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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冯伟 马俊杰）6 月

11 日—12 日，浙江省教育厅教研专家

援青“小组团”走进格尔木，深化教育

教学改革，促进优质教育资源下沉，助

推基础教育质量提升。

活动秉持“优质资源共享、教育

均衡发展”的理念，以“资源共享、共

研共进”为目标，以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形式，7 位浙江省学科带头人，覆

盖高中语文、英语、数学等核心学科，

通过“专题讲座+课堂示范+案例研

磨”三位一体的形式展开帮扶，进一

步打破区域教育发展壁垒、破解资源

配置不均衡等问题。在“新高考背景

下的学科备考策略”专题研讨中，专

家团队结合青海考情特点，现场演示

大单元教学设计、分层作业优化等实

操方案，并针对我市高中教师的课堂

教学进行靶向磨课，助力海西教师更

新教学理念、精进课堂实践能力。

此次活动是浙江援青“小组团”

支援帮扶工作的重要内容，是浙江教

育援青工作组和海西州教育局深入落

实“教育强省”战略的关键举措，更是

推动区域教育协同发展的重要实践。

海西州教育局副局长林吉说：“依托浙

江援青平台，两地通过州级名师工作

室牵线搭桥，将在格尔木和德令哈两

地开展以聚焦高中教育质量提升为专

题的一系列协同教研活动。进一步深

化两地教育协作，帮助海西打造‘留得

住、带不走、理念新、能力强’的本土

化教师队伍，实现从‘输血’式帮扶到

‘造血’式提升的转变。”

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英语教研

员葛炳芳在交流活动中表示，期待以

交流机制为纽带，持续推动各学段英

语教学质量提升。同时希望通过本

次交流深化两地教育领域的相互了

解，为构建长期合作机制积累实践经

验，共同为区域教育协同发展注入专

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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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日报讯（记者 郭靓）6
月 4日，青海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传来消息，为贯彻落实药品安

全信用监管体系建设要求，省

药品监管局通过完善制度、加

强培训、系统建设等举措，推行

药品安全信用分级分类监管，

初步构建“守信激励、失信惩

戒”的监管格局。

省药品监管局制定印发《青

海省药品安全信用分级分类管

理办法（试行）》，从药品信用信

息归集、分类标准、分类监管、

分类应用等方面，对药品安全

信用风险分类监管的具体要求

作出明确规定。提出结合日常

监督检查、专项检查、审评监测

等多维度综合评估药品生产企

业信用风险情况，每年定期组

织开展信用等级评定工作，对

参与评定的药品生产企业按照

四个类别进行划分，对企业实

行差异化监管措施。

同时，通过日常监督检查、

审批部门推送数据与药品智慧

监管平台中日常监管主体数据

比对，摸清监管对象底数，建立

完善药品经营企业信用监管档

案，应用药品智慧监管平台及

时归集日常监管、专项检查、投

诉举报、监督抽检等违法违规

记分数据，为年底信用分级分类奠定基

础，提供有力支撑。及时归集评定辖区内

药品经营企业的信用信息，确保数据真

实、完整、可追溯，充分发挥药品经营企业

信用监管在其他领域的有效应用，联合公

安、医保等部门实施联合惩戒，监督经营

企业诚信合规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提升药

品质量安全水平。

本报讯（记者 李 莎 莎）今年以

来，我市树牢底线思维，突出工作重

点，抓实抓细防汛抗旱救灾工作各项

防御措施，通过修订完善应急预案、

严格落实工作机制、积极开展全面检

查、打造专业应急救援队伍体系、开

展防汛实战演练等措施，坚决筑牢水

旱灾害防御安全屏障。

据悉，今年我市防汛工作重点

在东西台湖（鸭湖）、那棱格勒河地

区，防汛形势总体平稳可控。其中，

那棱格勒河水利枢纽工程已实施下

闸蓄水，通过科学调控上游来水，能

够有效缓解下游防洪压力；东西台

湖（鸭湖）湖区永久性分洪设施运行

状态良好、调度机制健全，可通过科

学调控实现分水腾容降低水位，确

保水位始终处于安全可控区间；格尔

木河流域水情态势平稳，流域内 12
座水利设施运行正常，各类防洪工程

均能有效发挥防洪减灾效能，防汛形

势总体平稳；沱沱河区域、大格勒乡

区域正扎实有序推进区域防洪各项

准备工作，防汛形势总体可控。

为确保防汛工作有序有效开

展，我市积极修订完善《格尔木市

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完成 14 座水

库调度运行方案及大坝安全管理

（防汛）应急预案编制工作，构建起

市、城区、镇、村四级应急体系；严

格落实山洪灾害防御责任、动员预

警信息发布及“叫醒叫应”机制；强

化汛期 24 小时值班值守和信息报

送制度，切实增强风险预判和先期

防范能力，对 14 座水库、引水枢纽、

堤防工程、在建水利项目及 50 处地

质灾害隐患点开展拉网式排查，对

发现的 10 处隐患进行整改销号；着

力打造“专兼结合、分类管理、资源

整合”的应急救援队伍体系，组建

应急抢险救援队伍 97 支 1797 人；组

织水库引水枢纽大闸、涉河在建工

程、乡镇（村）开展防汛实战演练、

举办山洪灾害防御技术培训班等；

落实防汛抗旱及山洪灾害防治资

金，采购储备麻袋、吨包、石料等应

急物资，切实筑牢防汛救灾物资保

障防线。

本报讯（记者 冯伟 杨学超）6 月
9 日，青海省第二届少数民族农牧民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电视演讲大赛格

尔木选拔赛举办，进一步推广普及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

比赛现场，我市 11 名少数民族

农牧民选手齐聚一堂，紧扣“推广普

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主题，用质朴的语言、真

挚的情感和鲜活的事例，讲述各民族

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动人故事，展现

农牧区高质量发展的崭新变化。

比赛中，有的选手以社区变迁

为切入点，讲述各族群众生活品质方

面的变化；有的选手将镜头对准乡村

发展，展示各族群众通过推广普及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打开知识大门的温

暖日常；还有选手分享了在戈壁滩上

发展枸杞产业、用产业发展助推乡村

振兴的奋斗历程。每个故事没有华

丽的辞藻，字字句句却饱含着对格尔

木的热爱、对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坚

守。选手们声情并茂的演讲，体现了

扎实的语言功底和独特的个人魅力，

展现了我市少数民族农牧民的精神

风貌。评委们从演讲内容、语言表

达、仪容仪表等方面对选手进行了综

合评分，最终选拔出一、二、三等奖

及优秀奖。

此次选拔赛，为少数民族农牧

民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激发

了广大农牧民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的热情，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

交流交往，推动了我市民族团结进步

事业持续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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