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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到了”，就在10天前，一片喧闹声
中，两辆旅游大巴并排停下，从上面走下80多
位来自西宁的客人。此行，他们是冲着啥来
的？看河景，坐快艇，赏花海，磨青稞，品藏
餐，比射箭，做沙雕，看歌舞……

这里是“德吉村”，藏语意为幸福的村庄，
当村民们几个月前因易地扶贫搬迁入住黄河
岸边时，水电路网齐了，杨树柳树齐了，亭台
楼阁齐了，花海栈道齐了，靶场码头齐了，餐
饮娱乐齐了，沙滩阳光齐了！

“山上问题、山下解决”，两年来，黄南州
尖扎县投资6730万元，在昂拉乡河东新建住
房251套，集中易地搬迁生存条件恶劣的浅脑
山区7个乡镇251户946人，采用“文化旅游+
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的模式，实现贫困户“搬
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目标。

这些年，黄南州贫困地区公共服务设施
建设实现了大步跨越，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
力和水平明显提升，但要实现到2020年贫困
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
均水平，任务依旧紧迫而艰巨。

穷不生根，富无天生。为切实改善黄南
州农村牧区贫困群众生活环境，该州财政涉
农资金优先支持贫困地区发展生产、改善民
生，集中攻坚水、电、路、住房等硬件指标任
务，针对贫困户因灾、因病和缺产业、缺技术、
缺劳动力等致贫因素，因村施策、因户施法，

“一对一、点到点”精准制定增收措施。
脱贫攻坚，电力先行。国网黄化电力公司

由此展开“国网阳光扶贫行动”，详细排查黄南
供电区域农网现状，找准农村牧区重点领域和
供电薄弱环节，坚持“短半径、密布点、绝缘化”
设计，按照农网“整村整线整台区”改造管理方
法，进一步加大电力扶贫力度，稳步推进农网
改造升级工程，全力解决贫困村线路老旧、“低
电压”、“过负荷”、“卡脖子”等问题。

黄南州4县共有105个贫困村，其中82
个贫困村已完成农网升级改造，建档立卡贫
困村到今年年底将全部完成改造目标。

“电网连着千家万户，和老百姓的生活息

息相关，农网改造，是助力脱贫攻坚的一件大
事，不能有丝毫懈怠！”国网黄化公司党支部
书记宋林说。

城上村是尖扎县康杨镇的一个小村庄，
清澈宽广的黄河水从村旁流过，养育了世世
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在这片贫瘠的黄土
地上，随着传统农业加速向现代农业转变，用
电缺口也越来越大。

为此，国网黄化公司先后投资36.8万元，
架设容量100千伏安的变压器一台，架设10
千伏线路0.2千米、0.4千伏线路3.73千米，满
足了村里扶贫项目60座温室大棚的用电需
求；投资4.8万元，对文化大院等公众场所老
旧的电力线路进行了改造；投资6.8万元，将
70户村民家中传统的火炕统一改造成电热
炕；投资4 万余元，对11基电杆进行迁改，确
保文化广场及休闲广场顺利落成。

现如今，城上村民由衷感到，这几年，农
网改造红红火火，村里变化日新月异……

如果说，农网改造，为贫困农牧民织就了
一张幸福网；那么，路通到哪里，那里就会充
满希望。两年来，黄南州投资8.6亿元，落实
农村公路项目199项，改建和新建公路里程
3100公里，一条条幸福路、致富路铺到了贫困
农牧民的家门口。

走进同仁县扎毛乡扎毛村，大人和孩子
们跨过自家的门槛，把美丽乡村的欢声笑语
洒在通往山外的柏油路上。这条路所诱发的
变化足以令人惊讶，通过整合各项扶持资金、
村民自筹等方式，全村投资970万元，继续推
进道路绿化和庭院美化，安装LED路灯进行
主干道亮化，配备卫生保洁设施，建设古树文
化广场，并以此打造旅游景点和集镇商业街，
使扎毛村成功上榜“全国美丽宜居村庄”，这
条路，显然已成为扎毛脱贫致富的康庄路。

“民以食为天，食以水为先”，为确保扶贫
工程长效运行，黄南州水利局年年都在推进扶
贫工作“回头看”。对管道冻损、水源淤积的工
程进行维修，对部分供水点水龙头、水表、水泵
等进行更换，对居住分散的牧区补充人工井，

一个目的，就是要确保贫困地区群众的饮水安
全。全州水利部门累计投入资金15.76亿元，
解决了全州125个行政村25.36万人（其中贫
困村105个，贫困人口4.15万人）的饮水安全
巩固提升；扩大改善农田灌溉面积2407公顷，
草原高效节水灌溉面积773公顷，国土绿化灌
溉配水4913公顷；治理河道长度68.05公里；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71.23平方公里，贫困地
区总受益人口达到11.3万人。

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增强了贫困地区
自我发展能力，一点点在补齐公共服务的短
板，同时带动了农牧区的产业发展，一项项基
础设施项目的跟进，夯实了脱贫攻坚的基石。

两年来，黄南州实施了一批到户产业、贫
困劳动力技能培训、乡村旅游扶贫、扶贫产业
园和易地搬迁项目，配套建设贫困村道路通
畅、饮水安全、农网改造、医疗卫生等公共基
础设施。立足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大的实
际，坚持把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向贫
困村、贫困户延伸，实行区别化对待、差异化
扶持，为贫困群众“开小灶”、“吃偏饭”。

坚持“小财政办大民生”，在自有财力十
分拮据的情况下，黄南州为105个贫困村配
套互助资金5250万元，每个贫困村互助资金
规模达到100万元以上。

河南县就此推出“电信建设、政府扶持、
牧户受益、三网融合、电商扶贫、整村推进”模
式，以建成全光网村为目标，实现电视、宽带、
手机的深度融合，一条线路满足牧民群众的
看电视、上网、打电话的需求。

如清风扑面，优干宁镇德日隆村建成了
黄南州第一个互联网+全光网新农村，安装开
通宽带60户，并为每户配发了1000元的4G
智能手机，实现了家家有宽带、家家看电视、
户户用手机的信息化格局，拓宽了牧民群众
的信息接收面，达到了“信息扶贫”的目的。

已连续几年，黄南州出台了《贫困家庭大
学生资助办法》，对考入大中专院校的建档立
卡贫困家庭学生，在省级补助标准的基础上，
再给每人每年补助学杂费8000元，最近这两

年已累计向 2346 名贫困大学生发放补助
1189万元。

实施生态保护与服务脱贫攻坚行动计划，
在省级安排5978个生态公益性管护岗位的基
础上，黄南州自主开发岗位360个，全部安排
给建档立卡贫困户。为了让更多贫困群众享
受文化旅游收益，该州坚持“挪穷窝”与“换穷
业”并举政策，在对7376户28619名贫困群众
实施易地搬迁的同时，同步配套建设安置点后
续产业和就业培训计划，不仅使贫困群众住上
了像样的房子，更是过上了像样的日子。

今日黄南，青山含情，碧水含笑，在这些
“幸福黄南”的表情包里，无疑还包裹着“天津
援助”的融融暖意。

积极助推脱贫加速，将天津创造思维、创
业经验、创新举措引进黄南，从创建同仁妇女
手工编织创业基地，打造首个创业孵化基地，
到试种推广葡萄、蘑菇等经济作物，建成尖扎
葡萄育苗基地和泽库有机畜棚基地，再到举办
热贡艺术走进天津大学、走进天津美术馆、走
进中新生态城，直至协调选址全国文化之乡天
津杨柳青建立热贡艺术馆，促使热贡艺术在天
津安家落户、扎根开花，透过天津这扇窗，偏远
贫瘠的黄南得以面向全国、面向世界。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今年，黄南州
确立的目标是减贫2.12万人、34个贫困村退
出贫困行列。一锤接着一锤落，一步接着一
步迈，当前，全州上下正在因地制宜综合施
策，以扎扎实实的作风，落实“四个扎扎实实”
的要求，以如期完成脱贫任务。

两年来，黄南州将改善基础条件作为推动
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推手，针对农村基础设施
条件相对薄弱的现状，累计投入各类专项扶贫
资金近15亿元，行业配套资金12亿元，金融
信贷资金13.74亿元，有效弥补了贫困地区基
础设施建设及产业发展资金不足的情况，实施
了一批易地搬迁、到户产业、乡村旅游扶贫和
扶贫产业园等项目，并配套建设了贫困村硬化
通村道路、自来水、电网、医疗卫生、综合服务
中心、文化广场等公共基础设施。

黄南黄南：：剑指公共服务剑指公共服务 决胜脱贫攻坚决胜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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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粉笔一支粉笔染双鬓染双鬓 三尺讲台度春秋三尺讲台度春秋
—— 黄南州教育发展大会暨34个教师节庆祝大会侧记

文/本报记者 马芝芬

秋菊吐蕊，金秋送爽。9月7日，在教师
节来临之际，州委州政府隆重举行以“弘扬
高尚师德 潜心立德树人”为主题的教育发
展大会暨第34个教师节庆祝大会。

7日早上的会议中心内洋溢着欢快、热
烈的氛围，又一批杰出校长、师德标兵、模范
班主任等接受表彰，收获他们躬耕桃李的荣
誉与祝福，收获来自师生的深深敬意。随着
一次次的颁奖、一阵阵的掌声和师生代表们
的发言，关于个人多年教育经历的感触，以
及如何正确教书育人等问题的思考与解答
也在现场每个人的心中激荡、求解、回味着，
并在这种思考与求索中寻找着一个好老师
的定义……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州委州政府历来
高度重视教育事业，特别是近年来，坚定实
施“科教兴州”战略，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切
实加大教育投入，扎实推进教育改革，全州
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稳步提升，为经济发
展、社会进步、民生改善和文化繁荣作做了
重要贡献。而教育工作最离不开的便是广
大教师们的辛勤付出。

在受表彰的队伍中，近一半是少数民族
教育工作者。德吉是州民族高级中学的一

名教师，她和其他受表彰教师一样，躬耕教
育事业多年，对于学校教育、民族教育有着
深刻感受。始终站在教育工作第一线的他
们，谈起教育之道来如数家珍。“三尺讲台令
无数教育工作者竞折腰，课堂教学，没有最
好，只有更好”“教师要有爱心耐心细心和包
容心”“教师要保护后进生的自尊心，捕捉他
们身上的闪光点，培养他们的自信心，从学
困生的困境中抓住有利的教育时机”没有高
谈阔论，有的只是多年教育经验的总结；没
有豪气万丈的铮铮誓言，有的只是一名普通
教育工作者的肺腑之言。

会场内的每个人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他们彼此互送祝福，用真挚的话语和实际行
动庆祝着属于自己的节日，和同事们分享着
温暖与幸福，讲述着教师这个职业带给自己
的光荣与梦想。他们是我州优秀教师的代
表，更是教书育人的楷模，他们在平凡的岗
位上，用爱心和责任书写生命传奇，谱写教
育华章，抒写教育情怀。他们的故事、他们
为教育事业的努力，以及他们的感人事迹正
影响着自治州教育事业的发展。

尖扎县民族中学，是一所藏语文授课为
主的全日制寄宿完全民族中学，建校至今已

有 39 年的发展经历。先后荣获“青海省先
进基层党组织”“文明单位”“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并且为省
内外各高校输送了一大批合格的毕业生
……我州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是有目共睹
的，但和兄弟地区相比，存在一定差距，对人
才的渴望比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目前全
州有3个县属于国家深度贫困县、还有3.07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扶贫必须先扶智，通
过教育拔除“穷根”、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是
帮助群众摆脱贫困的根本途径。同时，就全
州教育现状来看，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足，
教育现代化水平偏低，教师队伍建设有待加
强，等等。这些问题，既制约了全州教育事
业的发展，也直接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
实现。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学
生的每一个进步，教师的付出和艰辛不言而
喻。当日的庆祝大会上，我州的中小学学习
之星和道德之星也接受了表彰和肯定。 泽
库县第二民族中学学生关切成列荣获本次
中小学学习之星。作为家长代表，他的父亲
也参加了庆祝大会，当 32 名学习之星代表
上台领奖时，台下的父母们急忙拿出手机拍

照留念。讲起孩子的成绩时，不苟言笑的他
满脸充满了喜悦之情。他说，“关却成列从
小就爱学习，也很喜欢劳动，去年 4 月代表
学校参加了 2017 年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
获得了省级一等奖，这份荣誉既是他多年努
力的结果，也是老师们辛勤教育的成果。他
能站在奖台领奖，最大的功劳莫过于老师和
学校的教育。”多年来，州委和州政府将教育
经费投入重点向民族学校和特殊学校等倾
斜，加大“控辍保学”力度，扎实推进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使得普通家庭特别是贫困家
庭的教育负担逐步减轻，“上学难、上学贵”
得到根本解决。

“今天参加庆祝大会，很激动也很高兴，
能够代表众多教育工作者发言更让我备受
鼓舞。近年来，州委、州政府和主管部门非
常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这为我们学校的发
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今后我们将不断
加大教学改革力度，强化教育教学管理，努
力提高课堂效益和教学质量，努力办人民满
意的教育。”尖扎县民族中学校长尖措作为
杰出校长代表作了获奖感言，他说，这不仅
是对他个人的鼓励，更是对全州教育事业奋
斗的同仁们的肯定与殷切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