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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果洛宣）为扎实推进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主题教育走深走实，注重上海援青
帮扶在“重实践、建新功”上见行见效。8
月 20 日，上海市援青甘德联络小组深入
果洛州甘德县下藏科乡调研并开展结对
助学帮扶活动。

上海市援青干部联络组一行先后前
往乡便民服务中心、牦牛养殖基地、颗粒

饲料厂、贝母交易市场、乡寄宿制学校等
考察调研，提出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理
念，不断提高为民服务的能力，确保群众
享受更快捷、优质、高效的便民服务；要紧
扣乡村产业振兴目标，从调结构、创品牌、
接产业、连环节、强开发、促脱贫入手，加
快推进牦牛产业振兴，使牦牛产业呈现快
速发展势头，产业带动能力明显加强；要
坚持“创新与传承并举、保护与发展共

融”，依托各类交流平台、资源禀赋优势，
进一步加强中藏药产业培育力度、加强中
藏医药人才引进和培养，全力保障和促进
中藏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要坚持教育优
先发展方针，统筹考虑学校发展实际，优
化学校空间布局，细化学校标准化建设方
案，补齐学校办学短板，切实保障好学生
日常学习、生活需要，推进基础教育均衡、
协调、健康发展。

在旦库村，上海市援青干部人才与13
名在读大学生们进行了亲切交流，了解其
家庭状况、生活情况及学业情况，向大学
生们提供了助学帮扶金共计26000元，并
发放了帮扶慰问品，勉励大学生们要自强
不息、勇攀高峰，始终以积极向善的健康
心态和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刻苦学习、
掌握本领，用学到的知识报效祖国、回报
社会、建设家园。

调研期间，还看望慰问了下藏科乡今
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的麻切仁措同学，在
座谈中谆谆叮嘱她要充分利用好大学时
间，做好学业和生活规划，不断充实自己、
发奋学习，不辜负大家的殷切期望，将来
以优异的成绩回报社会家乡，成为建设祖
国的栋梁之材。

本报讯（通讯员 班玛宣）好消息！8月21日，由国家生
猪技术创新中心、生物饲料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导建设和
运行的乡村振兴科技示范站在班玛县揭牌，标志着青藏
高原首个乡村振兴科技示范站正式落户果洛州班玛县。

国家生猪技术创新中心是科技部于2021年3月批
准在重庆设立，由重庆市畜牧科学院牵头建设，是以生
猪技术为主，并集聚草业所、蜂业所、饲料所、食品所等
机构，涵盖生猪、草业、牛羊繁育体系和养殖体系、生物
发酵料开发、食品开发等技术，是全国农业领域首个国
家技术创新中心。该中心围绕生猪遗传育种与繁殖、
营养与饲料、疫病防控、养殖环境与工程、生猪大数据
等五大领域，建设14个创新团队，培育“13名院士专家
领军人才+60名骨干人才+430名核心成员”的高端人
才队伍。生物饲料开发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是由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08年9月批准成立的唯一一家以
开发生物饲料为研究方向的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依托两个国家级中心的人才和技术，班玛县乡村
振兴科技示范站引入生物发酵料技术和牦牛全日粮技
术，通过试点打造，在解决牦牛补饲问题同时，为班玛
牦牛、果洛牦牛乃至青藏牦牛的高效养殖提供技术和
经验支撑。整合班玛县农畜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原
有的检测设备，由国家生猪技术创新中心和生物饲料
国家工程研发中心支持，配套引入快检设备和重金属
土壤检测设备，为牦牛提供包虫病、口蹄疫、布病等疫
病的快速检测服务，为班玛绿色有机产品输出建设保
驾护航，在班玛县和果洛州打造一支服务于田间地头
的科技服务铁军。

班玛县是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班玛县乡村
振兴科技示范站的揭牌运行，将成为两个国家级平台
在青藏高原进行技术孵化和转化的桥头堡，成为助力
班玛牦牛养殖和促进生态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及绿色有
机输出地建设的基层服务窗口，成为赋能班玛县乡村
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加油站”。

本报讯（通讯员 果洛宣）在果洛州委州政府的大
力支持下，在青海省体育局、青海省足球协会的协同配
合下，通过果洛州文体旅游广电局、州教育局等部门的
共同努力，日前，果洛州首个足球运动学校在州职业技
术学校挂牌成立。

果洛州足球运动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在足球赛事
活动开展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各级队伍多次参
加全省、全国足球赛事获得骄人战绩，通过参加贵州“村
超”、举办“格萨尔王杯”足球邀请赛，促进了果洛州足球
运动和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果洛州足球运动学校的
成立，将有力推动全州青少年、校园足球广泛开展，也必
将带动果洛地区足球水平再上新台阶，省体育局将一如
既往配合支持果洛州足球运动学校建设和果洛足球运
动高质量发展。”省体育局二级巡视员文卫东说。

挂牌仪式结束后，与会人员就足球运动学校发展
前景，如何加强政府职能部门与州足协、州足球青训中
心协同配合进行了座谈交流。

此次足球运动学校的成立，将有力推动全州青少
年、校园足球广泛开展，也必将成为果洛州进一步促进
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开遍果洛大地的新媒介。接下来，
果洛州将以高标准、高站位谋划学校建设，以U系列队
伍建设为抓手，推进训练比赛常态化、规范化、体系化
发展，并在多个层次上扩大学校的特长教育和文化影
响，积极引导广大青少年积极参与，加强训练，在体育
实践中锻炼不屈的品格，为推动全民健身运动，助力体
育强国贡献果洛足球力量。

本报讯（通讯员 玛多宣）天下英才聚
源头、万类霜天竞自由。日前，首届果洛
人才论坛“中华母亲河·天上黄河源”玛多
分论坛暨第二届黄河源生态教育论坛落
下帷幕，为期三天的会议中，来自省内外
的 70 多名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围绕玛多
人才和生态环境相互交流互鉴，为玛多高
质量、现代化发展贡献智慧。

两个论坛首次采取“线上+线下”方
式举行，知名学者、教授、知名企业负责人
等嘉宾，通过线上和线下方式，对玛多人
才发展提出了诸多真知灼见。

玛多县坚持把人才作为创新发展的
最新驱动、最强引擎，大力实施“人才兴
县”战略，为各类人才来玛多创新创业提
供最大诚意、最好资源、最优服务，与各类
人才一同共享机遇、共筑梦想、共赢未来，
形成了玛多与人才相互成就、相得益彰的
新格局。

“梧高凤必至，花香蝶自来。”“大河之
源、千湖之县”的玛多，必将有更多优秀人
才加入玛多、热爱玛多、扎根玛多，在这片

“诗情画意”的土地上尽情释放创新智慧
和创业激情，在全面建设生态文明和绿色
发展的新高地上实现理想抱负和人生价
值。

近年来，玛多县以“国之大者”的政治
担当，毫不放松抓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植被覆盖度、湿地面积逐
年增加，千湖奇观再现，生物多样性不断
丰富，生态产品供给能力不断提升，一幅
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的大美图景正在
河源大地徐徐铺开。

与会专家呼吁坚持凝聚生态共识和
行动，实现生活方式的绿色化。呼吁全社
会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促进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呼吁黄河流域兄弟市
县携手共建生态文明，让人民群众亲近蓝

天白云，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
命之美、生活之美。

论坛已经闭幕，一句句如珠妙语仍在
脑中激荡，一串串欢声笑语仍在耳畔回响，
一帧帧精彩图像仍在不停回放……为本届
人才、生态论坛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玛多县第二届黄河源生态教育论坛收获满满玛多县第二届黄河源生态教育论坛收获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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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果洛宣）全州第八次
教育大会召开后，在“1+1+10”教育硬措
施的政策指引下，推动果洛教育高质量发
展成为社会共识，在财政投入上优先保
障、在公共资源配置上优先满足、社会发
展规划上优先安排的政策导向日益突出，
全州教育事业发展呈稳中有进、进中向好
的良好态势。

实干苦干实干苦干 清风正气充盈校园清风正气充盈校园

全州六县在会后立即行动，迅速召开
县级教育大会，在深入学习领会全州第八
次教育大会精神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制定
出台符合学情规律、地方实际的贯彻落实
方案，全面贯通政策执行落实梗阻，推动
州县互通、内容融合的政策衔接，“党委领
导、政府主导、州级统筹、县级主抓、学校
落实”的工作格局基本形成。

持续落实中小学党组织领导的校长
负责制，全州中小学实行书记校长“一肩
挑”学校达到 66 所，党组织覆盖率达
100%，党旗高高飘扬在教书育人第一
线。以作风建设专项行动和以案促改专
项教育整治行动为契机，驰而不息深化巩
固教育系统作风建设问题整治成果，清正
廉洁、实干苦干的新风正气在教育系统不
断充盈凝聚。

全力以赴全力以赴 打造高素质教师队伍打造高素质教师队伍

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

主线，落实资金821万元打造38所学校校
园文化，累计选派师生200人赴省内省外
研学交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培元成
效逐步凸显。

加快构建高素质专业教师队伍聚集
高地，大胆使用在教学一线中政治过硬、
表现突出的优秀年轻教师，选优配强州属
学校领导班子成员9人，推进学校班子整
体运行质量持续提升。今年 9 月份秋季
学期开始全面启动教师职业能力测评并
在年内推进完成，深入研究解决教师职业
能力提升瓶颈问题，有效解决教师队伍知
识恐慌、能力恐慌、本领恐慌。持续提升
教师待遇保障，落实全州中小学教师工资
42146.92 万元，临聘教师工资 6465.3 万
元，班主任津贴293.69万元，新增教师周
转宿舍 279 套，广大教师更有幸福感、成
就感、荣誉感。

加大力度加大力度 改善学校办学条件改善学校办学条件

加大力度改善全州各级各类学校办
学条件，累计安排各类教育建设项目184
项，总投资 55451 万元，新建和改扩建各
级各类学校 136 所，新增学前教育学位
1770 个，义务教育学位 3258 个，超大班
额、大通铺、D级危房逐步消除。玛多灾
后恢复重建进入收官阶段，玛多县民族寄
宿制中学将在今年 9 月交付使用。优化
调整班玛县县域内13所学校和教学点布
局，教育资源总量逐步扩大。

2022年全州教育经费总收入为13.07
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为10.87亿
元，玛沁县、班玛县、甘德县、达日县、久治
县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支出高于上
年。全州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生均一
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分别比上年增长
19.87%、41.61%。累计落实学生资助资金
1.6亿元，受益学生达 5万多名；受理生源
地助学贷款 965 人，贷款金额 777.19 万
元，社会资助物资及资金累计达到185.95
万元。

提升满意度提升满意度 从从““有学上有学上””到到““上好学上好学””

2022年全州基础教育从幼儿园到普
通高中有135所学校（园）、50188名学生，
普及水平与全省平均水平间的差距正在
逐步缩小。学前教育三年毛入园率达到
85.02%，比2021年提高1.97个百分点；义
务教育在实现全面普及的基础上，2022年
巩固率达到96.28%，建档立卡脱贫家庭辍
学学生自 2019 年底保持动态清零；高中
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84.34%，比 2021
年提高1.14个百分点，全州基础教育迈入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新阶段。

2023年州属3所高中共有168人上线
本科，高考上线率达到30.77%，较上年提
高3.15个百分点，其中果洛西宁民族中学
本科上线率达到71.43%，高考成绩创历史
新高，社会各界对果洛州办学质量特别是
异地办学的满意度升温明显。

实干苦干果洛教育绘新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