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柴达木日报记者 浩尔娃
通讯员 西组宣

从浙江金华到海西，跨越 2700
多公里的距离，上升 2000米的海拔。

“选择了援青就选择了吃苦，选择了

援青就选择了奉献。”赵永军带着这

个使命，开启了从沿海到高原的“爱

心路程”。

现年 47岁的赵永军是金华艾青

中学的高级教师。2021年 2月，学校

接上级通知，需派遣一名干部援青

赵永军毅然报了名。

初上高原，赵永军就出现了严

重的高原反应，头痛、流鼻血、失眠、

气喘······来到这里对赵永军而言

是个挑战。

“在援青指挥部的帮助下，经过

一段时间的调整，我逐渐适应了新

的工作环境。”赵永军说。

虽然身体有种种不适应，但是

发光发热的初心未改，赵永军将金

华艾青中学的教学经验带到这里，

也将艾青中学的教师风貌展现在雪

域高原。为尽快适应当地学生实际

情况，赵永军及时与上一轮援青教师

和当地教师进行多次交流。进入学

校后，积极参与学校各种教研活动，

交流各自经验，加快沿海与当地教育

观念的融合，同时赠给年轻教师相关

教育专著，互相学习、共同成长。

在高三下学期，海西州高级中

学浙江班原班主任由于身体原因，

需要更换，赵永军在自己大腿也有

严重筋缩的情况下，欣然地接受了

这个光荣的任务。相较于其他任课

教师，班主任的工作任务重且细琐，

不仅要教育学生，还要以身作则，早

起晚归、坐班守值、陪伴沟通、鼓励

疏导，不仅如此，他还拿出全部的班

主任补贴用于班费开支……

“当了班主任后我每天早上6点起

床，中午和学生一起午休，下午与学生

一起自修，晚上也是如此。虽然辛苦，

但是当学生悄悄地把糖或水果放在我

座位上，激动时把我高高抛起来，就觉

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赵永军说。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赵永

军在上课教学内容和形式上及时做

了调整，深入浅出地讲解知识点，帮

助学生理解。“赵老师每天下午课后

与晚自习上课前都会到班里答疑，我

们就能及时处理掉当天学习上的问

题和困难，很受大家的欢迎。”学生

谢晶山说。

为丰富学生的阅读，赵永军还积

极联系金华市总工会，完成了近一百

名学生的“微心愿”。 2021年他被海

西州高级中学评为“最美援青教师”，

金华市“八婺石榴红·最美个人”。

采水城之甘霖，润高原之教

育。援青以来，赵永军等援青教师一

边为高原莘莘学子传道授业解惑，一

边用实际行动牵手后援团队捐资助

学，在内地与高原、老师与学生之间

架起了一座跨越千里的友谊桥。

用光和热书写无悔援青情
—— 记援青教师、海西州高级中学教师赵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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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柴达木日报记者 浩尔娃 扎西措毛

自省第十四次党代会召开以来，我

州广大党员干部、各族农牧民群众通过

多形式深入学习党代会精神。

六月的乌兰卜浪沟草原，连片的芦

苇荡与成群的牛羊相映成趣，呈现出一

幅独特的柴达木草原风光。连日来，卜

浪沟村两委成员通过读报纸、播视频，

让牧民群众详细了解会议精神。大家

席地而坐，围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以

唠家常的方式说变化、谈感受。

村民杨尔其力说：“通过今天的宣

讲让我及时听到了党的声音，知晓了党

的最新政策。”

过去五年，卜浪沟村借助乌兰县

“敖日都”双峰驼养殖专业合作社的东

风，全村生产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农

牧民依托骆驼产业发展实现了稳定

增收。

“这些年家里发生的变化，就和省

第十四次党代会报告中说的一样。今

天的学习让我们对未来生活充满了信

心，相信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们

的日子会越过越好。”村民索南加力

生说。

宣讲人员用一个个鲜活实例，让村

民感同身受。“在党的惠民政策支持下，

大家都住进了新房。”“我们学技能、做

生意，日子越来越好……”村民们争相

诉说心声，纷纷表示，党代会精神温暖

了心田、增强了信心，今后要更加努力，

实现增收致富。

“ 作为一名基层村干部，在推动乡

村振兴工作中，我们要以务实的作风、

有力的举措，切实抓好民生保障、产业

发展、乡风文明等工作，增强群众的幸

福感和获得感，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自

己的力量。”卜浪沟村村支部书记胡斯

巴义尔说。

党代会精神传遍柴达木草原

柴达木日报讯（记者 吴婷婷）近

日，海西州残联成立督导小组，对海西

州各地区的 45 户重度残疾和一户多

残疾朋友家庭基本情况逐一入户调查

走访，保障残疾朋友基本服务状况和

需求数据的真实性、及时性和完整性，

更好地掌握残疾朋友的真实需求和困

难，推进残疾人服务体系建设，改善残

疾人生活状况。

为保证入户调查结果真实数据

准确，督导组采取直接入户的方式，深入

残疾朋友家中，重点对残疾朋友在生活

救助、社会保障、康复服务、辅具需求、接

受教育、就业帮扶、托养照料、住房保障、

无障碍改造等方面现有服务状况和服务

需求等内容进行详细询问和登记，确保

残疾朋友各项情况真实有效，最大程度

保障残疾朋友享受应有的权利。

入户调查进一步完善了残疾朋

友基础数据，摸清了残疾朋友的基本

服务状况和需求，在改善海西州残疾

朋友生活状况，提升生活品质方面提

供了依据。下一步，海西州残联将持

续开展入户走访督导工作，深入了解

全州残疾人的真实需求，把各项服务

工作做精做细，提升残疾朋友的幸福

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州残联督导走访促提升 精准关怀暖人心

□ 柴达木日报记者 郭曲太

省第十四次党代会召

开以后，天峻县织合玛乡多

玉村党支部结合实际，在学

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全力

推动省党代会精神在多玉

村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

多年来，多玉村聚焦产

业高质量发展促进乡村振

兴，充分凸显产业兴旺是解

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条

件。充分发挥村级组织牵

头引领作用，采取‘支部+
公司+致富带头人+牧户’

模式，整合资源、集中资金

发展养殖、旅游服务等特色

优势产业。

眼下，走进多玉村，这

里的草场已经返青，一片绿

意覆盖着草原，成群的牛羊悠闲地吃

草。多玉村第一书记王海山走进天峻

楞宝绿色生态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

把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的好政策传

达给公司的理事长叶贝。

“理事长，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到

要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

农畜产品加工、旅游等特色产业，我们

多玉村迎来了发展的好机遇，今天我

过来就是把大会的‘好声音’传递给父

老乡亲们……”

作为村里的致富带头人，44 岁的

叶贝于 2021年 4月成立公司，带领牧民

发展绿色生态畜牧业。经过一年的发

展，如今公司有了一定的规模。

“我们公司拥有专属草场 17500
亩，畜棚 2000 多平方米。经过一年的

发展，现在养殖牦牛 560 头，藏羊 2079
只。”叶贝介绍。

天峻楞宝绿色生态畜牧业开发有

限公司由织合玛乡多玉村股份经济合

作社、达尔那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曲陇

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吉岗村股份经济

合作社、加吉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和加

陇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各出资 16.6667%，

主要经营高原牦牛、高原藏羊养殖，乳

制品生产、牲畜屠宰饲料生产、保健食

品生产、生态旅游等业务。

“公司自成立以来，充分利用织合

玛乡丰富的天然草场资源，养殖技术

资源和高原藏羊、牦牛品种资源优势，

按照‘区域集中、项目集中、投入集中、

效益集中’的原则，采取夏季天然草场

放牧和冬季无土牧草种植辅助相结合

的方式，不断创新养殖方法，探索养殖

模式，形成了具有楞宝公司特色的绿

色生态畜牧业发展方式。”王海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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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达木日报讯（记者 吴婷婷）近

日，海西州人民医院借助浙江援青特

殊群体“五复”红船关爱项目，为 2 例

重度听力下降患者成功实施人工耳

蜗植入手术。该手术的成功实施填

补了州医院人工耳蜗植入手术方面

的空白。

6 月 14 日，海西州人民医院邀请

省人民医院眼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宋

翊飒教授，为重度听力下降的 14岁少

年和 57 岁女性患者成功实施人工耳

蜗植入手术。2 例患者神经反应测试

显示植入成功，预示着手术顺利完

成。术后复查电极位置良好，患者目

前无任何不适，等待术后的调试开机。

人工耳蜗植入手术是无数个患

者与家庭的无尽慰藉与希望，更是无

数个少年的新生与明天。此次手术的

成功开展标志着海西州人民医院眼耳

鼻喉科诊疗技术水平向高端技术迈

进，为广大听障患者带来了福音。

海西州人民医院成功开展首例人工耳蜗植入手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