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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张金凤 杨学超

在巍巍昆仑脚下，教育援青工作正

以“输血”与“造血”并重的模式，为格尔

木教育事业注入澎湃动能。自 2010 年

浙江与青海建立对口支援关系以来，温

州医科大学研究生支教团、浙江名师团

队、教育项目建设等多维度帮扶举措持

续推进，让优质教育资源跨越 3000公里

山海，在格尔木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青春接力，点亮希望之光
温州医科大学研究生支教团作为

教育援青的先锋力量，自 2021 年起已

累计选派 16 名志愿者赴格尔木站前路

小学开展支教工作。他们从丰富教学

内容、创新教育载体、拓宽孩子视野等

课程设置入手，开启了两地教育合作

交流新征程，为我市教育事业发展提

供新路径、增添新活力。支教团成员

告别熟悉的校园生活，克服高原缺氧、

环境陌生等重重困难，迅速适应高原

环境与陌生的教学任务，用青春与知

识为格尔木的孩子开启了一扇通往外

界的窗。

在支教过程中，成员们充分发挥专

业优势，不仅在基础学科教学上深耕细

作，还积极开展特色课程与活动。其

中，“春芽医语”生命健康科普品牌，将

医学健康知识传递给孩子们；“纸飞机”

书信陪伴活动，则通过与温州医科大学

学子通信的方式，拓宽了孩子们的视

野。四年间，支教团开展特色活动超百

场，累计往返书信逾千封，以实际行动

守护着孩子们的成长梦想。

精准帮扶，共绘教育同心圆
教育援青不仅是师资的注入，更是

资源共享与理念革新的深度融合。目

前，浙江与格尔木两地 48 所学校实现

结对全覆盖，通过“小组团式”帮扶，浙

江名师团队定期送教，带来前沿教学模

式，并开展专题讲座 30 余场，覆盖教师

千余人次，有效提升了格尔木的教师教

学水平。

此外，格尔木每年组织 70 余名师

生参与“浙里石榴红·同心享亚运——

格尔木民族少年温州行”等特色活动。

2024 年，百余名学生赴浙江研学，亲身

感受发达地区的教育氛围与学习资源，

为自身学业发展树立新目标。自 2016
年秋季学期开始，在格尔木市第二中学

开设“珍珠生”班，由浙江省新华爱心教

育基金会资助“双特”学生（即特别贫

困、特别优秀学生）继续完成学业，每名

学生每年享受新华爱心教育基金会的

资助金 2500元。截至目前，已开设八届

“珍珠生”班，资助 253 名学生顺利考入

大学，累计发放资助金 63.25 万元，为

“双特”生实现了上大学的梦想。

项目筑基，打造教育新生态
浙江援青工作组以项目建设为重

要抓手，积极协调资源，落实资金，推动

多个教育项目落地生根。在学校基础

建设方面，中小学素质教育实践基地附

属设施建设项目获得 1800 万元浙江援

青资金支持，改善了实践教育基础设施

条件，推动教育创新性变革，促进青少

年综合素质的锻炼与提高、创新精神和

实践能力的培养，有力推动了全市中小

学生素质教育全面发展。2016年，温州

捐赠了价值 150 万元的 5 辆校车，有效

改善了农牧区学校教师的通勤条件；温

州医科大学支援建成市站前路小学“爱

阅诚信书屋”，捐赠大量图书。

教育援青的十五载春秋，见证了浙

青两地从“单向帮扶”到“双向奔赴”的

深情厚谊。温州教育援格工作，不仅是

知识的传递，更是爱心与责任的延续。

它跨越山海，点亮了格尔木教育之光，

为当地学子的未来铺就了一条充满希

望的道路。

教育援青结硕果 山海协作谱新篇

本报讯（记者 夏静）连日来，市

文旅局将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学习教育贯穿工作全过程，聚焦

群众文化需求，优化资源配置，以务

实举措推动解决群众关切的问题。

“今年周末晚上的活动很丰富，可

以去昆仑天街看表演，还可以去昆仑

圣境逛逛，有时候奥体广场也会有文

艺演出。活动越来越多，我们的业余文

化生活也更精彩了。”市民李丽说。

在宣传推广方面，市文旅局通

过健全“一机游”服务平台、赴成都

和温州等地开展文旅推介、联动新

媒体与行业协会举办“奔赴山海，一

路向西”浙江援青精神探秘之旅暨

文创产品发布会等方式，全方位提

升格尔木文旅品牌影响力。同时，

印发提升旅游服务质量专项行动方

案，召开旅游旺季工作部署会，落实

旅游旺季暖心举措，开展市场专项

整治行动，强化重点领域监管，切实

优化文旅市场环境，为游客带来更

优质、更舒心的旅游体验，推动格尔

木文旅产业实现新跨越。游客张华

称赞道：“现在格尔木的景区秩序变

得更好了，停车、游玩都很方便，风

景美，玩得也很舒心。”

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

始终把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工

作的重要标准，不断转变工作作风，

提升服务效能，推动文旅事业高质

量发展，为群众打造更加优质、便

捷、舒心的文旅环境。

本报讯（记者 李

莎 莎 通 讯 员 马 雪

丽）1—5 月，全市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16.2% ，增

幅较 1—4 月收窄 3.3
个百分点。5 月当月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5%，

增幅较 4 月当月收窄

17.1个百分点。

据悉，1—5 月，

有色金属加工业反

超化工行业，成为工

业经济增长新的“领

头羊”。青海西矿稀

贵金属有限公司扩

能改造项目落地产

能 逐 步 释 放 ，1—5
月，增加值较同期增

加 11.3 亿元，带动有

色金属冶炼和压延

加工业同比增长 13.1 倍，贡献率为

50.3%，拉动全市规上工业增长 8.2个百

分点。考虑价格因素下，碳酸锂、钾肥

带动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9.1%，贡献率为 35.2%，拉动

全市规上工业增长 5.7个百分点。占规

上工业增加值 9.7%的有色金属冶炼和

压延加工业反超占比 55.0%的化学原料

和化学制品制造业，成为拉动规上工业

增长的最大增长点。

部分产品产能持续释放，碳酸锂

仍是拉动化工行业增长的“主力军”。

1—5 月，生产碳酸锂 6 万吨，同比增长

19.4%，碳酸锂产能持续释放，同时，碳

酸锂当前处于供过于求基本面下，价格

较同期有所下降，但波动区间大幅减

小，1—5 月不含税平均单价 6.4 万元/
吨，同期 8.4 万元/吨，同比下降 24%。

综上，碳酸锂拉动规上工业增长 2.5 个

百分点，以量补价成效显著。钾肥（实

物量）244.4 万吨，同比下降 5.2%，1—5
月不含税平均单价 2316 元/吨，同期

1971 元/吨，同比增长 17.5%，考虑价格

因素下，拉动规上工业增长 3.9 个百

分点。

市文旅局以务实举措提升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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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自储、自用、自保”的全

清洁能源微电网算力中心。覆盖全

省的能源区块链平台，将清洁能源

电站、数据中心作为节点接入网络，

实时追踪每兆瓦绿电的来源构成、

环境效益及流转路径。

点开青海大学算力中心用电构

成图，国网西宁供电公司副总经理

董耀介绍：“来看今天的用电构成，

光伏、风电、水电的使用占比都一目

了然。这些绿电来自李家峡水电

站、新鲁多能互补能源站等。”

“绿算”赋能千行百业，推动业

态多元拓展。海东市、海南藏族自治

州等地建立百度人工智能数据标注

基地，西宁市建成全国首个省级“双

碳”大数据中心，“智能盐湖”、“智游

青海”、高原“智慧农牧”等应用场景

展现绿色算电协同的广阔发展前景。

调度屏上，“青藏高原河湖水情

历史演化趋势”计算模型显示着主

要河流、山川的实时数据。国家超

级计算无锡中心青海大学分中心负

责人芦圣博说：“通过遥感卫星、地

面观测形成的海量数据，实时导入

该模型中，其运算成果将被运用到

三江源地区保护。”

目前，青海绿色电力规模攀升，

清洁能源装机占全省装机总量的

94.6%；绿色算力聚势赋能，全省算力

规模较 2024年初增长 30多倍。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

托，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时代机遇，打

造绿色算电协同发展‘青海样板’，

努力走出一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

路子。”青海省委书记吴晓军表示。

青海日报讯（记者 王臻）6 月 20
日，2025 年“云上青洽会”正式上线运

营，全面开启本届青洽会云端体验。

本届“云上青洽会”秉承“智慧互

联、开放共享、创新体验”的设计理

念，科学构建三大功能体系，致力于打

破时空壁垒，让全球用户参与智能化

场景，沉浸式感受云端青洽会。其中，

通过线上平台与线下媒体结合展现的

方式，让盛会触手可及。以 PC 端官

网，微信小程序以及 H5 页面为载体，

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更好地突出

青海省产业“四地”建设、绿色算力、生

态保护等发展成果，彰显青海省坚定

不移走绿色发展之路的信心与决心。

同时，2025 年“云上青洽会”启用

全新办展场馆，以 VR 互动、智慧导

览、立体组合屏、裸眼 3D、拼接屏等

技术，立体式呈现展陈效果。构建

“线下场景体验+线上实时交易”双通

道新模式，实现参会企业、投资者与

观 众 的“ 一 键 触

达”，充分体现展会

科技感、未来感，为

新 场 馆 搭 建 全 方

位、多层次的广阔

舞台。

2025年“云上青洽会”发布 打造云端新体验

“云上青洽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