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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教育 “剑走偏锋” 育人才
2019年7月， 高考成绩放榜当日，

一则消息轰动玉树全州： 玉树学子俄
金曲培和才仁东周分别以630和587的
高分， 同时将青海省高考民考民文科
状元和民考民理科状元收入囊中。 这
则消息不胫而走， 也让人对北京支持
下的玉树异地教育留下了深刻印象。

2015年， 玉树州初中毕业生出现
井喷式增长， 州内基础教育资源供给
严重不足。 为了让所有的初中毕业生
有书读有学上， 在北京对口支援的支
持下， 玉树州决定每年送出去1000名
学生， 接受内地优质的教育资源， 这
个被称为 “异地办班” 的异地教育模
式从此浮出水面。 从2015年开始， 玉
树州每年从北京对口支援资金中拿出
3780万元用于 “异地办班” 高中生食
宿、 往返交通、 体检等费用， 人均年
支出费用两万元 ， 已累计补助资金
1.5784亿元。 从2017年起， 又连续三
年为精准扶贫建档立卡贫困户高中生
每年每人补助5000元， 累计补助资金
1344万元。 截至2019年下半年， 玉树
州在北京市、 辽宁省、 四川省、 湖北
等四个省市和省内15所学校开展 “异
地办班”， 成功输送学生3978人， 占全
州高中学生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占全
省异地办学总数的近60%， 其中95%以
上来自于农牧民家庭， 且部分为精准
扶贫建档立卡户子女。

从2017年开始， 为了培养本地高
端实用人才， 玉树州委组织部在北京
对口支援的支持下开始实施被称作
“异地培养” 的 “3·30” 人才计划， 连
续三年、 每年挑选10名各行业中的优
秀人才送到北京大学、 首都医科大学、
首都师范大学等相应的北京高校进行
为期一年的研究生课程跟班就读， 全
面提升专业素质。 2018年， 在北京的
支持下 ， 玉树州又推出 “异地办校 ”
之举， 在海拔较低的海东市建成玉树
海东高级中学， 并委托中央民大附中
进行管理， 使玉树学生不离开青海就
能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

组建龙头企业布局优势产业
玉树州属于深度贫困地区， 经济

发展落后 。 虽然这里的畜牧业和旅
游业资源丰富， 但是由于缺乏龙头企
业的引领， 与北京优势资源对接存在
着标准技术等制约因素 。 有鉴于此 ，
结合玉树的资源禀赋， 北京对口支援
着手多途径促进当地农牧业和高原
旅游业发展。 截至目前， 累计投入资
金34403万元， 实施各类产业扶贫项目
38个。

为了促进京玉两地产业深度合作，
支持玉树企业走上规模化 、 品牌化 、
现代化的经营之路， 北京市政府引导
北京优质企业来玉树开展深度帮扶合
作， 于2018年7月青洽会期间推动首农
集团、 首旅集团与玉树州政府签订帮
扶合作协议。 2018年9月， 青海首农玉
树供应链发展有限公司和玉树州京玉
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分别注资1000万元

完成注册， 为玉树特色产业发展开了
“小灶”、 支起了统筹资源的 “大锅”。

与此同时 ， 北京对口支援投入
8396万元支持玉树市巴塘牦牛奶酪加
工基地、 称多县称文镇饲草料加工厂
等90家农牧企业扩大规模， 从源头上
带动玉树农牧业规范化、 多元化发展；
安排农牧业合作社发展专项资金， 扶
持重点农牧合作社发展， 促进规模化、
品牌化经营， 支持称多县生态畜牧业
转型试点， 促进特色产业升级； 实施
囊谦县饲草料加工基地及高标准温室
大棚等项目 ， 吸纳500多名劳动力就
业 ； 组织当地龙头企业参加青洽会 、
北京市对口支援地区特色产品展销会、
北京农业嘉年华等活动， 并在北京产
业消费扶贫双创中心设立固定展区 ，
扩大玉树特色产品的销售渠道。

在进行深入调研对接的基础上 ，
北京对口支援利用玉树州农产品地理
标志 “玉树牦牛 ”、 “玉树黑青稞 ”、
“扎什加羊” 的优势资源， 围绕优化育
种、 提升产品附加值、 提升品牌知名
度， 布局三大产业的全产业链发展。

2016年以来， 北京市6个区的近20
位局级领导先后率团到玉树对接扶贫
工作， 累计落实帮扶资金1.1亿元， 在
产业合作、 消费扶贫、 人才培训等方
面为玉树注入强劲动力。

扶贫先扶智， 扶贫必扶志
“输血更要造血 ， 扶贫更要扶

志”， “不仅要饱肚子， 还要富脑子、
暖人心”。

在对口支援过程中， 北京注重智
力支援。 一方面， 围绕建设高素质领
导班子、 干部队伍和专业技术人才队
伍这一目标， 每年投入不少于1000万
元的资金， 通过设置赴北京培训班次、
州级示范培训班次 、 省委组织部委
托州委组织部培训班次和玉树州干部
人才大讲堂培训班次等四大板块， 全
面加强全州各领域干部人才队伍建
设 ； 另一方面 ， 依托北京对口支援
优质培训资源， 开展玉树州各市县致
富带头人培训项目， 组织全州一市五
县致富带头人赴北京等地学习考察培
训， 进一步加强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
人队伍建设 ， 加快贫困户增收步伐 ，
推进精准扶贫脱贫。 2011年以来， 全
州累计培训致富带头人 、 教育医疗 、
扶贫干部等各类人才207个班次24300
人次。

与此同时， 积极配合青海省委组
织部打造 “青海精神高地” 展示基地，
并通过拍摄专题宣传片充分展示玉树
抗震救灾精神和可可西里坚守精神。

2016年， 围绕 “扶贫先扶智”， 玉
树州委借助北京智力支援资源， 成立
了玉树州基层干部学院， 实施千名基
层干部培养培训工程， 打造一批 “听
党话、 有本领、 敢担当、 能干事” 的
基层干部队伍， 成为脱贫攻坚一线的
主力军。 北京对口支援每年提供不少
于500万元的专项帮扶资金， 全力保障

基层干部学院良好运行和提级升档。
实践中， 玉树州委把选拔使用基

层干部学院后备干部作为村级换届工
作的重中之重， 要求依法重用基层干
部学院后备干部， 并逐步建立以基层
干部学院学员为主体的村 “两委” 班
子， 强化基层一线工作力量。 在2017
年玉树州村 （社区） “两委” 班子中，
共选用 “三基” 学员172名。 教学中，
州基层干部学院针对脱贫工作量身定
制了学习教材和课程安排， 增强了财
会知识和经济知识， 提升后备干部参
与脱贫攻坚的能力素质。

全方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010年以来， 围绕促进各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的主题 ， 北京在社会各
界组织开展针对玉树的 “结对子、 走
亲戚、 交朋友、 手拉手” 等活动， 累
计投入4000万元组织京、 玉两地各界
人士 76批 2268人走动互访 ， 把对口
支援工作打造成民族团结工程。 在北
京的帮助下 ， 2018年玉树州成功创
建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 ， 多层
次 、 多渠道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

对口支援以来， 北京市委组织部、
市纪委市监委 、 市教委 、 市卫健委 、
市审计局 、 市工商联 、 市妇联等部
门相关领导多次前往玉树 ， 在进行
扶 贫 对接的同时 ， 也交流了感情 ，
增进了友谊， 切实做到了交往交流交
融。 北京市卫计委、 市教委、 市文化
局、 市 文 联 、 市 旅 游 委 多 次 组 团
赴 玉 树 开 展巡诊义诊 、 送教上门 、
文化演出、 高原自驾游等活动。 市教
委还大力支持在京玉树高中班在校
开展 “民族团结一家亲” 活动， 组织
全州中小学教师学生开展 “感恩祖
国 ， 圆梦北京” 主题教育活动。 玉树
州也邀请北京市党政代表团参加每
年的 “玉树赛马节” “青洽会 ” 等品
牌活动。

2018年9月， 青海人民为表达感恩
赠送给北京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白唇鹿落户北京动物园。 2019年11月，
“大 美 青 海———新 中 国 成 立 70周 年
青海民族自治地方发展成就展” 玉树
主题宣传日活动在北京举行， 向首都
人民全方位展示了新中国成立 70周
年特别是对口支援以来玉树的发展成
就 ， 进一步深化了两地的交往交流
交融。

伴随着北京对口支援玉树工作经
历灾后重建、 对口支援和精准扶贫三
个阶段， 北京援青工作也实现了 “五
个转变”： 一是从 “北京恩人” 到 “北
京亲人” 的转变， 藏汉一家、 共融发
展； 二是从硬件配套到软件提升的转
变 ， 环境改善 、 素质改良 ； 三是从
“交钥匙” 到 “交支票” 的转变， 聚焦
发展需求 ， 激发内生动力 ； 四是从
“有限输血” 到 “无限造血” 的转变，
良性循环、 良性发展； 五是从单向受
援到双向受益的转变， 创新援建格局，
打造北京模式。

如今 ， 随着玉树全面脱贫摘帽 ，
北京对口支援又站在新的更高的平台
上， 开始了新一轮援青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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