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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产业转型升级，
为高质量发展插上人才翅膀

如何把海北州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转变为

高质量发展优势？

用山东第四批援青干部领队、海北州委常

委、副州长赵庆平的话说就是，“山东省帮助海

北州制定了文旅、生态畜牧、特色种植养殖、会

培五大产业发展支持计划，瞄准产业发展需求，

搭建平台引进高层次人才，为海北产业提升提

供立体式智力帮扶。”

2021 年 6 月 28 日，山东援青推动成立的“鲁

青高原生态农牧产业专家工作站”正式揭牌，

“鲁青高原生态农牧远程智慧服务平台”同步上

线运行。

工作站汇聚鲁青两省有关高校、科研机构

的 223 名农牧专家，引进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

究所博士丁晨旭驻站服务，通过线上线下结合

开展技术帮扶活动。同时，针对海北农牧产业

技术创新的重大关键技术问题，以课题研究和

技术攻关为核心，引领技术转移、产业升级，推

动海北农牧产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助力打造

“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

青海大学畜牧兽医科学院副研究员崔占鸿

表示，山东援青农牧专家周磊牵头开展的牦牛

藏羊补饲精料研究课题，针对青海冷季较长对

畜牧产业带来的不利影响，研究开发补饲精料，

调控牦牛藏羊营养平衡，减少掉膘、死亡，该课

题研究成果可以在整个青海牧区辐射应用。

去年 7 月 12 日，“二十万人游海北”暨援青

文旅联盟“千车万人青海行”首发团启动仪式在

门源回族自治县举行。

这是继 2019 年 9 月，山东援青发起成立援

青文旅联盟以来，助力海北州打造“国际生态旅

游目的地”的又一重要行动。

如何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对口支

援理念，山东援青管理组积极组织开展山东专

家上高原，帮助海北“借船出海”。

推进海北州政府、州中藏医康复医院与康

复大学（筹）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打造康复专

业人才培养、实习、科研基地，助力海北康养产

业科学发展。融合上海、青岛海洋科研成果，发

挥山东、海北冷水资源优势，充分发挥山东和海

北冷水资源丰富的优势，开展“在门源淡水孵化

—在山东海水养殖”的冷水鱼陆海接续养殖试

验，全力打造横贯东西的高端冷水鱼产业链。

在济南成立海北招商联络站，引进青海昱宏生

物科技公司正式投产，102 万元的货物已完成进

口报关，实现了海北州 2022年进出口开门红。

聚焦教育提质增效，
多平台支撑育才树人大计

山东援青精准对接海北需求，把提升教育

管理和教学水平作为教育援青的根本之策，创

新平台，深度发挥人才作用，实现了教育组团帮

扶由注重教学向教学教研并重的转变。

2019 年 9 月，山东援青在门源县启动“威海

—门源远程智慧援教工程”试点。目前，山东援

青累计投入资金 870 余万元，基本实现了山东四

市对海北四县中小学远程智慧援教全覆盖，推

动山东与海北结对学校老师之间的同步备课、

同步听课、同步评课、同步研课，先后开展活动

800 余次，两地 6000 多名教师参与，山东老师不

到高原也能参与援青支教，使海北学子不离家

乡也能享受优质教育。

推动建立州、县、校教研体系，从山东选派

12 名优秀教研员到海北州、县教研室，吸纳优秀

援青教师参与州、县、校兼职教研员队伍。支持

创刊《海北教育》，带动当地老师们从关注教学

向教学、科研并重转变，营造了“从问题中生课

题，在教学中做研究”的氛围。山东海北班连续

三年本科上线率超过 98%；组团帮扶的 2020 年、

2021 年海北一中高考成绩本科上线率分别提高

了 6.5和 9.3个百分点。

2021 年 3 月 24 日，山东援青“医教协同”医

疗专家聘任暨首场专家讲座在海北职校举行，

标志着山东援青整合利用援青医疗专家优质资

源，更大发挥支医专家作用搭建的医教协同平

台正式启动。山东 5 名支医专家受聘海北职校，

定期到校授课，定期带职校学生到医院跟岗见

习。截至目前，已开展活动 52 次，支医专家到校

授课 56 课时，职校学生到海北州医院跟岗见习

612 人次，有效缓解了职业教育优质师资短缺难

题，助推了海北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和教学模

式的创新改革。

海北州职业教育技术学校医药卫生部主任

杨增骄说：“山东援青医疗专家来到州职校授

课，不仅缓解了我们学校高层次专业教师少的

困难，而且他们来自临床一线，实际经验丰富，

讲授的内容比书本的理论更加贴近职业教育需

求。”同时，山东援青按照“专业一对一、学校多

带一”，推动山东 6 所职校与海北职校、威海 4 所

职校与门源职校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施“校

长+骨干教师”的组团模式，对职业教育开展“整

体性帮扶”，受到了职校师生的一致好评。

聚焦服务改善民生，
智力帮扶浇灌幸福花

海北地处青藏高原腹地，群众对于治疗高

原病、地方病的医疗健康需求迫切。山东援青

聚焦这一民生需求，多措并举解决群众看病难、

看病贵的问题。

2020 年 7 月 25 日，在山东援青多方协调下，

鲁青眼科医院正式揭牌运营，这是海北州首家

独立法人资格的专科医院。山东援青投入资金

400 万元，为医院购置了一批国内先进的仪器设

备，同时协调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引

进 10 名眼科专业技术人才组成帮扶团队，开展

眼科疾病门诊防治、手术治疗、青少年近视防

治、本土人才培养等工作。

“我们全面总结鲁青眼科医院模式，通过人

才先行，强化‘引进一名专家人才、带来一系列

新技术、带教一支当地团队’的运营模式，从资

金、设备、技术、专家等层面全力扶持推进特色

专科建设。”山东援青干部、州卫健委副主任王

鲁介绍。

此外，山东援青协调对接鲁青多家医疗机

构，先后创建了鲁青肺癌诊疗中心、鲁青消化病

诊疗中心，支持创建鲁青口腔医院。在门源回

族自治县成立鲁青血液透析中心，在祁连县成

立滨祁眼科中心、滨祁盆腔修复中心，在刚察县

成立心电联盟，在海晏县成立消化内镜诊疗中

心，引领医疗机构增加造血功能，加快实现高质

量发展。

山东援青投入 5000 万元，实施海北州智慧

健康信息化工程，建设完成后，将实现海北州、

县、乡、村四级医疗数据的实时互联互通，与山

东省级健康医疗信息平台的互联互通，与山东

援青四市结对帮扶医院之间的互联互通。

在刚察县人民医院，远程会诊已经是一种

常见的工作方式。通过与援青对口帮扶医院建

立会诊平台，刚察县人民医院有了高水平的技

术支撑，治愈率明显提升。

副院长白扎西介绍，“以前没有远程会诊的

时候，我们遇到疑难病例只能是转院了，有了远

程会诊以后，疑难病例可以通过远程会诊后得

到很好的解决。”

针对高原常见多发疾病，山东援青组织支

医专家变坐诊为巡诊，创新开展巡诊活动，走进

农牧村庄社区，免费诊疗服务惠及各族群众 5 万

人次，“光明行动”一次性为全州 200 余名白内障

患者免费实施复明手术；“先心病专项救治行

动”组织 56名先心病患者到山东接受免费治疗。

去年 6 月 29 日，山东援青“一库双百”行动

正式启动。该行动广泛邀请历届高层次援青人

才，组建山东援青人才库。目前已入库专家 245
人，组成教育、医疗、规划设计、文旅、农牧等 5 个

专家组。

入库专家按照山东援青干部管理组统一安

排，根据海北需求，以学术交流、技术指导、临床

诊疗、科学研究、专题调研、基层义诊、科普宣

传、咨询服务等为主要服务形式，每年组织 100
名以上专家人才到海北开展智力帮扶，每年选

派 100 名优秀教育和医疗人才到海北开展支教

支医。

这是山东援青紧盯发挥人才作用、打造灵

活用才平台的又一实践。

““山东智能山东智能””在海北在海北““嫁接嫁接””成长成长

采访援青工作，
记者感触最深的不是
给项目、给资金，更加
难能可贵的是能为当
地培养更多的专业技
术人才，变“输血”为

“造血”，为当地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民生改
善提供人才支撑。

山 东 第 四 批 36
名援青干部，计划内
2 批 31 名援青人才，
连同 3 批 383 名柔性
援青人才，把智力帮
扶作为打基础、利长
远、求突破的攻坚方
向，从海北实际出发，
采取教育医疗组团式
帮扶、“项目+人才”
同步引进、重大课题
专家学者进青“问诊
把脉”等方式，助力海
北补齐人才短板，让
智力帮扶由点对点衔
接，向搭建平台汇聚
资源、带队伍增强“造
血”能力转变，助力当
地产业升级、民生改
善，实现高质量发展。

山东援青干部人
才把海北当作第二故
乡，把各族群众当亲
人，本着“授人以鱼不
如授人以渔”的原则，
把个人专业所长与海
北所需结合起来，把
山东的产业人才优势
与海北的资源优势结
合起来，紧紧围绕海北民生改善、产
业发展、创业就业、人才资金、教育
医疗等领域海北急需受援的短板和
弱项，着力培育海北的“造血”功能。

采访中，农牧专家周磊、教师李
思玲、医生姚可青等山东援青的干
部人才，他们严谨、负责的品质给记
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援青的日子是
短暂的，但是我们要努力为海北培
养一批带不走的人才。”

王祖军作为山东省滨州市医疗
援助团队的骨干，带领同事为祁连
县先后引入设备物资 100 余万元，
为当地成立了 3 个县级诊疗中心。
他们发挥组团式帮扶优势，创新开
展“一名专家带动一个专业发展，培
养一名骨干医师、一名骨干护士”工
程，传帮带医护人员 29 名，诊疗患
者9000余人次。

如果说，资金和项目建设让海
北大地的面貌有了一定程度的改
变，那么山东选派的智力帮扶专家
带来的先进技术和理念无疑对海北
有着更深层次影响。

平台建起来，人才强起来。山
东在济南成立海北招商联络站，实
现了海北州进出口零的突破；青岛
房建公司小拉洞峡旅游项目开工建
设，与鲁商集团合作的海北州特色
产品展销中心挂牌运营，推动更多
青海特产进入山东……

“一次海北行，一生海北情。”援
青干部人才用智慧和汗水为海北社
会事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用真
诚和真心服务了海北各族干部群
众，谱写出大爱无疆、无私奉献的动
人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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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尹耀增

倾心倾力奉献山东力量，大爱无疆

装扮海北山川。

山东与海北虽远隔万水千山，但对

口支援的红线把双方紧紧相连。

随着援青工作的不断深入，山东援

青模式日益成熟，“海北所需，山东所能，

合作共赢”成为鲁青两地干部群众的共

识。

来自齐鲁大地、对口支援的各类人

才在海北藏族自治州 3.41 万平方公里的

土地上，攻坚克难，挥汗如雨，只争朝夕，

凝聚智慧，用爱心与激情谱写着一曲曲

慷慨激昂的奉献之歌……为海北的发展

注入了新活力，为鲁青合作拓展了新空

间，为增进两省友谊开辟了新境界。

第四批山东援青干部人才入青以来，始终把人才智力帮扶放在更高位置、做
为重中之重，因地制宜发起成立援青文旅联盟、牵头创办鲁青教育论坛、推动组建
鲁青眼科医院、启动实施“一库双百”人才行动、运营“鲁青高原生态农牧产业专家

工作站”等一系列智力帮扶项目，建机制、搭平台、拓领域，实现了智力援青由点对
点衔接，向搭建平台汇聚资源、带队伍厚植造血能力的转变，助力海北广聚人才补
齐短板，助推海北产业升级、民生改善。

“二十万人游海北”暨援青文旅联盟“千车万人青海行”首发团启动仪式。 本版图片均由山东援青和本报记者尹耀增 摄

“智慧远程诊疗”项目上线运行。 大西洋鲑的陆海接续养殖试验。 远程智慧援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