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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晓英） 6 月 1 日，

按照省委关于在主题教育期间开展“大

走访、大调研、大排查、大攻坚”的部署

要求，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公保扎西

赴青海民族大学调研指导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等工作。期间，召开座谈

会，认真听取青海民族大学在主题教育

中强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

况汇报，有针对性提出指导意见；实地

考察藏学院、民社院文献资料室和图书

馆古籍馆，对青海民族大学在主题教育

中的创新实践以及保护古籍方面做出

的积极努力给予高度评价。

公保 扎 西 指 出 ，青 海 民 族 大 学 自

建校以来，始终坚持正确办学方向，切

实肩负起党的教育工作和民族工作双

重使命，特别是把贯彻落实党的民族

政策理论作为教书育人和服务社会的

使命任务，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在学

科建设、理论研究等方面取得许多重

要成果，已经成为推动青海民族团结

进步事业的重要阵地和服务现代化新

青海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这次

主题教育中以打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典范单位为引领，推动实施“具

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高素质人才

培养工程、党的民族宗教理论与政策

高水平研究工程、民族地区中国式现

代化建设行稳致远助推工程、体现党

的民族政策优越性高层次展示工程、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高品位样板校

建设工程”等五大工程，具有很强的前

瞻性和针对性。

公保扎西强调，推进民族团结进步

是我省主题教育的实践载体。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

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把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学校建设各方面全

过程，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海

工作的重大要求，大兴调查研究，超前

谋划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工作。要聚

焦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四地”建

设等重大课题，广泛借助省内外科研院

所人才资源优势强化联合办学，在服务

新青海建设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要

坚持求真务实，以社会化、民众化、人文

化、市场化为目标，积极探索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路径，推动民族

团结进步工作更加生动具体、更加深入

人心。

刘大业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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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臻 通讯员 马
青军） 自主题教育开展以来，省乡村

振兴局推动主题教育与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深

度融合，把主题教育成果转化为推进

新时代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工

作的具体行动，坚持将调查研究贯穿

主题教育全过程，以学促干，学用相

长，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码加力。

该局聚焦 25 个国家和省级乡村

振兴重点帮扶县，将年度 60%以上的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和 70%以 上 的 东 西 部

协作资金用于支持乡村振兴重点帮

扶 县 发 展 ，推 进 实 施 了 一 大 批 补 短

板、促发展项目。15 个国家重点县与

江苏相关地区建立“一对一”结对帮

扶 关 系 ，选 派 15 支 科 技 特 派 团 和 23
支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团队开展

工作，为重点地区发展提供了强有力

的支撑。全省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

97.28%，供水保障率达到 95.8%，脱贫

群 众 安 全 住 房 保 障 率 达 到 100%，监

测对象和脱贫群众住院报销比例分

别达到 90%、80%，农牧区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水平持续提升。扎实推进

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部

署 要 求 ，落 实 苏 青 帮 扶 资 金 8.59 亿

元，持续推进产业帮扶、劳务协作、人

才交流、消费帮扶等工作。建成西宁

市湟中区西堡镇奶牛养殖基地、海东

市互助县万亩菜薹供港蔬菜生产基

地等一大批带动效益强、群众得实惠

的好项目。

同时，坚持把增加脱贫群众收入

作为主攻方向，将衔接资金的 60%以

上用于乡村产业发展，全省千头只标

准化牦牛藏羊养殖基地超过 100 个、

国家和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 213 个，

1622 个脱贫村光伏产业收益年均达

30 万元以上，有劳动能力的脱贫群众

均有产业增收项目。积极开展“雨露

计划+”就业促进行动，培育“乡村工

匠”，帮助脱贫群众实现更高质量就

业。今年以来，已有 21.4 万名脱贫人

口和监测对象实现务工就业，完成国

家下达任务的 119.6%。其中，2.8 万户

有劳动能力搬迁户实现就业 4.5万人，

超额完成户均 1人就业目标。

省乡村振兴局

真抓实干促振兴真抓实干促振兴

本报讯（记者 陈晨） 6 月 3 日，由

团省委、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省文化

和旅游厅、省科协、省学联主办的第十

八届“挑战杯”青海省大学生课外学术

科技作品竞赛暨黄河流域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决赛在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

院举办。经过激烈的角逐，分别从自然

科学类学术论文、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

调查报告和科技发明制作 3 个类别评

选出获奖作品 19 件，其中，青海师范大

学《用于盐湖资源高值化发展的功能型

纳米树状高分子树脂》和青海大学《一

种巯基改性共价有机骨架的研制及在

重金属和有机物去除中的应用》获得本

次大赛特等奖。

今年省级竞赛期间，来自全省各高

校的 2700 余名师生踊跃参与，共申报

涉及生命科学、信息技术、数理、能源化

工、哲学、经济、社会、法律、教育、管理

等多个领域的作品 338 件。经过校级

初赛遴选、省级专家评委初步评审，共

有来自全省 12 所高校的 57 个团队作品

脱颖而出，入围省级决赛。决赛现场，

专家评委们围绕作品的创新性、科学

性、可行性、实用性等方面，进行了专业

点评并针对性提出意见建议。

大赛自创办以来，始终坚持“崇尚科

学、追求真知、勤奋学习、锐意创新、迎接

挑战”的宗旨，2022 年，团省委创新实施

黄河流域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营，以“兴

趣驱动、注重过程”为原则，立足全省生

态文明高地建设和产业“四地”建设，围

绕“训、练、用”三个纬度，切实为青年学

生打造一个开放、共享的创新创业实战

训练平台，并将“训练营”同“挑战杯”创

新创业竞赛有效衔接，达到以赛促训、以

训促行的目的。据悉，本次决赛将择优

推荐优秀作品参加第十八届“挑战杯”全

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竞赛。

第十八届第十八届““挑战杯挑战杯””青海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青海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暨黄河流域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圆满收官暨黄河流域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圆满收官

本报讯（记者 王菲菲） 5 月 30
日，记者从青海省审计厅获悉，主题教

育开展以来，青海省审计厅坚持把大

兴调查研究作为解新题破难题、筑牢

审计工作高质量发展根基的重要举

措，印发《青海省审计厅 2023 年调研

工作方案》，明确了 3 个重点调研内容

和 5 个专项调研课题，由班子成员牵

头、全员参与开展调查研究，推动主题

教育走深走实。

省审计厅牢牢把握审计机关首先

是政治机关的定位，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和党

中央关于审计工作决策部署，认真落

实省委、省政府和审计署要求，切实把

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

维护”落实到审计工作全过程。严格

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按程序

请示报告重要审计情况、重要审计结

果、重大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及处理意

见等，确保各项工作同频共振、步调一

致。

完整、准确、全面把握扎实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对审计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新任务，充分考虑审计力量、审计资

源、审计质量、审计管理、审计风险等

综合因素，立足经济监督定位，深入开

展研究型审计，聚焦财政财务收支真

实合法效益审计主责主业，围绕民生、

生态、乡村振兴、重大政策落实、权力

规范运行等方面，纲举目张开展审计

工作，更好发挥审计在高质量发展中

的监督、服务和保障作用。树牢“有问

题没发现是失职，发现问题不报告是

渎职”的意识，着力揭示违反财经纪律

问题，充分发挥审计在经济领域反腐

治乱中的重要作用。

严格落实关于建立健全审计查出

问题整改长效机制方面的制度措施，

认真履行跟踪督查主体责任，实行清

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台账化落实，

通过整改“回头看”、边审边改、跟踪督

查、专项督查等方式，把审计整改贯穿

审计工作全过程。加强与纪检监察监

督、巡视巡察监督的贯通协同，督促审

计查出重大问题线索及时移送、及时

查办、及时反馈，推动屡审屡犯问题得

到有效遏制，切实增强整改成效。

省审计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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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何 敏

在青海省生态环境保护战线，活

跃着一支巾帼建功先进队伍。这个队

伍 里 60%的“ 战 士 ”都 是 女 性 。 在 家

里，她们是孩子的妈妈、父母的“小棉

袄”，承担着照顾家人的责任；在单位，

她们兢兢业业，一心扑在环保监测事

业上，为青海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供

有力的数据支撑。这支队伍的名字就

叫“青海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以下

简称“监测中心”）。

青海省地理位置特殊，生态环境

脆弱，自然灾害频发，这决定了生态环

境监测技术人员在日常工作中，要面

对更为严峻的自然环境考验和更为艰

苦的岗位磨练。

2021 年 5 月 22 日凌晨 2 时，许多

西宁人被剧烈的晃动摇醒。窗外人声

嘈杂，各种新媒体、微信朋友圈里的消

息铺天盖地——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

县发生 7.4级地震。

“地震灾区的饮用水源有没有受

到影响？是否存在环境安全隐患？”这

是监测中心领导班子首先担忧的问

题。职责所在、使命使然，于是，班子

成员当即电话互联，连夜协调、动员相

关工作人员，随时准备赶赴现场。同

时，安排遥感监测组先行对地震灾区

周边水源地保护区开展异常变化遥感

监测。

天刚破晓，瓢泼大雨还在倾泻，监

测中心大楼内“热闹非凡”，人员已集

结到位，应急监测车整装待发。在接

到省生态环境厅应急监测指挥指令

后，随着一声“出发”，首批 5 个应急监

测现场工作小组 26 人第一时间踏着

晨曦奔赴果洛州 6 个集中式生活饮用

水源地、玛多县污水处理厂和玛多县

生活垃圾填埋场开展应急监测工作。

第一小组直奔震中玛多县，到达

位于黄河沿岸的黄河乡。震后的现场

一片凌乱，余震还在，未知的危险随处

都有，但大家都顾不上这么多了。经

过科学细致的研判，工作组马上确定

第一批次监测点位，技术人员冒着余

震危险，分组投入到饮用水水源地、地

表水、污水处理厂、垃圾填埋厂的样品

采集工作中。

时间很快就到了下午五六点钟，

刚完成饮用水源地样品采集等工作的

技术人员都已经饥肠辘辘，正准备吃

口饭，带队领导突然接到应急指挥部

电话：“震中散居牧民的日常饮用水主

要靠 6 口小型采水井予以保障。现在

牧民反映有几口井井水变深，有苦味，

请 你 们 协 助 排 查 原 因 ，开 展 监 测 工

作。”面对紧急任务，大家来不及吃上

一口热饭，立即调整路线，战衣未脱又

出征，分头奔向了不同的方位……

采完井水最后一个样品，已是凌

晨 1 点多钟，工作组成员这才想起整

整一天紧张奔波后都还水米未进。此

时，震后的草原一片漆黑，大家架起行

军锅，煮了方便面充饥。草草吃完，又

兵分两路，一路人马将采集的样品连

夜送回实验室，另一路人马夜宿车中，

随时等待指挥部的调遣……

应急监测的现场指挥部没有设在

监测中心的大楼内，而是设在了震区，

因为这样更便于及时掌握灾情动态情

况。在风吹日晒中，在酷热严寒中，指

挥部工作人员与各路监测小组随时保

持联络，还同步安排中心实验室后续

分析工作的调度，并结合现场情况随

时对应急监测方案进行调整与优化。

如何安排人员、分析哪些项目、应急监

测方案怎么修订？灾区群众的安危牵

动着每个人的心，一切工作都在有条

不紊的快速进行着，所有人员都在为

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忙碌着！

天刚蒙蒙亮，实验室分析人员已

陆续到岗，开始了分析前的准备工作，

迎接第一批样品的到来。5 月 23 日早

上 8 点，第一批采集样品送抵，实验室

样品分析随即开始了。

经过快速分析，第一批样品数据

未见异常。监测指挥部根据黄河乡 6
个自备水源反馈有苦味的情况综合研

判后，决定立即对果洛州饮用水源地

和黄河乡 6 个自备水源开展全分析监

测。

又是忙碌的一天，来自各地的样

品 陆 续 送 达 ，检 测 工 作 在 不 停 地 进

行。夜深了，实验室还灯火通明。随

着实验结果的一步步呈现，水有些发

苦的原因被一层层揭开：饮用水源地

部分点位氯离子浓度较高，超过饮用

水源地标准限值。本着高度负责的态

度，指挥部立即向上级部门汇报了检

测结果。同时，通过对现场反复进行

检查，确定为震后地质变化原因导致。

这种高度负责、高速运转、高效专

业的工作状态一直持续了近半个月时

间，第一批赶往现场的技术人员在海

拔 4500 米以上的灾区，经历了连续高

强 度 的 工 作 后 ，身 体 开 始 亮 起 了 红

灯。有的人因为高原反应强烈眼睛充

血，有的人头痛胸闷呼吸困难，这些症

状在高海拔地区随时可能危及生命。

但作为灾区生态环境监测的“主力军”

和“顶梁柱”，所有人员无一人叫苦、无

一人喊累，顽强地经受住了余震、高

反、寒冷和疫情的考验，也再一次见证

了“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敢担当，

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

献”的环保铁军精神。

作为全省生态环境监测的“排头

兵”，监测中心“娘子军”始终发挥着在

急难险重工作面前从不掉链子、在艰

难困苦环境建功立业的模范带头作

用。

为了能够切实做到说清环境、支

撑决策、服务民生，她们经常奔走在青

海高原的山山水水间；为了第一时间

掌握自然灾害引发区域环境质量状况

变化情况，她们随时准备第一时间奔

赴灾害现场。

多年来，检测中心先后参与完成

了 玉 树 藏 族 自 治 州 玉 树 市 7.1 级 地

震、果洛州玛多县 7.4 级地震、海北藏

族自治州门源县 6.9 级地震、海南藏

族自治州同德县油罐车翻车油品泄

露应急监测、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

治县“8·18”山洪等重大自然灾害监

测工作，为我省各相关部门科学应对

突发环境灾害事故提供了及时有效

的决策依据。

——记“全国巾帼建功先进集体”青海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绽放绽放””在大美青海在大美青海
生态安全一线的格桑花生态安全一线的格桑花

本报讯 （记者 陈晨） 6 月 2 日 ，

记者从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获悉，日前，来自黄南州的 63 名唐卡绘

画技能培训结业学员和中等职业技术

学校学生在同仁市参加唐卡绘画专项

职业能力考核，共有 56 名学员通过考

核，取得我省唐卡绘画专项职业能力

证书。

开展唐卡绘画专项职业能力考核

将推动全省唐卡绘画从业人员职业化

专业化，提升民间传统工艺专业学生职

业技能水平和就业创业能力，强化我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唐卡”技能

传承和成果保护，提供技能人才保障。

同时，也是客观评价技能劳动者专业技

能水平，深化职业技能培训教学改革，

提高教学培训质量的重要手段，为学员

顶岗实习及稳定就业奠定基础。

近年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充

分发挥技能评价对提高职业技能培训

质量的导向作用，积极推动多元化技能

人才评价制度落实，围绕我省新业态、

新技术和劳务品牌、地方特色产业、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项目等，加大专项职

业能力考核项目开发，填补我省促进就

业创业的“小职业、微技能”无评价标准

的空白，为发掘培养“乡村工匠”提供评

价保障。目前，我省已有青海拉面制

作、唐卡绘画等 11 个专项考核规范通

过人社部备案列为全国考核标准。青

海月饼馍、焜锅、狗浇尿制作等 6 个专

项考核规范通过省级评定，已报人社部

备案审定。

青海首次开展唐卡绘画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工作青海首次开展唐卡绘画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工作

本报讯（记者 董洁） 经商务部批

准，第三届中国（青海）国际生态博览会

将于 6 月 15 日至 18 日在青海国际会展

中心举办。目前，20 余个省份参会参

展。其中，天津、内蒙古、黑龙江、江苏、

江西等省级领导将率政府代表团出席

展会。

据了解，5 月初，省商务厅组成 5 个

招展工作组，由厅领导带队分赴 12 个

省（区、市）开展上门邀请。截至目前，

20 余 个 省（区 、市）参 会 参 展（含 藏 毯

展）。其中，山西、内蒙古、辽宁、安徽、

江西等省区参展并搭建特装展示，集中

展示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浙江、海南、广

西等省区的生态价值实现案例受邀参

展；北京、上海、天津、河北等省（区、市）

的地毯企业参展；另有江苏、吉林、福

建、湖北等省份参会。同时，来自荷兰、

马来西亚、尼泊尔的 10 余家企业在国

际展区进行绿色产业及产品展示；来自

巴基斯坦、印度、伊朗等 11 个国家的企

业参加藏毯展。

第三届生态博览会第三届生态博览会2020余余个省份参会参展个省份参会参展

5月31日，记者来到位于海南藏族自治州千万千瓦级新能源项目基地共和县100万千瓦光伏项目施工现场，只见夏
日的塔拉滩已是牧草青青、绿意盎然，青海黄河新能源工程建设分公司的员工们正热火朝天地加快光伏板安装工作。

本报记者 栾雨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