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海日报社党风廉政青海日报社党风廉政建设监督投诉电话建设监督投诉电话：：0971-8457880 0971-8457403
监督投诉监督投诉邮箱邮箱：：qhrbsjw@163.com 读者监督电话：8457776（白） 8457258（夜）

地址：西宁市长江路 5号 传真电话：8454413 邮政编码：810000 联系电话：8457775

投稿电子信箱：qhrbtg@163.com
印刷：青海日报社印刷厂 地址：西宁市城中区长江路 5号

今日零售每份1.00元 每月定价：50.00元

青海日报社常年法律顾问：青海诚嘉律师事务所主任鲁卧领律师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6300004000001 广告中心：8457759
报纸发行中心：8457228 报纸投递投诉：11185

44 20242024年年66月月2222日日 星期六星期六

组版组版编编辑辑 吴雅洁吴雅洁

实验课严肃认真。 本报记者 陆广涛 摄食堂饭菜丰盛可口。

本报记者 李兴发 郑思哲 董志勇

盛夏时节，青海绿意盎然，暖风沁心。

6 月 18 日至 19 日，习近平总书记再赴青海，殷殷嘱托，

深情牵挂，令 590多万高原儿女倍感亲切，备受鼓舞。

果洛西宁民族中学是习近平总书记此次来青海考察的

首站。6 月 21 日，记者来到这所由上海市投资援建，隶属于

果洛藏族自治州管理的全日制寄宿制中学，琅琅书声在校

园内回响。

果洛藏族自治州位于青海省东南部，平均海拔 4200 米

以上，大气含氧量仅为海平面的 60％，自然条件严酷，教育

资源紧缺。为满足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借助东西

部协作和上海市对口支援，在省会西宁建起了果洛西宁民

族中学。

上海先后投入了 10.5 亿元教育资金，实施了 190 个教育

项目，果洛西宁民族中学就是其中之一。建校以来，学校教

育教学成效显著，2022 年至 2023 年连续两年高考录取率为

100%。2023年，高考成绩更是再创新高，本科上线率达到了

71%。

6 月 18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到学校考察，温暖着学校

教职工和学生的心田。

“习近平总书记详细地询问了学生构成、课程设置、体

育锻炼、普通话水平等情况。先后察看了食堂、宿舍，还特

意嘱咐食堂工作人员一定要确保学生饮食安全、营养可

口。”谈到当时的情形，上海第五批援青干部、果洛西宁民族

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常途依旧难掩内心的激动。

“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孩子的生活照顾

好，为他们创造更好的学习条件。”常途说，今后将继续发挥

上海对口支援的优势，引进更好的教育资源，为孩子们创造

更多的学习和交流机会。坚持“五育”并举，促进孩子们全

面发展。培根铸魂，启智润心，让每一个孩子努力学习，成

人成才，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当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了解到学校将思政课内容融入

日常教学，听了孩子们讲述新时代家乡的可喜变化，看了孩

子们的画作，十分高兴。无微不至的关怀、殷切的嘱托，让

全校师生备受鼓舞。

修远楼高一（1）班教室里，同学们还在回味和分享着习

近平总书记来班里观摩“新时代、新家乡”主题思政课时的

情景，习近平总书记慈祥的笑容清晰地浮现在他们的脑海

里。

“习爷爷很认真地看了我的画，仔细听了我讲的故事，

还问了我很多家乡的变化。”回想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课堂

时的情景，来自果洛州久治县白玉乡的学生尼东拉毛记忆

犹新——谈起家乡变化的话题，她踊跃举手，用一幅画给习

近平总书记讲述了自己家从传统的骑马放牧，到如今利用

无人机放牧的变迁。

上海支援果洛建设十多年来，无论是教育、医疗卫生，

还是畜牧业，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迈入了快车道。谈家乡

的新貌，说新时代家乡的变化，是果洛西宁民族中学思政课

的重要内容。

在听完学生们关于家乡变迁的故事后，习近平总书记

说，包括教育在内的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取得显著成效，

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

势，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温暖。要把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学校思政课的一个重点，讲好中国共产

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讲好新时代以中国式现代

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故事，讲好中华民族

共同体和民族团结进步的故事，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

小就植入孩子们的心灵。

“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导、深情嘱托，坚定了我们做

好思政课的信心决心。”当时在现场的思政课教师魏正元

说：“作为一名一线思政课教师，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我会在现有思政课内容框架上再作创新，让每一堂课都成

为教学课、育人课，努力把每一名学生都培养成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合格接班人。”

在 校 园 的 长 椅 上 ，依 闹 依 毛 正 和 同 学 享 受 着 午 休 闲

暇。她就是在新闻镜头里那个热泪满眶依依不舍的女孩。

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她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当时眼泪就

不自觉地流了下来。习爷爷那么忙，还亲自来看望我们，我

真的既幸福又感动。我不会辜负习爷爷对我们的期望，也

不会辜负国家的培养，考个好大学，毕业后回来建设我的家

乡。”

阳光下，校园内的孩子们朝气蓬勃。6 月 18 日的“温

暖”，将伴随他们一生，激励他们一辈子。不久的将来，他们

将带着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从高等学府里归来，在青海这

片广袤的大地上，用青春和汗水履行今天许下的誓言。

总书记的话刻进了师生心里

本报记者

青海是生态的高地，山峦巍峨，万物丰饶。青海是团结

的热土，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

6 月 18 日至 1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考察并作出重

要讲话，在全省上下引发强烈共鸣。

谆谆嘱托，暖人心田；殷切期望，催人奋进。全省干部

群众纷纷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周围，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

线，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有形有感有效做好民族工

作，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同心协力、砥砺前进，汇

聚起建设现代化新青海的强大力量。

培根铸魂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盛夏西宁的苍郁葱翠浸染山河，扮靓城市风貌，也让果

洛西宁民族中学内尽显生机活力。

修远楼内，琅琅读书声不绝于耳；操场上，运动的身影

洋溢着青春气息……在这所沪青两地共建的学校里，学生

们充分享受着优质教育资源的滋养。

习近平总书记的到来，更是在孩子们的心里播撒下了

团结进步的“种子”。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考察时，观摩了“新时代、新家乡”主题

思政课。课堂上，15岁的尼东拉毛向习近平总书记讲述了自己

家乡的变化。每每回想起当时的场景，她的眼光中依旧闪烁着

激动的光芒：“习爷爷的勉励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理想，将来

要成为一名优秀的老师，教书育人，为家乡作出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果洛西宁民族中学看望全校师生，

令果洛藏族自治州州委宣传部副部长扎西黄秀激动万分。

“我们要把感恩之心转化为奋进之力，以奋发有为的姿态做

好教育工作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等领域的宣传工作，做深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引领行动，促进果洛学生与

上海学生在思想、学习、生活等方面深入交流。”

作为民族学校的校长，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

民族中学校长柳海忠深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

族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是民族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我将和同事们一道，努力

探索富有民族特色的德育发展路径，加强与民族地区、民族

学校的交流合作，互帮互助，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共享。”

载歌载舞，欢笑不断……西宁市城西区兴海路街道作为

一条多民族集聚、多民族共处的历史老街，辖区内的 18个少

数民族和谐共处，其乐融融。“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的嘱托，精准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内涵、精

神要义、方法思路和实践路径，建好美美与共幸福和谐社

区。”西宁市城西区兴海路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李志锋说。

体育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平台。“我们将

主动把体育工作融入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大局中

去考虑，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身心健康、增进‘五个认同’、

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和价值功能，

让我省各民族群众通过体育的方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

在一起’。”省体育局群体青少处干部甄文静说。

以文化为纽带
构筑共有精神家园

6 月 21 日，位于宏觉寺内的青海省民族团结进步教育

基地里游人如织，基地内的一张张图片、一段段文字，令人

沉醉于传统文化的醇厚韵味，沉浸在各民族同呼吸共命运

心连心的斑斓画卷里。

看着游客对传统文化的喜爱、对中华民族辉煌历史的

认同，宏觉寺民管会副主任观觉不禁面露笑容，耳畔也再次

回响起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

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需要全国各族人民包括广大

信教群众团结奋斗。希望青海藏传佛教界弘扬爱国爱教优

良传统，促进宗教和顺、社会和谐、民族和睦，在中国式现代

化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

“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考察时的重

要讲话精神，立足青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和现

实实践，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和青海民族团结进步的故事，积

极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工作走深走实。”省委统战部综合协调处三级调研员张超说。

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市是一个多民族融合、多宗教并

存、多文化共生的地方，在几百年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了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文化。“作为同仁这个多

民族大家庭里的一分子，我将一如既往以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为主线，一切工作围绕服务群众，团结群众而推

进，为促进同仁经济社会更好发展努力奋斗。”同仁市委组

织部干部赵强说。

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央隆乡党委书记郭延山说：“我

将持续巩固好‘石榴籽家园’成果，打造好‘民族团结+自然

学校’‘民族团结+乡村史馆’等创建品牌，有形有感有效推

动央隆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

质量发展。”

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结古街道充分发挥社区“石榴

籽”家园阵地作用，不断推进“民族团结+”融合发展。玉树

藏族自治州玉树市结古街道党工委书记久美丁增说：“我将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厚爱

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动力，做实城市‘微治理’，为打造‘三江

源地区中心城市’‘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作出贡献。”

以民生保障为基
推动实现共同富裕

仲夏的午后，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良教乡上治泉村的

马生福与村里的老伙计在树荫下下着棋，惬意地享受着幸

福时光。

2023 年，马生福和附近村民从前跃村搬到上治泉村。

“如今，我们一家人住的是 140 平方米的大楼房，周围商场、

医院、学校等基础设施配套齐全，公共服务也十分便捷，生

活过得有滋有味。我们要感恩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亲

切关怀，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

保障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尽力而

为、量力而行，多办顺民意、惠民生、暖民心的实事，扎实解

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近年来，青海民生支出保持在 75%以上，政策体系不断

完善，保障水平逐年提高。省财政厅预算处二级主任科员

韩云龙说：“我们将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着力解决

好群众就业、教育、医疗、社保、住房、养老等领域的急难愁

盼问题，促进民生福祉持续改善，民族团结进步基础更加坚

实。”

建立全省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制度并发布实施基本

养老服务清单，印发实施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的实施方

案……省民政厅持续增强供给能力，不断提升服务质量，让

青海 80多万名老年人共享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发展成果。“我

们将以养老服务提质增能推动养老事业全方位嵌入民族团

结进步事业，努力打造高原特色养老服务青海样板。”省民

政厅养老服务处干部王利利说。

作为社保窗口的一名工作人员，西宁市城中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干部刘依琪也将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一字一句

地写在了笔记本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提振了

信心。我将紧紧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主线，扎根‘小窗口’服

务‘大民生’，以真心融入群众，靠真情温暖民心，为打造‘规范、

高效、廉洁、便民’的政务服务环境贡献青年力量。”

海东市平安区农科局干部张成斌同样感到使命光荣、

重任在肩。“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转化为服务农

村的实际行动，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优化公共服务设

施，在干事创业中展现新时代农业工作者的蓬勃朝气。”

“乡村振兴要突出农牧民增收这个重点，加快推进高原

特色种业振兴行动，发展绿色有机农牧业，打响高原土特产

品牌。”对于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省农业农村厅政策

与改革处处长吴庆猛牢牢记在了心里。“我们将围绕农牧民

增收这项中心工作，做强乡村产业，推动稳岗就业，深化农

村改革，落实支持政策，因地制宜做活土特产文章，真正让

农牧民走上‘致富路’”。

六月，对于海西州德令哈市蓄集乡的牧民来说是剪羊

毛的重要季节。蓄集乡党委组织机关干部、茶汉哈达村的

党员干部，自备工具到村里缺少劳动力的牧民家中提供帮

助，减轻牧民工作。“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时的重要讲话，

让我们基层党员干部有了新的方向和动力。”茶汉哈达村党

支部书记达希玛说，作为一名村党支部书记，将继续践行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切

实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郑思哲 执笔；魏爽 张晓英 李兴发 陈俊 王晶 王宥
力 苏烽 公保安加 王臻 陈赟业 尹耀增 郭靓 程宦宁 通
讯员 段振韬 参与）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时的重要讲话在全省干部群众中引发强烈反响

开民族团结之花 育共同富裕之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