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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13日电 4 月 11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彼得·佩列

格里尼，祝贺他当选斯洛伐克共和国

总统。

习近平指出，中斯传统友好，两国

友谊历久弥坚。近年来，中斯关系保

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合作前景广

阔。今年是中斯建交 75 周年，双边关

系发展迎来新的重要契机。我高度重

视中斯关系发展，愿同佩列格里尼当

选总统一道努力，深化两国传统友谊

和政治互信，拓展共建“一带一路”

合作及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推动

两国关系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

国人民。

习近平向斯洛伐克当选总统习近平向斯洛伐克当选总统
佩列格里尼致贺电佩列格里尼致贺电

本报记者 丁玉梅

“嘘……”一声长哨，山坡上头小身

躯大的无角欧拉羊，很快就被唤至前来

考察的牛羊交易经济人的眼前。吹口

哨的是河南蒙古族自治县伟斯央鑫畜

牧业牧民专业合作负责人那代，这一天

是 3月 28日。

“看完羊，与经济人达成初步交易

意向：订购 200 多只无角欧拉羊。”那代

说，随着河南县无角欧拉羊的招牌越来

越响亮，合作社交易量日渐增多，去年

合作社收入达到 100 多万元，入股的四

个村分别拿到 31万元的分红收益。

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是

推动青海省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抓

手。近年来，黄南藏族自治州切实将输

出地先行示范州建设作为首要任务和

头等大事，打出“组合拳”，稳住“基本

盘”，形成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与

生产生活生态相协调的农牧业高质量

发展格局。

草木蔓发,春山可望。记者走进黄

南州，记录黄南建设绿色有机农畜产品

输出地的生动实践。

缩影一：
透过日秀玛村
看如何稳住底盘

回归土地和草原，让高质量发展的

“底盘”更稳。

在谋求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

设的过程中，有两个要素不容忽视，即草

原和土地。如何把握实际，做好草原和

土地的文章，成为输出地建设的关键。

“马上就要种地了，肥料已备好，农

机还得再检修一次，备下的种子应该够

了……”3 月 29 日，春雨如约而至，望着

被雨浸润的土地，黄南州同仁市黄乃亥

乡日秀玛村党支部书记先卡加，心里盘

算着好几件事。 （下转第四版）

——高质量发展区域调研行·黄南篇（上）

三个缩影看黄南三个缩影看黄南
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组合拳组合拳””

本报讯（记者 王菲菲 通讯员 周
磊 马文孝） 4月12日，由国网青海省电

力公司建设的直却 330千伏线路工程恢

复施工。至此，青海电网建设项目全面

复工复产，迎来全省主网架、城乡配电网

工程建设“双高峰”。据悉，2024年青海

电网投资将达 88.2亿元，创下近年来电

网投资新高，预计可带动地方经济增长

约170亿元，提供就业岗位2.6万个以上。

今年，该公司聚焦以数智化坚强电网

推动构建新型电力系统，计划新建、续建

工程项目536项，年内投产项目332项，工

程项目投产率超62%。其中预计投产35千

伏及以上工程项目 63个，新增线路总长

2059.7千米、变电容量1677.5万千伏安。

在主网建设方面，该公司计划实施

330千伏及以上工程项目47项，全力保障

新能源高效开发利用、电网安全运行和电

力稳定供应。其中，羚羊750千伏输变电

工程年内开工建设，满足新疆与西北联网

需求。750千伏日月山变、西宁变和青南

换流站创建打造数字化示范站，推进数字

电网建设。“沙戈荒”大基地配套红旗、丁

字口750千伏输变电工程投产运行后，可

接入新能源发电900万千瓦，每年促进新

能源消纳99亿千瓦时。绿色算力产业配

套750千伏郭隆、托素主变扩建及330千

伏昆开输变电等 10项工程开复工，助力

全省大数据中心绿色转型发展。

在配电网建设方面，该公司计划实

施110千伏及以下工程项目488项，不断

提升配网运行指标，满足大规模分布式

光伏、电动汽车、清洁取暖等新增负荷接

入需求，推进传统配电网向现代智慧配

电网升级。通过大力实施配电网改造提

升工程，惠及全省52.9万人。其中，西宁

市启动数字化城市配电网建设，创新探

索配电侧新型电力系统构建。海东市互

助县班彦村建成揭牌全省首个“零碳小

镇”，打造高原乡村绿色用能示范样板。

预计可带动地方经济增长约170亿元

2024年青海电网
投资达88.2亿元

本报讯 （记者 倪晓颖） 4 月 11
日，记者从 2024 年民生实事工程新闻

发布会获悉，今年我省计划实施教育均

衡工程，锚定教育强国目标，聚焦各阶

段教育扩优提质重点任务，深入实施学

前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义务教育薄

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程、普通高中

发展提升行动和职业学校办学条件达

标工程，继续推动青海理工大学、青海

职业技术大学设置工作，着力构建高质

量教育体系，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我省将全力推进学前教育发展提

升行动计划，新、改扩建公办幼儿园 10
所，持续扩大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实

施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

工程，新、改扩建义务教育学校 30 所。

深入实施普通高中发展提升行动，挖掘

优质学校资源潜力，新、改扩建学校 10
所，扩容增加教育资源总量。

同时，实施职业学校办学条件达标

工程，支持 10 所职业学校改善办学条

件，提升教学和实训水平，增强职业学

校办学能力。继续推动青海理工大学、

青海职业技术大学设置工作，加强与教

育部协调对接，强化达标建设和基础工

作保障。并加强智慧教育建设，为 50
所学校配套信息化设备，改善数字化条

件。发挥国家智慧教育平台资源优势，

引导各级各类教师在日常教学中常态

化有效应用。

2024年青海新、改扩建
公办幼儿园及学校50所

采访中，印象最为深刻的是：黄
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黄乃亥乡日秀
玛村。

从一年只种一半，到三分之二
都是撂荒地，再到规模化种植黑青
稞，加工生产黑青稞炒面，组建农机
专业合作社、饲草料厂，日秀玛村的
发展历程，折射出黄南州绿色有机
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从无到有、从
小到大的变迁。

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的建
设，为黄南乡村的全面振兴注入了新

的活力。一个个厂房建起来，在特色
产业的带动下，日秀玛村民有了更多
的增收渠道，村集体经济也因此得到
发展，村党支部书记先卡加直言：“如
今，大伙儿脸上的笑容都不一样了！”

日秀玛村是一个缩影。放眼金
色谷地，随着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
出地建设的扎实推进，农牧产业发
展的步伐愈加铿锵有力。从无到

“有”、从“有”到“好”的提升，最直观
的检验标尺就是农牧民收入的持续
增长，村庄人居环境的明显改善。

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
设，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循序渐进、
久久为功。 （下转第四版）

本报记者 丁玉梅

期待金色谷地亮眼成绩单

本报讯（记者 郭靓）“我因突发

心跳呼吸骤停，在医院救治花费 60.91
万元，大病保险报销 37.33万元，占报销

金额的 65.29%。”4 月 11 日，黄南藏族自

治州同仁市农村低保对象昂女士激动

地说：“感谢党的惠民好政策，这项报销

给我解决了大部分医药费用，让我能安

心看病，看好病。”

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是在基本医疗

保障的基础上，对大病患者发生的高额

医疗费用给予进一步保障的一项制度

性安排。我省率先在全国启动实施全

省政策统一、基金统收统支、覆盖所有

居民的大病保险制度。

近年来，青海医保部门深入推进大病

保险制度改革，优化政策措施，不断加大

大病保险资金投入力度，筹资标准从制度

启动初的年人均50元提高到95元，所需

资金从居民医保基金中划转，不额外增加

群众缴费负担，基金投入达到 4.2亿元。

不断调整提高大病保险保障水平，起付标

准从制度启动初的单次5000元调整为年

度累计1.2万元，群众个人负担的合规医

疗费用报销比例达到80%，报销不设封顶

线，最大限度减轻群众看病就医负担。

同时，在全面落实大病保险普惠待

遇政策基础上，对特困人员、低保对象、

返贫致贫人口等困难群众，实施大病保

险 起 付 标 准 降 低 50%、报 销 比 例 提 高

5%、报销不设封顶线的倾斜保障政策，

有效发挥了大病保险在缓解群众患重

大疾病时的减负作用。

让群众看病就医更有“医靠”

青海扎实推进城乡居民
大病保险惠民政策

近日 ，随着天气渐暖 ，

被誉为“高原蓝宝石”的青

海湖水域的冰层已大部分

融化，高原大湖褪去冰衣，

呈现出湖水碧蓝、飞鸟翔集

的壮美画卷。

新华社记者 张龙 摄

春临青海湖

4月11日在青海湖拍摄的未融化的湖冰（无人机照片）。

本报西宁讯（记者 张慧慧）4月13
日，记者从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以下简称西宁开发区）获悉，一季度西宁

开发区完成进出口额超 8.3 亿元，增长

57.4%。新能源、黑色金属、青藏高原动植

物深加工等产业进出口额分别增长 1.6
倍、1.2倍、3.5倍，工业外贸实现快速增长。

西宁开发区持续壮大外贸主体，发挥

好开发区国有平台公司在市场化资源配

置中的引导作用，全方位为园区提供产业

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资源盘活

等服务保障。积极组织企业参加国际国

内重点展会，大力推介宣传“青海产”“西

宁造”优质产品。加快出口企业自有品牌

培育，引导、鼓励企业开展跨境电商，支持

企业建设海外仓。同时，以各园区外贸转

型升级示范基地为载体，鼓励锂电池、多

晶硅、碳纤维、地毯、冬虫夏草等特色优势

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推动丽豪半导体、中

昱新材料等企业尽快开展进出口贸易。

并依托4个省级外贸转型升级示范基地，

加强国家级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培育，全面

完善“一站式”综合服务，及时帮助企业解

决融资、物流、证件办理等困难。

西宁开发区将继续围绕“项目为

王、产业为基，争分夺秒拼经济”工作主

线，进一步聚焦重点领域、特色产业，加

快培育外贸新主体，大力扶持外贸新业

态新模式，不断优化开放环境，打造新

的外贸增长点。

一季度西宁开发区
实现外贸“开门红”

泽库县和日镇吉龙村泽库羊羔。 本报记者 丁玉梅 摄日秀玛村黑青稞加工厂内，工人将磨好的黑青稞炒面装袋。

4月11日，游客在青海湖畔的东格尔观鱼台拍照。

44月月1111日在青海湖拍摄的棕头鸥日在青海湖拍摄的棕头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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