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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果洛宣）果洛州始终
坚持将教育事业发展作为“头号民生工
程”，财政投入上优先保障、公共资源配置
上优先满足、社会发展规划上优先安排，
全州教育事业发展呈稳中有进、进中向好
的良好态势，果洛特色教育顶层设计有效
垒高教育高质量发展点位，在集中攻克堵
点淤点问题上成效明显，带动基础教育整
体提升。

全州第八次教育大会制定出台的
“1+1+10”教育硬措施，围绕教育治理、学
校发展、教师成长、学生成才，为探索破解
制约教育均衡发展、质量提升、教育生态
治理、评价改革等难点提供了政策保障，
实现推动果洛教育高质量发展有据可
依、有策可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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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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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赴省内外
研学交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培元成
效凸显。

加快构建高素质专业教师队伍聚集

高地，选优配强州属学校领导班子成员11
人，推动学校班子整体运行质量持续提
升。先后招聘学前及中小学专任教师65
名，义务教育阶段专任教师本科以上学历
占比82.3%，学前专任教师持证率50.48%，
中高级职称专任教师比例达到57.7%，教
师队伍结构不断优化。分层分类组织
7929名教师参加国培、省培、州培计划，全
面提升教师综合素养。持续加强教师关
心关爱，新增教师周转宿舍 279 套，足额
落实教师终身从教奖、班主任工作津贴，
广大教师幸福指数持续攀升。

加大力度改善全州各级各类学校办
学条件，累计投资5.7亿元落实各类教育
建设项目182项，新建和改扩建各级各类
学校132所，新增学前教育学位1842个，
义务教育学位 2763 个，超大班额、大通
铺、D级危房全面消除。玛多灾后恢复重
建教育重点项目如期收官，玛多县民族寄
宿制中学于今年9月交付使用。“十四五”
时期教育标志性项目果洛海东中学筹建
工作全面启动，该项目已顺利通过省级新
建学校联席会议审查，目前已完成勘测定
界、土地划拨、岩土工程勘察、可研审查等
前期工作，工程设计和施工已开始招标，
计划明年3月份开工建设。

全州一般公共教育支出预算安排
142895.44 万元，比 2022 年增长 37.03%。

累计落实学生资助资金2.7亿元，受益学
生达91137名；受理生源地助学贷款2010
人，贷款金额1753.34万元，社会资助物资
及资金累计达到440万元。

2023 年全州共有各级各类学校 137
所，在校生 55510 人，与 2021 年相比在校
生增加 2081 人，普及水平与全省平均水
平间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群众受教育机
会进一步扩大。学前教育三年毛入园率
达到 87.07%，比 2021 年提高 4.02 个百分
点；义务教育在实现全面普及的基础上，
2023年巩固率达到97.06%，建档立卡脱贫
家庭辍学学生自2019年年底保持动态清
零。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85.18%，
比 2021 年提高 1.98 个百分点，全州基础
教育迈入“上好学”新阶段。

挖掘上海多元、多级集成型中职教育
资源，选派 16 名果洛籍学生赴上海接受
优质职业教育，有力提升中职学生成长

“天花板”。成立西宁果洛中学、州民族高
级中学、州大武民族中学三校联盟，三所
州属高中在学校管理、教育教学、特色发
展、学生培养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合力
打造果洛高中教育联盟特色品牌。通过

“青蓝工程”和“名师工作室”，19名第五批
上海援青教师结对传带 57 名本地教师，
援青教师充分发挥“优质种子”催化作用，
辐射引领本土骨干教师全面进步。

本报讯（通讯员 果洛宣）玛尔挡水电站是国家
和青海省重点能源项目，是黄河流域在建海拔最高、
装机最大的水电站，是国家能源集团在青海打造的
首个千万千瓦级全清洁能源一体化基地的核心工
程。电站将于2024年3月31日首台机组投产发电、
2024年12月30日全部机组投产发电。投产发电后，
多年平均年发电量73.04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准
煤约220万吨，减少排放二氧化碳约816万吨，减少
二氧化硫排放量约3.04万吨，将对青海省打造清洁
能源高地、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意
义。

本报讯（通讯员 果洛宣）3月25日上
午，果洛州融媒体中心挂牌仪式举行。
融媒体中心的建成投运，标志着果洛州
新闻事业实现新的跨越，迈上了更高起
点。

果洛州融媒体中心的成功挂牌，是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媒体
融合发展重要论述的生动实践，是落实
党管媒体不动摇的具体体现，是顺应传
播新趋势、打造融媒新平台的实践成
果。

融媒体中心的成立将在今后新闻宣
传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心将以更多
有思想、有品质、有温度的精品力作，坚持
正确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把党的创新理
论宣传好、阐释好，持续巩固主流舆论阵
地，不断构建“一张网”“一朵云”的融媒传
播格局。坚持守正创新，开创融媒发展新
局面。主动顺应新闻媒体发展形势，做好
机构设置、人员配置“加法”，做强资源整
合、运作流程“乘法”，促进新闻媒体由“物
理融合”向“化学融合”转变。紧扣中心大
局，唱响主流舆论最强音，以更多有思想、
有品质、有温度的融媒体精品力作，为果
洛高质量发展汇聚正能量。持续践行“四
力”，打通基层宣传“最后一公里”。坚持
把镜头聚焦群众、把版面留给基层、把笔
头触及生活，挖掘鲜活素材、记录真实言

语，抓拍生活场景、反映真情实感，以小故
事诠释大道理，以小切口反映大时代，不
断拉近宣传报道与人民群众的距离。

此外，将建立健全联席会议制度，定
期研究媒体融合发展工作，协同解决经费
预算、资产处置、编制核定、人员调配、薪
酬待遇等难点堵点，切实保障融媒体中心

后续发展。州融媒体中心将发挥政策优
势、创新运营模式，增强自身造血功能、提
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各县和州直各部门
将积极响应“懂青海、爱青海、兴青海”的
时代号召，强化责任担当、汇聚强大合力，
努力为现代化新果洛建设汇聚强大精神
力量。

果洛州融媒体中心挂牌成立

本报讯（通讯员 玛多宣）
天气回暖，冰雪消融。连日
来，玛多县境内出现了百余只
白唇鹿集体“踏春”的画面。

白唇鹿东瞅西看，仿佛在
寻找春天的气息，它们时而奔
跑嬉戏，时而驻足觅食，怡然
自得，为春日的草原增添了一
丝生机。

白唇鹿因喉上部至唇部
呈白色而得名，是国家一级保
护动物。分布在中国青藏高
原及其边缘地带的高山草原
地区，是典型的生活在高原的
鹿种。

近年来，随着青海省生态
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大，以前难
觅踪迹的野生动物频繁现身，
与白唇鹿的“偶遇”，正在成为
常态。

玛多县玛多县：：百余只白唇鹿百余只白唇鹿““踏春踏春””而来而来

本报讯（通讯员 久治宣）日前，久治县以食品安
全“四个最严”要求为根本遵循，建立健全分层分级
精准防控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工作机制，完善地方党
委和政府负总责、市场主体是第一责任人的食品安
全责任制，持续推进包保督导工作，深入落实监管责
任，全面提升辖区食品安全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坚
决守牢食品安全底线，努力打造群众满意的食品安
全县。

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带头开展“两个责任”
实地督导，各级包保干部按要求开展食品安全实
地调研检查，并积极同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
员深入一线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根据各级干部数
量和包保主体数量，合理调整包保主体分级标准、
适当扩大包保干部范围，科学确定包保比例，防止
包保任务畸轻畸重。全县 42 名包保干部共承担
133 家包保主体的督导任务，实现了包保关系建
立率、承诺书签订率、督导完成率和问题整改率动
态保持“100%”。

同 时 ，县 市 监 局 组 织 辖 区 内 114 户 市 场 主
体，开展食品安全“两个责任”培训，进一步压紧
压实食品安全属地管理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增
强食品安全风险防控能力，完善食品安全责任体
系，并集中开展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宣传活
动。

此外，重点针对乡级校园食堂开展检查，督
促各餐饮店做到加工场地清洁、贮存保管餐饮用
具消毒、冷藏冷冻食品安全设施设备正常运转
等，全面规范食品经营行为。县市监局将“两个
责任”体系细化为具体指标，纳入平安市场创建
工 作 考 核 当 中 ，聚 焦 主 责 主 业 、全 力 当 好“ 四
者”，坚持风险导向、问题导向、绩效导向，从强
化队伍建设、风险防控治理、督查检查等方面下
功夫，狠抓“两个责任”落实，切实保障人民群众

“舌尖上的安全”。

迈大步！果洛州教育事业上台阶
玛尔挡水电站全力冲刺

首台机组投产

久治县：

努力打造群众满意的食品安全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