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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以来，全州综合经济实力持续增强，城镇面貌发生显著变
化，百姓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经济社会各项事业保持了健康平稳发展的
良好态势，面对错综复杂的宏观环境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全州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地区生产总值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人均生产总值突破16000美元。随着盐湖综合利用、金属镁一体化等一
批重大循化经济示范项目相继建成，一些新能源产业迅速崛起、发挥效
应，城乡一体化全面推进取得可喜成绩，全州百姓都为之自豪，向“十三
五”出发，百姓对海西经济社会发展前景充满无限期望。

“十二五”期间，无论经济下行压力有多大，州委、州政府都在坚定
地把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目标，坚持保障民
生的力度不减弱，投入“真金白银”、倾注真情实感，把民心为上的执政
理念深植于海西州发展的方方面面。

就业是民生之本—— 城镇参加养老保险的新增就业人数被纳入
科学发展观全方位目标考核范围，各级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已经形成，公
益性岗位补贴、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政策全面落实，援
助就业困难人员应扶尽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受到大力支持；

社保是民生之依—— 全州社会保险在制度上实现全覆盖，城镇职
工基本养老、城乡居民社会养老、城镇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
参保人数和基金收入均创历史新高，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连续上调，城
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惠及城乡老年居民，覆盖县区、街道、
社区、行业企业的服务网络体系加快建立；

教育是民生之基—— 加快学前教育建设、推进义务教育发展、支
持高中教育免费、提升职业教育水平、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积极推进

“全面改薄”工作，加强薄弱学校基础设施建设及课桌椅购置等，中小学
校舍安全改造工程为广大师生撑起“安全伞”，标准化学校建设及薄弱
学校改造计划提升了全州中小学的办学条件，缩小了城乡、区域和学校
之间的办学条件差距……“十二五”以来，我州认真贯彻落实教育优先
发展战略，充分发挥财政职能，加大资金投入和引导，五年累计投入教
育专项资金17.66亿元，有力支持教育事业持续、快速、均衡发展。

城与乡，总是相依相存，互促互进。五年来，一张覆盖城乡的基本
民生保障安全网在不断筑牢，“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
养、住有所居”的梦想正一个个变为现实。回应民生期待，在认识上不
断深化、实践上不断创新，以改革的思路、创新的办法、有力的举措接续
推进。

这是一条细致入微的保障线—— 政府促进就业责任制度不断健
全，社会保障改革深入推进，养老、医疗基础保障全覆盖、城乡衔接让群
众受益，影响平等就业的制度障碍和就业歧视逐步消除，制度的基石日
益坚固；

这是一条坚定执着的执政线—— 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着力
解难题、惠民生，创新社会治理，在财政收支矛盾较大的情况下仍坚持
尽力而为、兜住底线、保住基本、创新机制，责任的担当从来没有顶点；

这是一条实实在在的幸福线—— 基本医保保障水平继续攀升，城
乡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社会治理、政府服务、居住环境刷新着济南
新貌，就业、收入、创业、养老的现实感受不断超越着群众的心理预期；

这是一条蓬勃向上的发展线—— 大众创新创业的氛围更加强烈，
“智慧健康”工程顺利推进，医疗、养老、保健等多行业融合发展，创新发
展、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清晰可见。

收获满满常让我们忘记时间匆匆，不知不觉间，“五年规划”走
完了第十二个刻度。已经开启的新的五年征程，将抵达第一个百年
梦想，历史的承诺催策着奋斗的步伐，把握战略机遇期的新内涵“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行进中的海西州确立了
价值的航标。向“十三五”出发，满载着百姓幸福与期望，海西大地
的发展已然逐步驶入历史新阶段。

向“十三五”出发 百姓幸福悄然“落地”

走过“十二五”，温存我们梦想的家园发生了怎样的
改变？

“每天走在路上，看见干净整齐的街道、错落有致的
建筑，整个人都充满活力。现在居住的房子越来越宽敞，
驱车在路上越来越轻松，夏天来了不时可以去看场文艺
演出，没事了约朋友打打球健健身，惬意的生活会觉得居
住在这里是一件幸福的事情，这样的幸福，踏实而又温
暖。”格尔木市的李其圣这样评价自己居住的环境。家住
德令哈市天文台退休院的张敬和这几天都要到惠和小区
转转。看看即将建成的花园洋房，再想想几年来蜗居的
低矮平房，他仍不敢相信，从前不起眼的退休院而今变身
成了繁华的住宅小区。

小区街道旁的路灯不亮了，政府工作人员的脸色难
看了，办事不知道找哪个部门了……和12345民情通服务

热线的话务员说一说、问一问。“12345，有事
找政府。”为越来越多的百姓提供了方便和
实惠。打开三维服务网，大到国家政策，小
到社区活动都能查得到。在群众享受便利
的背后，是海西州三维数字中心不断更新的
大数据库和城市管理信息系统。如今，一系
列的技术创新正让金色柴达木变得越来越智

慧，让生活在这个地区的百姓越来越幸福。
城市快步前进，农村也不甘落后。近日记者

走访多个乡村看到，通过“高原美丽乡村”建设，海西
州农村的村容村貌大为改观，村民的精神面貌也焕然一

新。冬日里的乡村，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安静祥和，
干净的休闲广场上，三五村民晒着太阳聊着家常，几个放
学回家的孩子嬉戏玩耍，老人们则在健身器材上锻炼身
体，尽情地享受幸福生活。

“通过美丽乡村建设，我们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以前下雨天我们都在泥巴里面走路，现在村里的水
泥硬化路都通到了家家户户，晚上还有路灯，出行和城
里人一样方便。现在村里人的房子盖得都很阔气，夏天
院子里种上些花花草草，空气清新，鸟语花香，住在这里
比城里还要舒服呢。而且，现在通过政府的扶持，大家
都种了枸杞，经济收入也高了，一年收入十多万的人很
多，大家心气也高，和以前相比，我们生活的信心更足
了。”说起格尔木市乌图美仁乡安康村的变化，村民熊国
锋打开了话匣子，他告诉记者，他们是从青海乐都搬迁
而来的移民，刚到这的时候，住的是土坯房，现如今不仅
生活好了，村里人大都在城里买了房，一到冬天村民都

去城里过冬了。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土坯房到如今的
现代化家用电器都齐全的安康村，已经实现了“田园美、
村庄美、生活美”的质的变化。德令哈市尕海镇富源村
村民的生活习惯也变了，没事的时候张大爷常到村里的
小广场上散散步，舒活舒活筋骨，聊聊幸福新生活，生态
文明乡村建设让这个再普通不过的小乡村告别“尘土泥
泞”走向“田园诗意”。

五年来，纵观海西州城乡面貌发生巨变。城市载体
功能不断提升，发展内涵不断丰富。乡村生产发展、乡风
文明、村容整洁，加速迈进现代化，城与乡相互支撑、良性
互动、一体发展。五年来，海西老百姓的生活，从有居加
速向宜居迈进。而宜居梦想的托起，离不开沉甸甸的民
生财政的支撑。“十二五”期间，我州累计投入36291万元，
开展“党政军企共建示范村”、“高原美丽乡村”城乡一体
化示范点及基础设施建设，覆盖全州219个村，主要用于
村容村貌整治、绿化、亮化、小型广场修建、村庄道路硬化
等方面，一组组暖心数字描摹出宜居城乡幸福画卷。

如果说，过去的“十五”和“十一五”时期海西的城市
建设是拉框架、打基础，那么“十二五”时期的海西建设选
择了精耕细作，以统筹兼顾的哲学思辨运营一座城，努力
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幸福之城。改善城乡人居环境是功
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从全局战
略的高度来谋划，创造宜居宜业的人居环境，为今后海西
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寒冬时节气温已达零下摄氏度，家住海西州邮政局
家属院的马先生和妻子健身热情丝毫未减。每天晚饭过
后，他和妻子约三五友人一起沿巴音河走上一圈。“巴音
河核心景观带建在家门口，别提有多方便啦。”经过几年
的河道治理，如今的巴音河在花岗岩栏杆、两岸林带景观
的绵延簇拥下，摇身一成为全市人民最喜爱去的休闲、散
步首选地。在海西州，这样的大型基础设施还有多处。
跟这样动辄几千万的大手笔项目一样，在统筹城乡发展
过程中海西州以民生为导向，根据群众需求完善城乡基
础设施。全州落实各类资金37853.1万元，新建海西州图
书馆、格尔木博物馆等重点文化活动设施，实施乡镇文化
站、农（牧）家书屋等惠民工程，开工建设都兰、乌兰等6地
文化馆（图书馆）项目，乡镇文化站、农家书屋、藏传佛教
寺院寺庙书屋覆盖率达100%，格尔木市成为首批国家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州、市（县）、乡、村四级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初步形成。

以民为本、创建为民。政府把精细、精致、精美的为
民服务意识体现在城市建设管理的方方面面。政府主导
投资德令哈机场建成投运，出行条件进一步改善。德香
高速公路完成投资3.3亿元，德尕路道路建设工程进展顺
利，15条村级硬化道路全部完工……正如家住德令哈市

怀头他拉镇的牧民才仁所说：“以前从镇
上往牧区走，哪里有路？全是牛羊转场时踩
出来的便道，没有路这让牧区的畜产品运不出
去，而牧民们日常生活需要物品又运不进来。现
在可不一样了，汽车能直接开到牧场，早上挤的牛奶、
羊奶被送到市区时还是热的，交通便利了给牧民们带来
了福祉。”

如果说旧村改造让村民的安居梦从梦想照进现实，
那不断加码的基础设施建设，则让村民的生活更有质量，
对此格尔木市乌图美仁乡副乡长祝元甲体会最深，2015
年乌图美仁乡安康村进行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
设。对原损毁硬化路面进行了拆除并硬化，铺设人行道
方砖、道牙石、新建景观电力路灯等。实施了安康村农户
及小灶火村级主干道两侧农户围墙外墙粉刷、方化墙、文
化展示屋、沙盘仿真模型展示台等相关配套设施建设。
安康村这个曾经环境脏乱、缺乏公共设施的村庄，如今人
居环境优美了，村庄更绿了，溪流更清了……新房子、新
设施、新广场、新围墙，从村里到农户家成功蜕变，以不一
样的姿态展现于高原大地。

“周末休息的时候我和几个同学去州民族文化活动
中心观看了民族团结漆版画，了解了博克、射箭、赛牦牛

等
少数

民族传
统体育项

目。随后在
图书馆，体验了

自助借还书籍程序机器。城市设施功能越来越完善，让
我们增长了知识、开阔了眼界。”一位初中二年级的学生
李春燕开心地告诉记者。“前几天带孩子到德令哈天文科
普馆转了一圈，在科普馆孩子同宇宙星空进行了一场深
入‘交谈’，了解了宇宙初始的大爆炸，认识了太阳系的八
大行星，了解了地球让人类赖以生存的奥秘，孩子有了更
多的去处不仅能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而且能让孩子学
到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一位孩子的家长坦言。近几
年，海西州在铁腕实施生态环境整治，打造天蓝、地绿、水
清的生态环境的同时，立体交通网基本形成，加大了群众
急需的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各种公共设施建设，城市
功能正全面提升。

文化是海西大地的灵魂，塑造了海西地区的骨血与
神韵。“十二五”以来，我州大力加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和
服务网络建设，不断提高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供给能力，
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全州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日臻完善。随着一批批高质量、高水准的亮点精
品工程的完工和投入使用，全州百姓幸福感和自豪感也
随之节节升高。

在海西民族文化活动中心，每天上午活动中心三楼
的各个文化活动室里便热闹异常，在马头琴培训室整齐
的凳子上，十几位学习者正在聚精会神地拉马头琴。在
海西州书法家协会、美术家协会室里，爱好书法、绘画的
市民早早就来到这，开始认真的写字作画，只有8岁半的
李震海小朋友是德令哈实验小学三年级的一名学生，别
看他小小年纪，他学习书法已经有三年的时间了，如今写
得一手有模有样的毛笔字。“现在退休了，没什么事的时
候就和老伙计们到活动中心来活动活动，在这可以学习
书法、学跳舞、学拉琴……在这么好的环境里活动，既锻
炼了身体又和邻里、朋友们沟通了感情。”刘春花阿姨幸
福的对记者说。“活动中心为我们老百姓开辟出了一处陶

冶情操、强身健体的良好场所，弥补了场地受限，活动单
一的缺憾，丰富了海西百姓的业余文化生活。”参加了合
唱团的靳月梅阿姨感慨的告诉记者。

据了解，全州各级财政累计配套资金428万元用于全
州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场馆的免费开
放。海西民族文化活动中心、海西州图书馆坚持全年无
闭馆日，各场馆免费服务时间每周超过42个小时，服务群
众150万余人次。并免费提供场地器材和辅导培训，举办
大型展览展示和宣传活动240余次，设立流动图书点36
个，办理借书证9000余张，服务群众180万人以上，州图书
馆2011年以来连续2次被中国图书馆学会评为“全民阅
读先进单位”。州博物馆举办各类展览40余场，接待观众
20万余人次；全州各级文化部门免费开办各类艺术培训
班近40期，培训学员4000余人次；全州组建业余文体团
队26支，服务群众60多万人次。

乡村文化建设基础薄弱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为此，海
西州各乡镇（街道）都建成了综合文化站，均可提供图书
阅览、科普教育等文化服务；同时，打造15分钟文化惠民
服务圈，使全州农村电影全部实现数字化放映，达到了

“每月每村放映1场公益电影”的目标。这不仅丰富了农
牧民的文化生活，遏制不正之风的盛行，同时满足了农民

“充电”学习的需求。这一点，柯鲁柯镇克鲁诺尔村的才
仁深有体会，“以前不忙的时候，我们会和村子里的人聚
集在一起打牌、打麻将，现在家门口就有书看，闲时我看
会去图书阅览室看一些牧业养殖方面的书籍，自己牲畜
养殖上增长了知识。”

公共文化的均等性和便利性，已经成为海西州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为丰富群众文化
生活，我州举办柴达木民族文化艺术节等具有民族特色
的大型文化活动100余场次，柴达木之夏、百姓舞台等文
化品牌活动实现州、县二级联动。各级文化部门每年积
极开展“三下乡”、歌咏比赛等富有民族特色的节庆文化
活动，80%以上的乡镇和50%以上的村社每年都举办单项
或综合性文化活动。2011年至今，全州开展的群众性文
化活动超过800余场、下乡演出1000多场，服务观众200
多万人次，天峻县还被文化部授予“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
乡”称号。

在 历

史发展的进程中，一个圆满的句

号，往往预示着一个美好的开始。步入“十

三五”开局之年，行走在海西的城镇乡村无不感慨

于海西蓬勃的发展活力。而在其一路向前的加速发展

中，“十二五”时期是海西发展极不平凡的五年，这五年，多个

重点项目集聚，涉及方方面面，让城市发展更具活力；这五年，

城市建设不断“加码”，旧村改造加速推进，老百姓的“上楼梦”越

来越近；这五年，基础设施建设不断跟进，公共服务能力显著增

强；这五年，文化软硬件不断升级，文化氛围日益浓厚；这五年，民

生服务更上新台阶，每年，学校医院的改造与建设都是重头戏，

老百姓生活越来越便利……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民生事业

成为政府时刻的牵挂，一个个荣誉的背后，折射出沉甸甸

的责任，一项项有力举措中，承载着百姓的幸福感、

满意度。

打造宜居城乡 描绘幸福画卷

深耕文化沃土 收获春华秋实

聚焦民生工程
增进民生福祉

■文/图本报记者朱园园

完善基础设施 给力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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