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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宽敞明亮的教室、干净整洁的宿
舍楼、崭新宽阔的风雨操场……走进泽库县多
禾茂乡寄宿制中心完全小学，琅琅的读书声在
走廊回响。

而在1个月前，任谁也想不到偏僻村小的
孩子也能和中心完小的学生在一起上课、吃
饭、生活。

据了解，多禾茂乡克宁寄宿制完全小学位
于多禾茂乡加仓村，建于2003年，教育公共服
务区域为多禾茂乡加仓村和克宁村，全校共有
63名学生、7名教师。

随着牧民群众教育观念的转变和让孩子
接受优质教育的需求不断增强，多禾茂乡加仓
村、克宁村很多家长更愿意将孩子送到中心完
小就读，克宁完小生源越来越少。加之克宁完
小地处偏僻，交通设施条件滞后，师生出入及
物资运输不便；还存在师生饮水困难以及教师
整体超员、结构性缺员等问题。

经与多禾茂乡加仓、克宁两村村委，学校
教职工、学生家长沟通及征求意愿，全体同意
撤并克宁完小，并将孩子送到多禾茂乡寄宿制
中心完小就读。

“以前放学回家都是爸爸骑摩托车来接，
夏天还好，冬天的风吹在身上真冷，如根根尖
刺在扎我般。现在我们搬到中心学校，走路回
家不到十分钟。”今年10月份，六年级学生万
玛多杰和其他63名同学如愿从克宁完小搬到
了中心学校。

人们都说，草原上最美的建筑是学校，最
美的风景是洋溢在孩子脸上的笑容，最美的人
则是长年累月坚守在最基层的教师。

在克宁完小工作生活了6年的多杰加卜
老师对此深有感触，他说：“克宁完小老师整体
水平不高，学校办学水平较低，每年六年级升

学考试几乎每次都是全县排名末尾，教育教学
成绩偏低。教育信息化设备配置及应用能力
低下，无法满足先进的教育教学需求和教育高
质量发展目标要求。撤并克宁完小，让学生拥
有更优质的教育资源是大家的‘心愿’。”

“以前宿舍条件很差，一个房间挤十几、二
十个人，别提多难受了。宿舍里没厕所，晚上
得到室外，冬天风大，高年级的孩子还可以，低
年级的怕冷又害怕。”万玛多杰回忆道。

如今走进中心完小的宿舍楼，整齐明亮的
上下铺床上着统一颜色样式的床单，被子叠得
四四方方，每层楼内都配备了盥洗室和水冲式
厕所。“现在一个宿舍6到8人，一人一张床，再
也不用挤了。晚上洗漱、上厕所也方便，大家
把这里当作另一个家，都自觉维护宿舍整洁。”
中心学校校长说。

晚饭时间，在干净、亮堂、功能齐全的餐厅
内，孩子们正享用美味可口的晚餐，牛肉、烩
菜、奶茶、油饼……各类荤素搭配，营养均衡。

这只是泽库县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解决人民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一个生动写照。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自第二批主题教育
开展以来，泽库县组织开展为民办实事，在县
级干部层面结合“十四联”工作机制，开展“进
百家门、访百家情、解百家事、暖百家心”大走
访活动；在乡科级层面结合联村抓户，组织党
员干部“敲门”“认人”，践行党员受教育、群众
得实惠要求，为民服务办实事380件。

而克宁完小撤并只是泽库县开展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
教育，坚持“解民忧”为出发点，用心用情用力
为人民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的精彩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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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南州以主题教育实效助推现代化黄南建设
第二批主题教育启动以来，黄南州聚焦“学

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总要求，统筹推
进主题教育与中心工作，持续在提高人民生活
品质上出实招、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创实绩，以
主题教育实效助推现代化黄南建设。

以学促干，全力以赴抓发展。始终把“学思想”
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持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
脑入心，不断提升政治能力、思维能力、实践能力。
州委常委班子立足黄南实际，聚焦发展大局，通过
定期学习、专题辅导、集中研讨等形式，静下心学、
潜下心悟、沉下心做，以“关键少数”引领“绝大多
数”。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坚持干什么就重点学什
么、缺什么就重点补什么，在对标对表中聚焦重点
发力、在知责担责中提升履职能力，切实把学习成
果转化为谋划工作的思路、推动发展的举措、促进
改革的本领。深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颁布实施
全省首部《黄南藏族自治州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
制品管理条例》，启动州市共建国家卫生城市暨全
域无垃圾示范市，创新建立“林草长+检察长+警
长”和林草、河湖“两长合一”联动协作机制，全州
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天数为97.3%，境内主要流域
监测的12个断面水质均达到或优于Ⅲ类水质标
准。大力推进乡村振兴，健全“四个万亩”“四个万
头”种养殖基地利益联结机制，建成国家级产业园

2个、省级产业园3个、标准化养殖基地23个、农
牧民合作社707家，新增国家级传统村落24个，
尖扎县连续三年入选乡村建设评价样板县，同仁
市圆满承办全省乡村建设现场推进会，“各炒一盘
菜、共办一桌席”乡村建设模式在全省推广。制定
《黄南藏族自治州高质量青海国际生态旅游目的
地“东南门户”实施方案》，成功申报省级非遗项目
18项，新认证世界纪录5项，新增4A级旅游景区
1家、3A级旅游景区5家，尖扎县三江源产业园区
和河南县启龙牧场被评定为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
地，热贡文化艺术小镇入选全国“一县一品”特色
文化艺术典型案例。

注重巧干，聚精会神破难题。坚持把“四下
基层”作为重要抓手，把解决问题作为关键导
向，把推动发展作为落脚点。扎实开展“大走
访、大调研、大排查、大攻坚”活动，建立州级领
导干部“十四联”工作机制，县级领导干部包乡
联村，围绕民族团结、乡村振兴、生态保护等多
个领域，深入乡镇、村社、学校、项目现场等基层
一线开展蹲点调研，采取召开座谈会、查阅资
料、问卷调查、随机走访等多种方式收集基层意
见，梳理制约高质量发展的问题症结，把脉会
诊、解剖麻雀，找准破解难题的办法、加快发展
的思路，推动成果转化真正从“纸上”落到“地

上”。
围绕产业“四地”建设，精准定位主导特色

优势产业，成功入选全省地方特色产业发展试
点示范地区，获得财政补助资金7000万元，拉
动地方配套4400万元，助推特色产业做大做强
做优。全力推进全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
先行示范州创建，培育省州级龙头企业21家，
地标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产品123个，雪多
牦牛、欧拉羊、泽库羊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名
录，“尕玛顿丹”“佳加哇娄”藏羊品种取得“国字
号”《商标注册证》，主要农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
到 62.5%，绿色优质农产品规模占比突破
12%。深入实施工业高质量发展“六大工程”，
制定出台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全
面落实促进中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措施，
新增规上企业3户、限上企业5户、市场主体
2499户，培育中小微企业15户。扎实开展安
全生产风险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坚决守住了不
发生较大及以上安全事故的底线，安全生产形
势持续稳定。

担当实干，勠力同心解民忧。坚持树立和
践行正确政绩观，从群众最关心、最关注的现实
问题入手，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把
惠民生的事办实、暖民心的事办细、顺民意的事

办好，着力推动主题教育在“重实践、建新功”上
见行见效，在“解民忧、促发展”上走深走实，切
实让群众在主题教育中感到新变化，得到新实
惠。认真开展为民办实事活动，筹措1.21亿元
新建停车位1087个，成功解决11个小区711
户不动产“登记难”历史遗留问题，挂牌督办的
116件信访积案全部化解，6571栋存在隐患的
自建房全面管控，天然气进黄南让群众迎来“绿
色暖冬”。持续深化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改革，
419个事项申请、受理、审查等环节实现网上办
理。全力稳就业促就业，农牧区劳动力转移就
业2.17万人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382人，城
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1.71%，应届高校毕业生
总体就业率达到85.8%。稳步推进厕所革命，
建成农牧区卫生厕所2680座、整治问题厕所
16037座。扎实开展居家养老服务，落实养老
服务补助资金1216万元，每月2次为7314名
老年人提供日常生活照料服务。持续推动住房
公积金制度缴存扩面，为442家单位的临聘人
员缴存住房公积金6723.18万元。大力开展惠
民助企促消费系列活动，投入促消费资金950
万元，参与商户380户，带动消费3500万元，推
动消费提质扩容。

（来源 /州委主题教育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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