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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邓成财）7 月 14 日，
全市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现场观摩暨
县域紧密型医共体建设推进会召开，会
议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新时代
党的卫生健康工作方针，全面落实全国
全省卫生健康会议、综合医改会议精
神，通报了2023年上半年全市综合医改
重点任务完成情况，分析研判存在的困
难问题，对全市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和
县域紧密型医共体建设工作再部署、再
动员、再推动。市政府副市长、市医改
领导小组副组长张忠良出席并讲话。

会议指出，推进公立医院高质量发

展和县域紧密型医共体建设是深化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具体举措，最根本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要让人民群众获得
更高质量、更加便捷、更为经济的医疗
卫生服务。近年来，我市医疗卫生事业
迅速发展，全市市、县、乡、村四级医疗
卫生机构达 2021 个，医院数量达到了
48家（公立医院14家），组建完成8个县
域紧密型医共体，全市优势资源布局和
设施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会议要求，各县区、各有关部门要
统一思想，充分认识公立医院高质量发
展和县域紧密型医共体建设的重要性、

艰巨性和紧迫性，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
紧迫感，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强化
责任担当，以行之有效的举措加快推进
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和县域紧密型医
共体建设，不断满足群众“就近看大病”
的需求。要突出重点，落实财政补助政
策、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加强医疗
卫生人才队伍建设、深化人事分配制度
改革、完善公立医院监管机制、提升综
合管理水平，全力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
发展。要明确目标，落实“六统一”管
理、兑现医保对医共体打包付费政策、
加快医共体信息化建设，加快推进县域

紧密型医共体建设。要强化组织，加强
领导明确责任、强化考核狠抓落实、筹
措资金加大投入、广泛宣传营造氛围，
按时保质保量完成目标任务。

会上，互助土族自治县、化隆回族自
治县医改领导小组及互助县医疗保障局
作了交流发言，其他县区和单位结合工
作职责作了书面交流发言。省卫生健康
委员会二级巡视员王廷军从改革的历
程、推进情况、短板和不足及 2023年重
点任务四个方面进行医改政策培训。

会后，与会人员实地观摩了互助县
人民医院、中医院及五峰镇卫生院。

□本报记者 李晓娟 摄影报道
7月的高原烈日，点燃了每个残疾

人运动员的热情。7月12日至14日，海
东市第四届残疾人运动会在海东市体
育中心举办，来自全市六县区的 120名
残疾人运动员在 6 大项 42 个小项中展
开精彩角逐。

“一声哨子开始，两声哨子结束，听
到了吗？”“不要紧张，慢慢来。”7月14日
上午，正在进行的比赛项目是盲人跳
绳。比赛中，视力三四级的残疾人要戴
上黑色眼罩进行比赛，比赛分男子组和
女子组进行，一分钟内，谁跳的有效次数
最多则谁胜利。来自民和回族土族自治
县的安旭梅是今年第一次参加残疾人运
动会，刚刚结束比赛的她对自己的表现
并不满意，她气喘吁吁地说：“因为是第
一次参加比赛，所以很紧张，体力也跟不
上，中间鞋带还开了，就没跳好。”安旭梅
说，她的右眼是先天性的视力四级残疾，
所以在跳绳时要戴上黑色眼罩，以对视
力一二级的运动员更加公平。

盲人跳绳只有一次机会，跳多少算
多少。来自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选手公
巴加由循化县残联的工作人员带领上
台，由于是一级视力残疾，他不用戴眼罩
就可以进行比赛。虽然才25岁，但作为
已经连续参加了几次运动会的“老选
手”，公巴加上场后不慌不忙，听到哨响
后，从慢到快迅速甩绳，速度十分惊人，
他跳绳的过程中，比赛现场甚至传出了
风呼啸而过的声音。“刚才的成绩是182
个，虽然没有达到我的预期目标，但是又
多了一次参赛的经验，让我感到十分高
兴。”公巴加说，由于视力障碍，他已经在
省特校读书多年，学习的是盲人按摩与
推拿，对于跳绳，他更多的是爱好，他也
希望能够通过参加这种比赛，让他的潜
力得到发挥，让更多人看到他的表现，给
未来的自己多一个机会。

“去年省残运会上我获得了盲人跳
绳的冠军，我觉得非常的幸运，参加运

动会让我更加深刻感受到残疾人也可
以像正常人一样参与到社会生活中。”
公巴加说。最终，公巴加获得男子组盲
人跳绳的亚军。

作为残疾人的“娘家人”，循化县残
联支持公巴加积极参加比赛并展示自
我。今年，循化县残联组织13名残疾人
参赛，不论是在团体赛还是个人赛中，均
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我们真的非常希望
我们县的残疾人运动员能够像民和县的
残疾人运动员赵国存一样早日出人头
地，所以我们积极鼓励和支持他们参加
这种比赛，平时多训练、锻炼，争取能够
早日让更多人了解他们身残志坚的故
事。”循化县残联工作人员韩春说。

在7月14日进行的比赛中，三人制
篮球赛无疑是最吸引人眼球的。记者
在现场看到，三人制篮球赛的比赛场地
中只有一个球框，运动员们要在宽 15
米，长 11 米的场地进行时长 10 分钟的
比赛，谁先打到 21分则谁胜，如若没有
打到21分，则是谁的分数高谁胜。

与平常的篮球赛不同，残疾人三人
制篮球赛的比赛现场，更多的是运动员
的鞋与地面摩擦发出的声音。由于参
赛的运动员多为聋哑人，他们之间的交
流多用手语，与教练之间的交流则是看
教练手中的红色旗子。“我是第一次来
到市残运会的篮球赛现场当裁判，给我
最大的感受是，残疾人篮球运动员拼抢

非常积极，很尊重对手，虽然他们身体
上有残缺，但是展示出来的素质很高。”
来自凤山中学的教师尹国德是第一次
当市残运会三人制篮球赛的裁判员，在
为期三天的单循环制比赛中，他看到了
残疾人运动员身上不怕吃苦、积极进取
的精神，为他们的这种精神感到敬佩。

一场运动会，传递的是残疾人敢于
拼搏、自立自强的精神，一次比赛，更是
他们走向更高平台的媒介。在本次运
动会中，海东市六县区的 120名残疾人
运动员以良好的精神面貌顺利完成了
比赛，他们团结拼搏、超越自我的精神
必将带领更多残疾人迈向更加广阔的
平台，走上更加辉煌的道路。

逐梦赛场创佳绩

□本报实习记者 韩世伟 通讯员 王欣
芳

近日，记者走进海东市民和回族土
族自治县官亭镇梧释村的大果樱桃种
植区，看见颗颗樱桃鲜红、晶莹剔透，绿
叶青翠欲滴，相映成趣，成为梧释村一
道亮丽的风景线。

“今年雨水充足，樱桃的口感比往
年更好，产量也比去年有所提高，预计
收益可达 20万元，采摘时间能持续到 7
月中下旬。”梧释村党支部书记何红说。

近年来，随着外出务工人数的增
加，梧释村越来越多的土地撂荒。为解
决这一问题，实现撂荒地的新生。2018
年，梧释村党支部结合村内地理环境、

气候等实际情况，与村民协商后将 3.3
公顷山地承包给了民和福泰农业有限
公司，该公司共投资50万元打造梧释村
大果樱桃种植区，种植樱桃树苗 2500
株。

“在家门口工作，不仅可以照顾家
里，还能有一份收入，我们都很高兴。”
梧释村脱贫户祁梅兰告诉记者，在樱桃
园里面和她一样的临时务工人员有 20
余人，大家平时打打零工，也能有几千
块钱的收入。

2022 年种植区的大果樱桃正式产
果，当年总产量 900 余公斤，收益 10 余
万元；今年总产量预计可达 1700 余公
斤，收益将突破20万元。如今这一片大

果樱桃种植区已形成了种植、加工、销
售为一体的产业链，切实实现了梧释村
生态效益经济发展双赢。

樱桃的种植只是梧释村发展村集
体经济，让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反哺群众
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梧释村党支部始终坚持以
党建为引领，依托乡村振兴，大力发展
村集体经济，村集体经济累计收益
119.5万元。

为切实将集体经济收益用活用实
用好，让群众实实在在共享村集体经济
收益带给大家的福利，梧释村党支部将
村集体经济收益资金除用于村级公益
性岗位工资外，还将收益资金用于村级

基础设施建设、人居环境改善、丰富文
化生活等村民最关心的事。近三年来
累计修缮村级损毁道路、田间道路等共
计 500 余米，修葺自来水破损管道 400
米，修缮了村级文艺演出舞台，拆除了
村内所有残垣断壁，清理乱搭乱建、卫
生死角，切实改善了群众的居住环境。

现如今的梧释村，道路宽阔平坦，
自来水甘甜润心，人居环境整洁宜人，
文化小广场上老人们闲聊唠家常、小孩
嬉戏打闹、年轻阿姑跳着欢快的锅庄，
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欢喜、幸福的笑
容，村民的日子在党旗的辉映下就像颗
颗红似火的樱桃一样越过越甜蜜、越过
越红火。

幸福的日子比蜜甜

7月12日，2022年—2023年全国县域校园足球普及项目比赛暨海东市平安区
首届校园足球联赛在平安区第一完全小学正式开赛。当天，共有来自平安区各中
小学的10支足球队参赛。本报记者 张璐 摄

全市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现场观摩
暨县域紧密型医共体建设推进会召开

□本报记者 周晓华 通讯员 李小英
就业，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一头连

着百姓福祉。今年以来，海东市乐都
区坚持“就业优先”，强化各项政策举
措，着力在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带动
力上下功夫，稳稳地托住就业大局，筑
牢民生之本。

城镇新增就业 1337 人，完成年度
任务的 68.6%；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2.11%，比目标任务下降1.39个百分点；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95706人次，完成
年度任务的 92.02%；职业技能提升培
训 4537 人次，完成年度任务的 90.7%；
脱贫劳动力、监测户劳动力转移就业
1.42万人，完成年度任务的105%……

一组组实打实的数据，一项项直
观明了的成果，有力证明了乐都区牢
牢守住就业民生基本盘的信心和决
心。

企业是市场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
者，也是就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保
障企业用工需求、支持企业稳岗稳生
产，换言之，就是保居民就业。为此，
乐都区深入走访一线企业，与各企业
负责人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企业在
招工用工、社会保险、企业经营、技能
培训等方面发展的需求、存在的困难
以及建议期盼，进一步做好助企暖企
工作，积极发挥职能作用，落实人企精
准对接、入企帮扶、加大政策宣传力
度。3 月份以来，通过动员引导、组织
招聘、线上宣传等渠道，为 22家“用工
难”企业解决用工493人。

授人以鱼，更授人以渔。乐都区牢
牢把握“稳就业、保就业”基本盘，持续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
兴。今年以来，为695名公益性岗位人
员发放岗位补贴382万元，社保补贴45
万元；审核发放企业新增吸纳就业困难
人员16人26.13万元、灵活就业社会保
险补贴24人19.95万元；为自主创业人
员提供创业担保贷款5笔、贷款金额100
万元，创业带动就业23人；享受雨露计

划 2021、2022、2023 年毕业生共 1014
人，已就业 694 人；为 885 人次提供就
业、失业登记等服务，办理《就业失业登
记证》279人，公益性岗位安置就业困难
人员149人就业；举办职业技能提升培
训班92期，培训城乡劳动力4537人次；
通过自发外出、就业部门引导、劳务经
纪人和劳务品牌带头人带领等方式转
移农村劳动力就业9.57万人次，其中脱
贫劳动力转移就业1.42万人。

产业兴，则就业稳。近年来，乐都
区依托自然条件优势，大力发展养殖
业、旅游业、果蔬种植业等特色产业，积
极培育牛羊、生猪、马铃薯、蔬菜等主导
产业，壮大仙女果、蟠桃、无花果等特色
果蔬基地建设，重点争取实施嘉源养殖
场、盛沁万头肉牛养殖基地和富硒蛋鸡
养殖项目，持续推进下营养殖产业园建
设，积极创建东牧湾一二三产发展融合
示范园、李家壕特色农产品农村产业融
合发展示范园，建设洪水镇蔬菜育苗基
地、高店镇紫皮大蒜繁种基地等，努力
发展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精的
特色产业，经济发展跑出“加速度”，乡
村振兴焕发“新活力”。

截至目前，累计注册特色农畜产
品联农益农企业商标 26 个，认证绿色
食品6个、有机农产品2个、地理标志保
护（证明）产品 19 个，制定地方标准 2
项，引进新品种新技术 6项，培育农业
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9家，发展农民合
作社、家庭农牧场1561家，农村创新经
营主体 20家，8家专业合作社荣获“国
家合作社示范社”称号。

“就业是民生之本，就业稳，收入才
能稳，人民群众生活才更有底气、更有
干劲。”乐都区就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乐都区将持续搭建好供需平
台，满足用工需求、减轻企业负担、创新
优化就业服务模式，积极推进政策落
实，多渠道促进就业创业，持续提高群
众收入水平，改善群众生活品质，不断
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乐都让千家万户

端稳就业“饭碗”

本报讯（记者 李晓娟 通讯员 韩
可心）“感谢你们的悉心工作，才能使
我的心愿落地。”近日，海东市循化撒
拉族自治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迎来了退
役军人柳正青和她的爱人，他们专程
前来感谢循化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在寻
找父亲墓碑一事上的尽心竭力，让她
能够圆梦。

故事还要从 7 月初说起。7 月 7
日，柳正青和她的爱人千里迢迢从安
徽省前来寻找父亲柳堤的墓碑。经民

政部门找到循化县烈士陵园现管理单
位循化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由于原烈
士陵园管理工作人员均已去世或退
休，未找到相关人员的文字记载资
料。为满足寻亲心愿，循化县退役军
人事务局又经多方了解，终于在积石
镇东街村党支部书记、退役军人服务
站站长马千英的帮助下，在波浪滩找
到了柳堤的陵墓，循化县退役军人事
务局又派人随柳正青前往墓地确认并
祭扫，亲属重新立碑扫墓，父女两代

军人长达半个世纪的心愿终于落地。
柳堤于 1923 年出生于河北省滦

县，1938年，年仅 15岁的他在日寇入
侵东北、华北，民族危亡之际，以一
腔爱国赤子之情，毅然投笔从戎，参
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先后
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
朝战争。历任战士、排长、连长、
营长、团长等职务，还曾作为志愿军
代表，参加了朝鲜板门店谈判，为中
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

1955 年被中央军委授予少校军衔。后
为支援大西北建设，从中国人民解放
军第六十八军转业到当时的青海省文
教局工作，于 1972 年 3 月在循化下放
期间病逝，年仅 49岁。当时安葬于循
化县烈士陵园，后几经变迁，烈士陵
园迁移，柳正青也退休随夫定居安徽
省，数十年来，家人多次寻找，均未
找到，此次一举圆梦离不开循化县退
役军人事务局的多方沟通、协调和努
力。

千里寻亲圆梦循化

本报讯（记者 郝志臻 通讯员 陈
倩）7月 14日，全市“一件事一次办”改
革集成式服务暨政务服务平台五级应
用培训会在海东市政务服务中心召
开。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技术支撑
工作人员就平台使用进行授课，省政
务服务监督管理局信息中心、政务服
务指导处相关领导专家参加会议，全
市“一件事一次办”牵头部门、各县区
政务服务监督管理局、各试点乡镇（街
道）、村（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共 130余
名工作人员参加培训。

此次培训紧紧围绕“一件事一次
办”集成式服务应用及省一体化政务
服务平台五级应用展开，授课老师从
账号设立、事项配置、申报流程、审批

操作、好差评、平台接件、受理，乡镇延
伸事项认领编制、发布等方面进行了
全方位讲解。同时，省政务服务监督
管理局相关专家同参训人员就一体化
政务服务平台具体应用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梳理出难点、堵
点，并共同研究解决办法。

“一件事一次办”改革集成式服务
和政务服务“五级联动”建设是政务服
务的改革重点，是为民服务的重要抓
手，是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和优化营商
环境的有力支撑。截至目前，海东市
已办理企业开办、开药店、不动产登记
等各类事项3700余件，全市各乡镇（街
道）、村（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已在青海
政务服务网发布事项45534条。

我市召开

“一件事一次办”改革培训会

本报讯（记者 巴迎桂 通讯员 赵
琦）7月 13日，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
首封高考录取通知书到达互助县，中
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互助分公司第一
时间将录取通知书送达高考学子手
中，这也标志着 2023 年互助县大学录
取通知书投递工作正式拉开序幕。

当天，记者在县邮政公司看到，邮
政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分拣包裹，看到
该县第一封高考大学录取通知书时，
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进行出库、投递。

“你好，我是邮政投递员，你的录取通
知书到了，你在不在家？我打算给你
送过来。”电话联系后，邮政投递员立
刻赶往互助县东和乡邮政分所。“孔得
倩同学，这是你的高考录取通知书，祝

贺你，请签收！”随着邮政快递员走进
院内，今年互助县的第一封高考录取
通知书送达。

据了解，随着这份录取通知书的
送达，互助县2023年高考录取通知书
寄递服务正式拉开序幕，预计持续 40
余天。为保障广大考生及时顺利收到
录取通知书，互助县邮政部门调集精
干力量，全力以赴，仅全县就安排了
10余辆专车进行投递。为确保录取通
知书准确及时送到考生手中，中国邮
政集团有限公司互助分公司采取多种
措施，成立了录取通知书投递专班，
专人负责分拣和投递工作，开通绿色
通道，做到零延误、零丢失，确保万
无一失。

互助首封大学录取通知书送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