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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继续约！”

“必须的，一起啊！”……

每到周末，德令哈市一中八年级学

生苗煜坤都会背起球拍，到州民族文化

活动中心和同学来一场酣畅淋漓的羽

毛球比赛。

与此同时，州民族文化活动中心的

羽毛球馆、乒乓球馆、篮球馆……到处

洋溢着青春的活力，不少同苗煜坤年龄

相仿的孩子在这里尽情挥洒着汗水。

“面对严峻的中考形势，初中阶段

不是应该一门心思扑在学习上吗？”苗

煜坤家长心中不免产生这样的疑虑，然

而看着朝气蓬勃的儿子，他想通了，“只

有拥有健康的体魄，才能更好地投入学

习，这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

苗煜坤爸爸的转变泛起的这一波

涟漪，三年来，也同时在海西无数家长

心中涌动——

越来越多的孩子不再沉浸“题海”、

埋头于各种教辅，而是开启了更多彩的

学习生活，体验更多元的教育实践。如

此动人的场景，体现了党的教育方针带

来的教育发展理念的回归、教育生态的

重塑和教育治理的创新，体现了海西教

育脱离一“智”独秀，注重“五育并举”，

让孩子全面发展、健康成长取得的卓越

成效。

一场义务教育的深刻变革。

2021 年，“双减”的大幕在全国拉

开。海西将“双减”工作作为重大民生

工程，纳入党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重点

任务，制发《中共海西州委办公室 海西

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贯彻落实<关于

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

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若干措施>任务分

工方案》等一系列文件，促进“双减”工

作成为教育“关键词”，献上了一曲“四

手联弹”——

“一手”扩资源，稳固学校课堂教学

质量“基本盘”。深入实施基础教育扩

优提质行动，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

加强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一

手”提质量，激活学校教育教学的“内

动力”。全面提升课堂教学水平，确保

教师能够“教足教好”、学生能够“学足

学好”；“一手”重实践，构建全面育人

体系“大格局”。加强学科实践、跨学

科实践和综合社会实践，培养学生的探

索性、创新性思维；“一手”强监管，塑

造校内外同步治理的良好生态。健全

校外培训治理长效常态机制，严厉查处

学科类“隐形变异”，规范非学科类校外

培训行为。

“减轻作业负担，不是不布置作业，

而是坚决杜绝机械重复和惩罚性的作

业。”格尔木市金峰路小学五年级数学老

师郭维连续多年在州、市举办的作业设

计大赛和教学质量监测中获得奖项。她

表示，“双减”以来，通过统筹作业管理、

严控作业总量、优化作业设计、加强作业

辅导、家校联动减负、实施课后服务等，

如今学生作业负担明显减轻了。

课业压力小了，却不能降低学习动

力，“双减”的目的是“双升”，仅仅少写、

精写作业，还远远不够。既要减负又要

增效，那就只有让学生在校内“吃饱”，

才不必去校外“加餐”。德令哈市教育

局党组成员、德令哈市一中校长周霖超

对此充满信心，“目前德令哈市的教育

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在各级政府、教

育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多媒体教学

工具在课堂中得到广泛应用，为学生提

供了更为直观、生动的学习体验。组织

多样教学活动、开展教学专项培训、实

施跟岗实践研修等，教师专业素养不断

提升，师资队伍不断优化，教育理念和

教学方法不断更新。”

“双减”政策下的学生，对课后服务

也有了更多的期待和更大的需求。德令

哈市一中操场上，参加足球、篮球、排球

等社团的孩子们正在欢快地训练；教学

楼里，有的在用电脑编程、有的在练习书

法或绘画、有的在切磋各种棋艺……

“双减”工作协调机制的建立，更好

地促进了校内减负提质增效，校外统筹

规范治理。全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课

后服务实现“5+2”全覆盖，课后服务“一

县一案”“一校一案”工作有效推进，形

成了根据学生个人意愿和兴趣特长，自

由选择学习内容的“菜单式”服务模式，

设置体育、艺术、科技、实践等 26项课后

服务类型。在全力打造海西州课后服

务样板市、样板校建设中，推出格尔木

市为课后服务样板市、德令哈市实验小

学等 14所学校为课后服务样板学校。

同步进行的，是对校外培训机构全

面规范治理。2021 年校外培训治理以

来，关停无证无照校外培训机构 23 所，

压减注销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 4 家，压

减率 100%。三年来全州共开展专项行

动 29 个，出动 680 人次，查处整改问题

155 个。面对行业颠覆的惊心动魄、市

场的惊涛骇浪，海西校外培训行为更加

规范，全州审批通过 51 家非学科类校

外培训机构，无学科类培训机构。

巨大变革下，家长们感受最为直接。

德令哈市长江路小学六年级学

生耿睿家长向记者讲述了孩子的教育

历程——因为听说身边很多亲戚朋友

把孩子送到内地或西宁上学，她也开

始焦虑起来，随后耿睿被妈妈送到新疆

奎屯短暂借读，二年级因故返回后，两

地一对比才发现还是德令哈的教育环

境比较好，最重要的是孩子喜欢，因此

学习不让家长操心，课后还有更多时间

从事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或走向户外

进行体育锻炼，学校也给了孩子更广阔

的成长天地。今年暑假，耿睿免费到杭

州参加了“浙青冀青少年融情夏令

营”，在活动中增长了见识、开拓了眼

界、明确了理想，学习也更加努力了。

如今对于孩子的教育，耿睿家长表

现出了理性和乐观，“看着孩子一天比一

天懂事，我明白了教育的真谛，也更加相

信海西的教育一定会越来越好，希望每

个孩子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美好未来。”

在“双减”中做“加法”，“减”去了

无休止的作业和不必要的压力，增强了

愉悦的心情、健康的体魄。“双减”在海

西扎根，营造了良好的教育生态，海西

“双减”案例被评为全国优秀案例，德

令哈市被确定为全国义务教育改革试

验区。

探索教育强国的柴达木“答卷”
义务教育：在“双减”中做“加法”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

确提出：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
制、保障机制改革。

如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如何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地处高原的
柴达木，交出了探索教育强国的柴达木“答卷”。细数这份成绩单，一个个
关键词彰显着州委、州政府办高质量教育的信心和决心；浸透着社会各界
凝聚力量、携手托起“梦想之翼”的关心与支持；铭刻着全州广大教师和教
育工作者践行和弘扬教育家精神，树立“躬耕教坛、强国有我”的志向和抱
负，以自己的艰辛努力推动教育质量不断攀升，造就更多可堪大用，能担重
任的栋梁之材。

同学们自己动手制作机器人。

柴达木日报讯（记者 吴婷婷 通讯

员 吴霞）海西州把抓人才建设作为推

动卫生健康事业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的

关键一招，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聚

焦“引、育、用、留”四条主线，不断筑牢

医疗卫生服务人才基础，为推动卫生健

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依托组团式支援、三级医院对口支

援县级医院、环湖支医等平台，浙江省、

辽宁省、江苏省及省内共 46家三级医院

与海西州 13家公立医院、1家妇幼保健

院建立合作关系，精准柔性引进帮扶专

家人才 100 人；充分借助农牧区订单定

向招聘、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大学生村

医招聘、“智汇三江源助力新青海”等平

台，直接引进紧缺专业技术人员 117名，

为医疗卫生人才队伍注入“新鲜血液”。

实施“双向组团”人才培养，以“请

进来帮带”培养专业技术骨干 53 人，以

“走出去跟学”选派 43 名医疗人才赴省

内外开展不少于 3 个月的进修；实施继

续医学教育项目，获批省、州级继续医

学教育项目 199 项，将继续医学教育与

职称评审挂钩；通过智力援建培训项

目、柴达木中蒙藏医大讲堂、蒙藏医护

理培训、蒙医五疗适宜技术师资力量培

训、适宜技术推广培训等，不断扩大医

疗卫生后备人才队伍。

充分发挥医疗人才“组团式”支援

作用，将医疗卫生领域重要岗位向支援

专家倾斜，“组团式”医疗领队担任州人

民医院院长，其他支援专家担任受援医

院科室主任或副主任，切实提升医院整

体水平；统筹州县级“组团式”支援、环湖

支医等支援力量，深化专科联盟建设，将

州级组团式援青优质资源延伸至县级医

院，带动县级医院专科同质化水平。

实施“柴达木英才·卫生健康人才”

计划，评选卫生健康人才 15 名、卫生健

康人才团队 5 支、优秀基层卫生院院长

3名、优秀科主任（护士长）6名，进一步

强化政策激励培养；开展基层副高级职

称“定向评价、定向使用”评审，解决 39
名专业技术人员职称晋升难问题，开展

卫生系列高级职称评审，51名专业技术

人员晋升高级职称；借助医师节、护士

节，开展走访慰问，评选表扬工作表现

突出的医护工作者；开通健康海西视频

公众号，举办海西健康大讲堂，发布健

康宣教小视频，宣讲医护故事，充分展

示医护队伍精神风貌和职业风采，营造

良好的尊医重卫社会氛围。

海西着力推动医疗卫生人才工作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