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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日报
讯（记者 王宥

力）5月 30日，

记者从青海省

2024 年教育数

字化工作推进

会上了解到，

截至目前，青

海省每百名学

生国家中小学

智慧教育平台

页面浏览量近

4.19 万 次 ，居

全国第 1位；每

百名教师页面

浏览量近 13.68
万次，居全国

第 2 位 。 6 所

学校入选教育

部中小学人工

智 能 教 育 基

地，遴选 10所中小学数字校园试

点校和 20 所中小学数字化应用

示范校。青海教育数字化基础环

境持续完善，优质数字教育资源

公共服务体系基本形成。

本次会议由省教育厅主办，

以“应用·智能·创新 数字赋能教

育扩优提质”为主题，启动国家

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全域应用试

点，发布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

台小规模学校深化应用联点攻坚

行动和国家智慧教育平台读书活

动任务。各地各校交流推进教育

数字化的典型经验，探索全省教

育数字化转型的实践路径，推动

我省教育数字化向纵深发展，助

力青海教育扩优提质，赋能青海

教育高质量发展。

青海各地各校将紧跟数字

中国建设、大规模设备更新、发

展绿色算力产业等重大战略，积

极争取将教育数字化转型建设纳

入国家和我省重大工程、重大项

目、重大任务中，通盘考虑一体实

施，借势搭车推进教育数字化发

展。积极和省外高水平专业机构

加强合作，统筹用好省内高校力

量，帮助我省研究探索人工智能在

教育教学中的有效应用，提升精准

化分析、个性化学习、伴随式评价

等教育数据服务能力，推动数字技

术在教育教学活动、教育决策治

理、教育评价服务等方面的深度应

用，形成可复制推广的经验案例。

把提升师生数字素养与技能作为

一项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抓紧抓

实，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有力支

撑，大力培育一批“专家型+骨干

型+胜任型”教育数字化人才队

伍，为高质量推进教育数字化提供

坚强支撑。

本报讯（记者 汤红红 杨晓波）5月
30 日，全市第二季度安全生产暨防汛抗

旱工作会议召开，全面落实国家和省、州

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精神及部署要求，通

报 1—5 月份全市安全生产和防汛抗旱

工作开展情况，对下一步重点工作进行

再部署、再推进。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军

参加。

会议要求，各部门、各单位和各企

业要充分认识当前面临的严峻形势，时

刻保持清醒头脑，思想上不能有丝毫懈

怠，行动上不能有丝毫放松，统筹发展

和安全，强化红线意识，筑牢底线思维，

以更严的措施、更硬的手段抓好安全生

产和防汛抗旱各项重点工作。要全面

从严开展行业领域安全监管，严格履行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力落实专项行动

调度工作，消除安全隐患，强化宣传教

育引导，加强岗位安全技能培训，确保

做到防患于未然。要深入推进安全生

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结合重点行业领

域“打非治违”专项行动，紧抓重点部

位和关键环节，持续加大整治力度，不

折不扣落实安全生产各项措施，保障安

全生产形势稳定。要全力做好防汛备

汛基础工作，建立健全监测预警和会商

研判机制，加强防汛抢险物资储备，健

全完善工作预案，强化信息报送和指挥

调度，抓好各自领域应急值守和应急处

置工作，确保安全度汛。

会上，市监、消防、交通、东城区分

别作交流发言。

市安委会、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各成

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城镇燃气、交通运

输、危险化学品、非煤矿山、工贸、水库电

站等领域重点企业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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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推进整改工作取得实实

在在的成效。要通过开展专题学

习、专题讲座等形式，把生态环境保

护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贯彻到“四

地”建设、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等各

项重点工作中，努力开创我市生态

文明建设新局面。要不断深化生态

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全面加强理论

宣传、政策宣传、文化传播和法律普

及，不断加大媒体宣传报道力度，积

极推动形成人人关心生态环境、人

人参与环境保护、人人享有文明成

果的良好氛围。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昆仑

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委各部门负责同

志，市直各单位、各人民团体主要负责

同志、各工行委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

会议。

本报讯（记者 李 莎 莎 杨 晓 波）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5月 31
日，市领导张菊、肖军、胡瑜、李玉芳走

访我市部分学校、幼儿园，向全市广大

少年儿童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愿，向

付出辛勤劳动的广大教师、少儿工作者

表示诚挚谢意。

在中山路小学，运动、烹饪、科学实

验、才艺表演现场气氛热烈。市委副书

记、政法委书记张菊勉励大家珍惜校园

时光，认真学习知识，丰富兴趣爱好，争

当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儿

童。她指出，小学是培养孩子全面发展

的黄金时期。学校和教育工作者要更好

地肩负起新时代教书育人的重要使命，

注重学生全面发展，尊重学生个性特长，

积极开展素质教育、创新教育和安全教

育，让每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在六一幼儿园，张菊强调，学前教育

承载着为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的

教育使命。幼儿园要遵循幼儿身心发展

规律，创新教育方式方法，培养幼儿亲近

自然、热爱生活、乐于探索的美好品质，为

孩子们今后的成长和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市领导开展“六一”国际儿童节走访慰问活动

□文/图 柴达木日报记者 吴婷婷 李颖红

“借助智慧农业打开手机就可以看

见农场信息、农场温度、湿度、风向、风

力……”格尔木绿科苑农业高新科技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祁彦兴向我们展示了温

室大棚智能设备的运行情况。放眼望

去，一排排大棚排列有序。阳光照射下，

瓜果蔬菜长势喜人。

近年来，格尔木市依托乡村产业资

源优势，以绿色惠农、质量兴农、品牌强

农为导向，全力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

输出地，多措并举推进农业绿色高质量

发展，让“大棚经济”为乡村振兴蓄力赋

能，温室大棚成聚宝“棚”，产业振兴绽放

好“钱”景，努力实现农牧民增收、农牧业

增产、农牧区发展。

走进格尔木绿科苑农业高新科技有

限公司，温室大棚整齐划一，大棚内满眼

新绿，人参果、羊角蜜、西瓜等挂满枝头，

员工们正忙着给果蔬掐尖、采摘瓜果。

格尔木市壮大“大棚经济”，打造标

准化、规模化、品牌化、可持续的产业链，

让优势升级，让增收加码，为加快乡村振

兴步伐增效赋能。祁彦兴说：“我们园区

有 116座温棚，前期主要是单一的蔬菜种

植，后期我们加强科技示范引领，到目前

已经有 17个成熟品种推广给周边农户，

今后我们将向智慧农业科普示范基地和

校企联合方面发展，加大企业增收力度，

带动农民致富。”

乡村振兴靠产业，产业发展靠特

色。格尔木市在产地环境增绿、产业强链

增效、品牌建设增色、质量监管增进、农

牧民群众增收中，充分挖掘特色农牧产业

资源优势，为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

地，实现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格尔木市充分挖掘特色农牧业资

源优势，建设千亩水肥一体化盐碱地治

理推广示范基地，深化蔬菜产业发展成

果，开展格尔木蒙古羊等 3 个地理标志

产品有机认证，推进 5 万亩盐碱地改造

及草畜循环产业链示范项目，绿色有机

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步伐不断加快。”

格尔木市农牧和乡村振兴局副局长邓

海峰说，“下一步，我们将积极打造高效

种植业、生态畜牧业，延伸产业链条，依

托特色生物产业园建设，做精做优农牧

加工业，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实现农牧业提质增效，农牧民持续

增收。”

大棚种植绿意浓，乡村振兴劲头

足。“大棚经济”的发展也解决了附近村

民就业问题，让她们在家门口就能有个

好收入。走进格尔木绿科苑农业高新科

技有限公司大棚，员工郭顺姐正在给果

蔬打杈。以前她在外打零工，如今在家

门口就业，让她喜出望外。她说：“我家

就住附近，在这打工还能照顾上家里，也

有个固定的收入，挺好的。”

如今，科技与农业实现了“双向奔

赴”，让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新画卷”，格

尔木市乡村振兴产业正“棚”勃发展。

“大棚经济”为乡村振兴蓄力赋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