
个案。“为了治理鼠害，我们和当地牧民沿着
老鼠洞挨个投放饵料，饵料不够的时候，牧民
就用牛粪和石块堵住鼠洞。这几年，治理的
手段更加现代化了，效果也更好了。”

防治草原有害生物、恢复草原生态的重
点还有补种牧草。近几年来，队员们不断引
种试验，最终找到了豆科牧草、披碱草和草
地早熟禾等自身品质优良的牧草，在草原退
化的区域进行补种，如今成效显著。除了草
原综合专业队的探索实践，河南县还开创性
地开展了县级干部草原生态治理责任田建
设，上下合力一起保护生态环境。

在河南县宁木特镇赛尔永村，记者见到

了草原生态管护员公保才旦。从小就生活在
这里的公保才旦见证了这片大草原的变化。
他掰着指头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我家只有
36.74公顷（551.1亩）草场，而鼠虫危害面
积就有15.33公顷（230亩）。以前因为草原
鼠虫害的影响，村里规定每家只能养三十多
只羊，收入越来越少。这几年通过草原生态
治理，畜牧业的收入增加了，再加上草原生
态补奖资金和生态管护员岗位补助，全家年
人均收入达到16500元。”公保才旦说。

不仅如此，公保才旦还管辖着附近11
个村子的两千多户牧户。为了让更多牧民参
与到草原有害生物防控和黑土滩治理工作保
护中，公保才旦积极为牧民们宣传草原生态
保护的知识。为保证畜草平衡，他还组织牧
民每年开展至少两次牛羊数量统计。

无论是草原综合专业队的专业治理，还
是当地牧民的积极参与，大家都希望通过自
己的努力，让“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美
景再现，让子子孙孙都能安定幸福的生活在
这里。

夏日的河曲草原夏日的河曲草原。。 公保安加公保安加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