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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 １２

青 海 省 人 民 政 府

关于给省农牧厅记集体三等功的决定

青政 〔２０１８〕 ４３ 号

各市、 自 治 州 人 民 政 府ꎬ 省 政 府 各 委、 办、

厅、 局:

近年来ꎬ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省农牧厅

坚决贯彻党中央、 国务院和省委、 省政府的决策

部署ꎬ 积极主动作为ꎬ 不断开拓创新ꎬ 始终以优

化供给、 农牧民增收为目标ꎬ 以农牧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主线ꎬ 调结构稳生产ꎬ 抓科技防灾

害ꎬ 促增产保供给ꎬ 全面完成稳定发展粮食生产

延伸绩效管理各项绩效指标ꎬ 全省粮食总产连续

１０ 年稳定在 １００ 万吨以上ꎬ 实现了农牧民口粮

基本自给、 粮食生产稳定发展、 农牧民收入稳定

增长ꎬ 为我省农业农村经济稳定发展和支撑经济

社会发展大局作出了积极贡献ꎮ

２０１７ 年ꎬ 省农牧厅被农业部评为 “２０１６ 年

度稳定发展粮食生产延伸绩效管理优秀单位”ꎮ

为表彰先进ꎬ 弘扬正气ꎬ 进一步激发省农牧厅广

大干部职工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ꎬ 推动农

牧事业科学发展ꎬ 省政府决定ꎬ 给省农牧厅记集

体三等功ꎮ 希望省农牧厅再接再厉ꎬ 继续发扬优

良传统ꎬ 为我省 “三农三牧” 工作再立新功ꎮ

各地区、 各部门要向先进典型学习ꎬ 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ꎬ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ꎬ 牢固树立

“四个意识”ꎬ 深入贯彻落实 “四个扎扎实实”

重大要求ꎬ 立足本地区、 本行业实际ꎬ 进一步

振奋精神、 鼓舞斗志、 开拓进取ꎬ 着力推动经

济社会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ꎬ 努力在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争创新业

绩ꎬ 为加快建设富裕文明和谐美丽新青海作出

新的更大的贡献ꎮ

青海省人民政府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１ 日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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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 １２

青 海 省 人 民 政 府

关于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度青海省自然科学

优秀学术论文奖励的决定

青政 〔２０１８〕 ４４ 号

各市、 自 治 州 人 民 政 府ꎬ 省 政 府 各 委、 办、

厅、 局: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省第十三次

党代会精神ꎬ 坚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ꎬ 加

快推进创新型省份建设ꎬ 繁荣自然科学学术交

流ꎬ 推动我省科学研究事业健康发展ꎬ 省人民

政府决定ꎬ 对我省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度产生的 ４６

篇获奖论文予以奖励ꎮ

根据 «青海省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评审

和奖励办法» 评审程序ꎬ 经青海省自然科学各

学会组织申报并初选ꎻ 形式审查、 同行专家初

审、 学科专家组复审ꎻ 青海省自然科学优秀学

术论文奖评奖委员会终审ꎬ 省人民政府批准ꎬ

授予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ｈｙｄｒｏ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ｆｅｒｒｉｃｙａｎｉｄｅ

ａｎ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ｒｙｓｔ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ｓｎｏｗｆｌａｋｅ—ｓｈａｐｅｄ α—

Ｆｅ２Ｏ３» (雪花状氧化铁晶体生长过程中铁氰根

离子表面水解作用) 等 ６ 篇论文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

度青海省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奖一等奖ꎻ 授

予 «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ｎ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Ｑｉｎｇｈａｉ Ｔｉｂｅｔ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Ｔｈ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ｐｒｏｖｏｋｉｎｇ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青藏高原有机污染综述: 发人深思

的现状) 等 １５ 篇论文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度青海省

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奖二等奖ꎻ 授予 « Ｌａｓｔ

ｄｅｇｌａ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Ｈｏｌｏｃｅｎｅ ｌａｋｅ ｌｅｖｅ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Ｑｉｎｇｈａｉ Ｌａｋｅ ꎬ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 (末次冰消期以来青海湖湖面水位波

动研究) 等 ２５ 篇论文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度青海省

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奖三等奖ꎮ

希望受到奖励的单位和个人珍惜荣誉、 发

扬成绩、 奋力拼搏、 再接再厉ꎬ 在科学研究和

科技创新道路上再创佳绩ꎮ 全省广大科技工作

者要向获奖者学习ꎬ 紧紧围绕我省经济社会发

展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课题ꎬ 全面落实 “四个

扎扎实实” 重大要求ꎬ 深入实施 “五四战略”ꎬ

切实增强科技创新和科学发展本领ꎬ 努力提升

科学研究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ꎬ 为建设更加富

裕文明和谐美丽新青海做出新的贡献!

附件: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度青海省自然科学优

秀学术论文奖获奖论文名单

青海省人民政府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１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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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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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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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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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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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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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
ｐ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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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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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ｌ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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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

ｔｈ
ｅ
Ｑｉ

ｎｇ
ｈａ

ｉ—
Ｔｉ
ｂｅ

ｔａ
ｎ

Ｐｌ
ａｔ
ｅａ
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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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西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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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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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所

任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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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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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作

者
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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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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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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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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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

青
海

大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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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共
建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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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态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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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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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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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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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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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
ｒｍ

ｉｎ
ｉｓｔ

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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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ｗ
ｏｒ
ｋｓ

ｗｉ
ｔｈ

ｔｈ
ｅ
Ｉｄ
ｅｎ

ｔｉｃ
ａｌ

Ｄｅ
ｇｒ
ｅｅ

Ｓｅ
ｑｕ

ｅｎ
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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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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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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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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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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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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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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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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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ｉｍ

ｅｎ
ｔＤ

ａ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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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ｌｅ

ｘｉ
ｂｌ
ｅ

Ｎｅ
ｅｄ

ｌｅ
Ｉｎ
ｓｅ
ｒｔ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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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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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ｃ
ｓ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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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ｌ

ｏｒ
ｇａ
ｎｉ
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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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ｂ
ｏｎ

ｓｔｏ
ｃｋ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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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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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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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ｉｐ

ｅ
Ｒｕ

ｓｔ
ｉｎ

Ｗ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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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

ｓ
(通

讯
作

者
)

青
海

大
学

高
脂

饮
食

加
重

持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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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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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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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ｉ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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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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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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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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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
ａｃ
ｅ

ｆｏ
ｒ
ｓｏ
ｌｖ
ｉｎ
ｇ

ｎｏ
ｎｌ
ｉｎ
ｅａ
ｒ/
ｌ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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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ｐ

ｒｏ
ｇｒ
ａｍ

ｍ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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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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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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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建

全
(通

讯
作

者
)

青
海

师
范

大
学

可
见

的
深

红
光

区
域

的
β—

呋
喃

稠
并

的
双

(
二

氟
硼

)
—

１ꎬ
２—

双
(

(１
氢

—
吡

咯
—

２—
基

)
亚

基
)

肼
荧

光
染

料

β—
Ｆｕ

ｒａ
ｎ—

Ｆｕ
ｓｅ
ｄ
ｂｉ
ｓ(

Ｄｉ
ｆｌｕ

ｏｒ
ｏｂ

ｏｒ
ｏｎ

)—
１ꎬ

２—
ｂｉ
ｓ

(
(１

Ｈ
—

ｐｙ
ｒｒｏ

ｌ—
２—

ｙｌ
)

ｍ
ｅｔ
ｈｙ

ｌｅ
ｎｅ

)
ｈｙ

ｄｒ
ａｚ
ｉｎ
ｅ

Ｆｌ
ｕｏ

ｒｅ
ｓｃ
ｅｎ

ｔ
Ｄｙ

ｅｓ
ｉｎ

ｔｈ
ｅ

Ｖｉ
ｓｉｂ

ｌｅ
Ｄｅ

ｅｐ
—

Ｒｅ
ｄ
Ｒｅ

ｇｉ
ｏｎ

青
海

大
学

周
琳

和
徐

德
芳

为
共

同
第

一
作

者
ꎬ

高
怀

志
ꎬ

刘
兴

亮
(通

讯
作

者
)ꎬ

韩
爱

霞
(通

讯
作

者
)

青
海

大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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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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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
马

草
制

浆
造

纸
前

瞻
研

究
Ａｃ

ｈｎ
ａｔ
ｈｅ

ｒｕ
ｍ

ｉｎ
ｅｂ

ｒｉａ
ｎｓ

ｓｔｒ
ａｗ

ａｓ
ａ

ｐｏ
ｔｅ
ｎｔ
ｉａ
ｌ

ｒａ
ｗ

ｍ
ａｔ
ｅｒ
ｉａ
ｌｆ

ｏｒ
ｐｕ

ｌｐ
ａｎ

ｄ
ｐａ

ｐｅ
ｒｐ

ｒｏ
ｄｕ

ｃｔ
ｉｏ
ｍ

青
海

民
族

大
学

李
海

朝
(通

讯
作

者
)ꎬ

孙
慧

珍
ꎬ

何
志

斌
青

海
民

族
大

学

新
型

混
盐

Ｌｉ
ＴＦ

ＳＩ
—

Ｌｉ
ＤＦ

ＯＢ
基

电
解

液
在

Ｌｉ
Ｆｅ

￣
ＰＯ

４
/Ｌ

ｉ电
池

中
的

性
能

抑

制
集

流
体

铝
箔

腐
蚀

提
高

循
环

稳
定

性

Ａ
ｎｏ

ｖｅ
ｌｄ

ｕａ
ｌ－

ｓａ
ｌｔｓ

ｏｆ
Ｌｉ
ＴＦ

ＳＩ
ａｎ

ｄ
Ｌｉ
ＯＤ

ＦＢ
ｉｎ

Ｌｉ
Ｆｅ

ＰＯ
４
－ ｂ

ａｓ
ｅｄ

ｂａ
ｔｔｅ

ｒｉｅ
ｓ
ｆｏ
ｒ
ｓｕ

ｐｐ
ｒｅ
ｓｓ
ｉｎ
ｇ

ａｌ
ｕｍ

ｉｎ
ｕｍ

ｃｏ
ｒｒｏ

ｓｉｏ
ｎ

ａｎ
ｄ

ｉｍ
ｐｒ
ｏｖ

ｉｎ
ｇ
ｃｙ

ｃｌ
ｉｎ
ｇ

ｓｔａ
ｂｉ
ｌｉｔ
ｙ

中
国

科
学

院
青

海
盐

湖
研

究
所

李
法

强
ꎬ

龚
　

龑
(通

讯
作

者
)ꎬ

贾
国

凤
中

国
科

学
院

青
海

盐
湖

研
究

所

利
用

“船
外

造
瓶

”
的

方
法

制
备

Ｙ
分

子
筛

固
载

钼
磷

酸
铵

复
合

铯
离

子
吸

附
剂

Ａ
‘ｂ

ｕｉ
ｌｄ

－ ｂ
ｏｔ
ｔｌｅ

－ ａ
ｒｏ
ｕｎ

ｄ－
ｓｈ
ｉｐ
’

ｍ
ｅｔ
ｈｏ

ｄ
ｔｏ

ｅｎ
ｃａ
ｐｓ
ｕｌ
ａｔ
ｅ
ａｍ

ｍ
ｏｎ

ｉｕ
ｍ

ｍ
ｏｌ
ｙｂ

ｄｏ
ｐｈ

ｏｓ
ｐｈ

ａｔ
ｅ
ｉｎ

ｚｅ
ｏｌ
ｉｔｅ

Ｙ
Ａｎ

ｅｆ
ｆｉｃ

ｉｅ
ｎｔ

ａｄ
ｓｏ
ｒｂ
ｅｎ

ｔｆ
ｏｒ

ｃｅ
ｓｉｕ

ｍ
青

海
大

学
孙

春
艳

(通
讯

作
者

)ꎬ
张

　
锋

ꎬ
曹

建
芳

青
海

大
学

化
工

学
院

基
于

量
子

化
学

从
头

算
的

ＢＨ
４
－
自

发
水

解
制

氢
机

理

Ｈ
ｙｄ

ｒｏ
ｇｅ
ｎ

ｇｅ
ｎｅ

ｒａ
ｔｉｏ

ｎ
ｍ
ｅｃ
ｈａ

ｎｉ
ｓｍ

ｏｆ
ＢＨ

４
－

Ｓｐ
ｏｎ

ｔａ
ｎｅ

ｏｕ
ｓ

ｈｙ
ｄｒ
ｏｌ
ｙｓ
ｉｓ:

Ａ
ｓｉｇ

ｈｔ
ｆｒｏ

ｍ
ａｂ

ｉｎ
ｉｔｉ
ｏ
ｃａ
ｌｃ
ｕｌ
ａｔ
ｉｏ
ｎ

青
海

省
化

学
学

会
周

永
全

(通
讯

作
者

)ꎬ
房

春
晖

(通
讯

作
者

)ꎬ
房

　
艳

中
国

科
学

院
青

海
盐

湖
研

究
所

一
种

具
有

快
速

恢
复

和
Ｉ/
Ｏ

均
衡

性
的

新
型

非
最

大
距

离
的

ＲＡ
ＩＤ

－ ６
编

码

Ａ
Ｎｅ

ｗ
Ｎｏ

ｎ－
Ｍ
ＤＳ

ＲＡ
ＩＤ

－ ６
Ｃｏ

ｄｅ
ｔｏ

Ｓｕ
ｐｐ

ｏｒ
ｔ

Ｆａ
ｓｔ

Ｒｅ
ｃｏ
ｎｓ
ｔｒｕ

ｃｔ
ｉｏ
ｎ
ａｎ

ｄ
Ｂａ

ｌａ
ｎｃ

ｅｄ
Ｉ/
Ｏｓ

青
海

师
范

大
学

谢
　

平
ꎬ

黄
建

忠
(通

讯
作

者
)ꎬ

曹
　

强
青

海
师

范
大

学

仙
人

掌
图

的
Ｅｓ

ｔｒａ
ｄａ

指
数

Ｏｎ
ｔｈ
ｅ
Ｅｓ

ｔｒａ
ｄａ

ｉｎ
ｄｅ

ｘ
ｏｆ

ｃａ
ｃｔ
ｕｓ

ｇｒ
ａｐ

ｈｓ
青

海
省

计
算

机
学

会
李

发
旭

ꎬ
卫

　
良

ꎬ
赵

海
兴

(通
讯

作
者

)
青

海
师

范
大

学

基
于

ＳＵ
ＲＥ

大
气

湍
流

去
除

的
衍

射
极

限
图

像
重

建

Ｄｉ
ｆｆｒ
ａｃ
ｔｉｏ

ｎ
－

Ｌｉ
ｍ
ｉｔｅ

ｄ
ｌｍ

ａｇ
ｅ

Ｒｅ
ｃｏ
ｎｓ
ｔｒｕ

ｃｔ
ｉｏ
ｎ

ｗｉ
ｔｈ

ＳＵ
ＲＥ

ｆｏ
ｒ
Ａｔ

ｍ
ｏｓ
ｐｈ

ｅｒ
ｉｃ

Ｔｕ
ｒｂ
ｕｌ
ｅｎ

ｃｅ
Ｒｅ

ｍ
ｏｖ
ａｌ

西
宁

市
科

学
技

术
协

会
宋

长
新

(通
讯

作
者

)ꎬ
马

　
克

ꎬ
李

安
强

青
海

师
范

大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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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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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ｓ

青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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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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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彭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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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杜
秀

娟
(通

讯
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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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克

勤
青

海
师

范
大

学

极
危

动
物

中
国

普
氏

原
羚

(Ｐ
ｒｏ
ｃａ
ｐｒ
ａ
ｐｒ
ｚｅ
ｗａ

ｌｓｋ
ｉｉ)

的
肠

道
寄

生
虫

及
艾

美
耳

属
(顶

复
器

门
:

艾
美

耳
科

)
球

虫
一

新
种

描
述

Ｉｎ
ｔｅ
ｓｔ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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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
Ｐａ

ｒａ
ｓｉｔ

ｅｓ
ｉｎ

ｔｈ
ｅ

Ｃｒ
ｉｔｉ
ｃａ
ｌｌｙ

Ｅｎ
ｄ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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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
ｒｅ
ｄ
Ｐｒ

ｚｅ
ｗａ

ｌｓｋ
ｉ’

ｓ
Ｇａ

ｚｅ
ｌｌｅ

(Ｐ
ｒｏ
ｃａ
ｐｒ
ａ
ｐｒ
ｚｅ
￣

ｗａ
ｌｓｋ

ｉｉ)
ｉｎ

Ｃｈ
ｉｎ
ａ

ꎬ
ｗｉ
ｔｈ

ｔｈ
ｅ

Ｄｅ
ｓｃ
ｒｉｐ

ｔｉｏ
ｎ

ｏｆ
ａ
Ｎｅ

ｗ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ｏｆ
Ｅｉ
ｍ
ｅｒ
ｉａ

(
Ａｐ

ｉｃ
ｏｍ

ｐｌ
ｅｘ
ａ:

Ｅｉ
ｍ
ｅｒ
ｉｉｄ

ａｅ
)

青
海

畜
牧

兽
医

学
会

王
云

平
ꎬ

堵
守

杨
ꎬ

杨
彦

宾
ꎬ

边
疆

晖
(通

讯
作

者
)ꎬ

曹
伊

凡
(通

讯
作

者
)

青
海

省
动

物
疫

病
预

防
控

制
中

心

牦
牛

基
因

组
中

单
一

型
微

卫
星

分
布

特
征

分
析

Ｇｅ
ｎｏ

ｍ
ｅ
－

ｗｉ
ｄｅ

ｃｈ
ａｒ
ａｃ
ｔｅ
ｒｉｚ

ａｔ
ｉｏ
ｎ

ｏｆ
ｐｅ

ｒｆｅ
ｃｔ

ｍ
ｉｃ
ｒｏ
ｓａ
ｔｅ
ｌｌｉ
ｔｅ
ｓ
ｉｎ

ｙａ
ｋ
(Ｂ

ｏｓ
ｇｒ
ｕｎ

ｎｉ
ｅｎ

ｓ)
青

海
畜

牧
兽

医
学

会
马

志
杰

青
海

省
畜

牧
兽

医
科

学
院

蚕
豆

种
质

资
源

蛋
白

质
遗

传
多

样
性

研
究

Ｇｅ
ｎｅ

ｔｉｃ
ｄｉ
ｖｅ
ｒｓ
ｉｔｙ

ａｎ
ａｌ
ｙｓ
ｉｓ

ｏｆ
ｆａ
ｂａ

ｂｅ
ａｎ

(Ｖ
ｉｃ
ｉａ

ｆａ
ｂａ

Ｌ
)

ｇｅ
ｒｍ

ｐｌ
ａｓ
ｍ
ｓ

ｕｓ
ｉｎ
ｇ

ｓｏ
ｄｉ
ｕｍ

ｄｏ
ｄｅ

ｃｙ
ｌ
ｓｕ
ｌｆａ

ｔｅ
－
ｐｏ

ｌｙ
ａｃ
ｒｙ
ｌａ
ｍ
ｉｄ
ｅ

ｇｅ
ｌ
ｅｌ
ｅｃ
ｔｒｏ

￣
ｐｈ

ｏｒ
ｅｓ
ｉｓ

青
海

省
农

学
会

侯
万

伟
和

张
小

娟
为

共
同

第
一

作
者

ꎬ
石

建
斌

ꎬ
刘

玉
皎

(通
讯

作
者

)

青
海

大
学

农
林

科
学

院

甘
蓝

型
春

油
菜

开
花

时
间

的
ＱＴ

Ｌ
分

析
及

其
紧

密
连

锁
分

子
标

记
的

开
发

ＱＴ
Ｌ

ａｎ
ａｌ
ｙｓ
ｉｓ

ａｎ
ｄ

ｔｈ
ｅ
ｄｅ

ｖｅ
ｌｏ
ｐｍ

ｅｎ
ｔｏ

ｆｃ
ｌｏ
ｓｅ
ｌｙ

ｌｉｎ
ｋｅ

ｄ
ｍ
ａｒ
ｋｅ

ｒｓ
ｆｏ
ｒｄ

ａｙ
ｓ
ｔｏ

ｆｌｏ
ｗｅ

ｒｉｎ
ｇ
ｉｎ

ｓｐ
ｒｉｎ

ｇ
ｏｉ
ｌｓｅ

ｅｄ
ｒａ
ｐｅ

(
Ｂｒ

ａｓ
ｓｉｃ

ａ
ｎａ

ｐｕ
ｓ
Ｌ

)
青

海
省

农
学

会
柳

海
东

ꎬ
杜

德
志

(通
讯

作
者

)ꎬ
郭

少
敏

青
海

大
学

农
林

科
学

院

青
海

省
高

原
鼠

兔
巴

尔
通

体
感

染
状

况
及

基
因

分
型

研
究

Ｂａ
ｒｔｏ

ｎｅ
ｌｌａ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ｄｅ
ｔｅ
ｃｔ
ｅｄ

ｉｎ
ｔｈ
ｅ

ｐｌ
ａｔ
ｅａ
ｕ

ｐｉ
ｋａ

ｓ
(
Ｏｃ

ｈｏ
ｔｏ
ｎａ

ｃｕ
ｒｚ
ｏｉ
ａｅ

)
ｆｒｏ

ｍ
Ｑｉ

ｎｇ
ｈａ

ｉ
ｐｌ
ａｔ
ｅａ
ｕ
ｉｎ

Ｃｈ
ｉｎ
ａ

青
海

省
医

学
会

饶
华

祥
ꎬ

于
　

娟
ꎬ

郭
　

鹏
ꎬ

石
　

燕
(通

讯
作

者
)ꎬ

栗
冬

梅
(通

讯
作

者
)

青
海

省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中

心

慢
性

高
原

病
患

者
脑

血
管

收
缩

反
应

与
血

浆
内

皮
素

及
其

受
体

、
内

皮
型

一
氧

化
氮

合
酶

的
关

系

Ｃｅ
ｒｅ
ｂｒ
ａｌ

ｖａ
ｓｏ
ｃｏ
ｎｓ
ｔｒｉ
ｃｔ
ｉｏ
ｎ

ｒｅ
ａｃ
ｔｉｏ

ｎｓ
ａｎ

ｄ
ｐｌ
ａｓ
ｍ
ａ
ｌｅ
ｖｅ
ｌｓ

ｏｆ
ＥＴ

ＢＲ
ꎬ
ＥＴ

－ １
ꎬ
ａｎ

ｄ
ｅＮ

ＯＳ
ｉｎ

ｐａ
ｔｉｅ

ｎｔ
ｓ
ｗｉ
ｔｈ

ｃｈ
ｒｏ
ｎｉ
ｃ
ｈｉ
ｇｈ

ａｌ
ｔｉｔ
ｕｄ

ｅ
ｄｉ
ｓｅ
ａｓ
ｅ

青
海

省
医

学
会

吴
世

政
(通

讯
作

者
)ꎬ

郝
贵

生
ꎬ

张
淑

坤
青

海
省

人
民

医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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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海

高
原

布
病

患
者

血
清

ＣＴ
Ｘ
－ Ｉ

Ｉ的
初

步
研

究

Ａ
Ｐｒ

ｉｍ
ａｒ
ｙ

Ｉｎ
ｖｅ
ｓｔｉ

ｇａ
ｔｉｏ

ｎ
ｏｎ

Ｓｅ
ｒｕ
ｍ

ＣＴ
Ｘ
－
ＩＩ

Ｃｈ
ａｎ

ｇｅ
ｓ
ｉｎ

Ｐａ
ｔｉｅ

ｎｔ
ｓ
Ｉｎ
ｆｅ
ｃｔ
ｅｄ

ｗｉ
ｔｈ

Ｂｒ
ｕｃ

ｅｌ
ｌｏ
ｓｉｓ

ｉｎ
Ｑｉ

ｎｇ
ｈａ

ｉＰ
ｌａ
ｔｅ
ａｕ

ꎬ
Ｃｈ

ｉｎ
ａ

青
海

省
医

学
会

赵
志

军
和

李
强

为
共

同
第

一
作

者
ꎬ

周
　

昕
ꎬ

徐
立

青
(通

讯
作

者
)

青
海

省
地

方
病

预
防

控
制

所

柴
达

木
换

流
站

７５
０ｋ

Ｖ
主

变
低

压
侧

电
压

不
平

衡
原

因
分

析
研

究

青
海

省
电

机
工

程
学

会
康

　
钧

ꎬ
李

秋
阳

ꎬ
曲

全
磊

国
网

青
海

省
电

力
公

司
电

力
科

学
研

究
院

不
同

海
拔

条
件

下
牦

牛
颈

动
脉

体
组

织
微

细
结

构
的

比
较

研
究

青
海

大
学

张
　

寿
ꎬ

常
　

兰
(通

讯
作

者
)ꎬ

雷
乃

虎
青

海
大

学

可
吸

收
止

血
膜

用
于

脊
柱

后
路

手
术

的
效

果
青

海
省

医
学

会
单

中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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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海 省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关于印发青海省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督导评估实施方案的通知

青政办 〔２０１８〕 ７５ 号

各市、 自治州人民政府ꎬ 省政府各委、 办、 厅、 局:

«青海省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实施方案» 已经省政府同意ꎬ 现印发给你们ꎬ 请认

真组织实施ꎮ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２９ 日

青海省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督导评估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

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 » «青海省中长期

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 »

和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统筹推进县域

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

(青政办 〔２０１７〕 ２６ 号) 精神ꎬ 巩固义务教育

基本均衡发展成果ꎬ 进一步缩小义务教育城乡、

校际间差距ꎬ 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核心ꎬ 全面

提高义务教育学校建设和管理水平ꎬ 根据 «教

育部关于印发 ‹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

导评估办法› 的通知» (教督 〔２０１７〕 ６ 号)ꎬ

制定本实施方案ꎮ

一、 工作目标及任务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ꎬ “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ꎬ 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

优先位置ꎬ 深化教育改革ꎬ 加快教育现代化ꎬ 办

好人民满意的教育ꎮ” 推进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ꎬ 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ꎬ 解决教育发

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ꎬ 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

而有质量教育的战略性任务ꎬ 是满足广大人民群

众对高质量教育需求的重要目标任务ꎬ 是在实现

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的基础上ꎬ 走向更高

水平、 更加公平、 更有质量的有效举措ꎮ 通过

“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 (市、 区、 行委) ”

创建工作ꎬ 巩固提高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水平ꎬ

促进教育公平ꎬ 提高教育质量ꎬ 为实现教育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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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ꎮ

我省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规划目标

为ꎬ ２０１８ 年启动ꎬ 到 ２０２０ 年ꎬ 少数条件较好的

县 (市、 区、 行委) 实现优质均衡ꎬ 到 ２０２５ 年

基础较好的地区一半以上的县 (市、 区、 行委)

实现优质均衡ꎮ 基础条件薄弱、 缺口较多的地区

要根据优质均衡的申报条件ꎬ 积极创建ꎬ 补齐短

板ꎬ 加快推进步伐ꎬ 争取尽快达到县域义务教育

优质均衡发展国家标准ꎬ 组织申请国家评估

认定ꎮ

二、 督导评估对象及申报条件

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认定的

对象是县 (市、 区、 行委)ꎮ

申报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应具备以下基

本条件:

(一) 通过国家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认定

三年以上ꎮ

(二) 基本均衡发展认定后年度监测持续保

持较高水平ꎮ

(三) 资源配置 ７ 项指标中每所学校至少要

有 ６ 项指标达到要求ꎬ 余项不能低于要求的

８５％ ꎻ 所有指标校际差异系数ꎬ 小学均小于或等

于 ０ ５０ꎬ 初中均小于或等于 ０ ４５ꎮ

(四) 政府保障程度 １５ 项指标达到规定

要求ꎮ

(五) 教学质量 ９ 项指标达到规定要求ꎮ

(六) 社会认可度达到 ８５％以上ꎮ

有以下情况之一的县 (市、 区、 行委) 不

得申报:

存在以考试方式招生ꎻ 存在违规择校行为ꎻ

存在重点学校或重点班ꎻ 存在 “有编不补” 或

长期聘用编外教师的情况ꎻ 教育系统存在重大安

全责任事故和严重违纪违规事件ꎻ 有弄虚作假

行为ꎮ

三、 督导评估内容与标准

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认定ꎬ

包括资源配置、 政府保障程度、 教育质量、 社会

认可度四个方面ꎮ

(一) 资源配置ꎮ 重点评估县域义务教育学

校在教师、 校舍、 仪器设备等方面的配置水平ꎬ

同时评估这些指标的校际均衡情况ꎮ 具体包括:

１ 每百名学生拥有高于规定学历教师数:

小学、 初中分别达到 ４ ２ 人以上、 ５ ３ 人以上ꎮ

２ 每百名学生拥有县级以上骨干教师数:

小学、 初中均达到 １ 人以上ꎮ

３ 每百名学生拥有体育、 艺术 (美术、 音

乐) 专任教师数: 小学、 初中均达到 ０ ９ 人

以上ꎮ

４ 生均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 小学、 初中

分别达到 ４ ５ 平方米以上、 ５ ８ 平方米以上ꎮ

５ 生均体育运动场馆面积: 小学、 初中分

别达到 ７ ５ 平方米以上、 １０ ２ 平方米以上ꎮ

６ 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 小学、 初中分别

达到 ２０００ 元以上、 ２５００ 元以上ꎮ

７ 每百名学生拥有网络多媒体教室数: 小

学、 初中分别达到 ２ ３ 间以上、 ２ ４ 间以上ꎮ

(二) 政府 保 障 程 度ꎮ 重点评估县 (市、

区、 行委) 级人民政府依法履职ꎬ 落实国家有

关法律、 法规、 政策要求ꎬ 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和城乡一体化的工作成效ꎮ 具体包括:

１ 县 (市、 区、 行委) 域内义务教育学校

规划布局合理ꎬ 符合国家规定要求ꎬ 校园绿化面

积达到省定标准ꎮ

２ 县 (市、 区、 行委) 域内城乡义务教育

学校建设标准统一、 教师编制标准统一、 生均公

用经费基准定额统一、 基本装备配置标准统一ꎮ

３ 所有小学、 初中每 １２ 个班级配备音乐、

美术专用教室 １ 间以上ꎻ 其中ꎬ 每间音乐专用教

室面积不小于 ９６ 平方米ꎬ 每间美术专用教室面

积不小于 ９０ 平方米ꎮ

４ 所有小学、 初中规模不超过 ２０００ 人ꎬ 九

年一贯制学校、 十二年一贯制学校义务教育阶段

规模不超过 ２５００ 人ꎮ

５ 小学、 初中所有班级学生数分别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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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 人、 ５０ 人ꎮ

６ 不足 １００ 名学生村小学和教学点按 １００

名学生核定公用经费ꎮ

７ 特殊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不低于

６０００ 元ꎮ

８ 全县 (市、 区、 行委) 义务教育学校教

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

收入水平ꎬ 按规定足额核定教师绩效工资总量ꎮ

９ 教 师 ５ 年 ３６０ 学 时 培 训 完 成 率 达

到 １００％ ꎮ

１０ 县 (市、 区、 行委) 级教育行政部门在

核定的教职工编制总额和岗位总量内ꎬ 统筹分配

各校教职工编制和岗位数量ꎮ

１１ 全县 (市、 区、 行委) 每年交流轮岗教

师的比例不低于符合交流条件教师总数的 １０％ ꎬ

其中ꎬ 骨 干 教 师 不 低 于 交 流 轮 岗 教 师 总 数

的 ２０％ ꎮ

１２ 专任教师持有教师资格证上岗率达

到 １００％ ꎮ

１３ 城区和镇区公办小学、 初中 (均不含寄

宿制学校) 就近划片入学比例分别达到 １００％ 、

９５％以上ꎮ

１４ 全县 (市、 区、 行委) 优质高中招生名

额分配比例不低于 ５０％ ꎬ 并向农村初中倾斜ꎮ

１５ 留守儿童关爱体系健全ꎬ 全县 (市、

区、 行委) 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和

政府购买服务的民办学校就读的比例不低

于 ８５％ ꎮ

(三) 教育质量ꎮ 重点评估县域义务教育普

及程度、 学校管理水平、 学生学业质量、 综合素

质发展水平ꎮ 具体包括:

１ 全县 (市、 区、 行委) 初中三年巩固率

达到 ９５％以上ꎮ

２ 全县 (市、 区、 行委) 残疾儿童少年入

学率达到 ９５％以上ꎮ

３ 所有学校制定章程ꎬ 实现学校管理与教

学信息化ꎮ

４ 全县 (市、 区、 行委) 所有学校按照不

低于学校年度公用经费预算总额的 ５％ 安排教师

培训经费ꎮ

５ 教师能熟练运用信息化手段组织教学ꎬ

设施设备利用率达到较高水平ꎮ

６ 所有学校德育工作、 校园文化建设水平

达到良好以上ꎮ

７ 课程开齐开足ꎬ 教学秩序规范ꎬ 综合实

践活动有效开展ꎮ

８ 无过重课业负担ꎮ

９ 在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中ꎬ 相关科目

学生学业水平达到Ⅲ级以上ꎬ 且校际差异率低

于 ０ １５ꎮ

(四) 社会认可度ꎮ 调查采取问卷、 实地走

访等方式进行ꎬ 内容包括: 县 (市、 区、 行委)

级人民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落实教育公平政策、

推动优质资源共享ꎬ 以及义务教育学校规范办学

行为、 实施素质教育、 考试评估制度改革、 提高

教育质量等方面取得的成效ꎮ 调查的对象包括:

学生、 家长、 教师、 校长、 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及其他群众ꎮ

四、 督导评估程序

(一 ) 县 ( 市、 区、 行 委 ) 级 自 评ꎮ 县

(市、 区、 行委) 级人民政府按照本实施方案ꎬ

制定本县 (市、 区、 行委) 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督导评估工作方案ꎮ 按照工作方案ꎬ 认真组

织开展自查自评工作ꎮ 自评达到要求的于每年 ６

月 １ 日前ꎬ 报市 (州) 人民政府复核ꎮ

(二) 市 (州) 复核ꎮ 市 (州) 教育部门

和教育督导室负责复核本地区县域义务教育优质

均衡发展的情况ꎮ 复核时要组织相关业务部门进

行实地督导检查ꎬ 查缺补漏ꎬ 确保各项指标达到

国家规定要求ꎮ 复核通过的ꎬ 由市 (州) 人民

政府于每年 ９ 月 １ 日前ꎬ 向省政府教育督导委员

会办公室 (省教育厅) 提出评估申请ꎮ 同时报

送核查材料ꎮ

(三) 省级评估ꎮ 省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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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室 (省教育厅) 在市 (州) 复核的基础上ꎬ

对申请评估认定的县 (市、 区、 行委) 进行督

导评估ꎬ 评估前向社会公告ꎬ 接受社会监督ꎮ

通过省级督导评估的县 (市、 区、 行委)ꎬ

由省教育厅报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审核认定ꎮ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对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县 (市、 区、 行委) 进行认定并予以公布ꎮ

五、 评估结果运用

将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评估结果作为

上级人民政府对县 (市、 区、 行委) 级人民政

府及其主要负责人履行教育职责和教育发展水平

综合评估的重要依据ꎮ 省政府对通过国家评估验

收的义务教育优质均衡达标县 (市、 区、 行委)

给予适当奖励ꎮ

建立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监测和复查制

度ꎬ 对全省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状况进行

监测ꎬ 对已通过认定的县 (市、 区、 行委) 进

行监测和复查ꎮ 监测复查结果达不到规定要求

的ꎬ 将根据相关规定进行问责ꎻ 对连续两年下滑

的县 (市、 区、 行委)ꎬ 将撤消其 “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县 (市、 区、 行委) ” 称号ꎮ

六、 组织实施

(一) 提高站位ꎬ 加强组织领导ꎮ 推进县域

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工作是各级政府巩固提高

基本均衡发展成果ꎬ 促进教育公平和全面提升教

育质量ꎬ 努力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重要体现ꎮ 各

地要切实履行职责ꎬ 借鉴 “两基” 和推进县域

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中的经验和做法ꎬ 进一步

提高思想认识ꎬ 加强组织领导ꎬ 强化顶层设计ꎬ

在推进义务教育基本均衡的基础上ꎬ 做到组织领

导机构不撤ꎬ 投入力度不减ꎬ 进一步强化工作措

施ꎬ 确保各项工作落实到位ꎮ

(二) 制定规划ꎬ 明确目标任务ꎮ 义务教育

优质均衡发展县 (市、 区、 行委) 创建工作ꎬ

是一项系统工程ꎬ 各市 (州) 人民政府要制定

推进优质均衡工作计划ꎬ 明确所辖县 (市、 区、

行委) 创建工作的时间表、 路线图ꎮ 各县 (市、

区、 行委) 要立足实际ꎬ 稳步推进ꎬ 把握好达

标进度和达标质量的关系ꎬ 在确保质量的前提

下ꎬ 努力加快进度ꎮ 基础条件较好、 缺口较少的

县 (市、 区、 行委)ꎬ 可以规划尽早申请国家评

估认定ꎬ 基础条件较差、 缺口较多的县 (市、

区、 行委)ꎬ 要及早制定规划ꎬ 明确工作目标ꎬ

加快推进步伐ꎮ

(三) 强化机制ꎬ 落实主体责任ꎮ 推进县域

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实行以县 (市、 区、 行

委) 为主的工作机制ꎬ 各县 (市、 区、 行委)

政府要切实履行教育工作主体责任ꎬ 坚持教育优

先发展战略ꎬ 加大对教育工作的支持力度ꎮ 牢牢

把握 “促进公平、 提高质量” 两大主题ꎬ 采取

有效措施ꎬ 解决资源配置、 保障水平、 教学质量

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ꎬ 全面提高义务教育均衡

发展水平和教育质量ꎮ

(四) 突出重点ꎬ 狠抓工作落实ꎮ 优质均衡

发展评估指标ꎬ 体现了更高的标准化水平、 均衡

程度和质量要求ꎮ 各县 (市、 区、 行委) 要对

照国家标准ꎬ 找准突出问题ꎬ 补齐发展短板ꎬ 制

定工作方案ꎬ 解决好城乡义务教育发展不均衡ꎬ

“城镇挤、 农村弱”ꎬ 城市大班额突出问题ꎮ 要

按照 «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

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 (青政

〔２０１７〕 ２６ 号) 和 «青海省义务教育学校消除

大班额专项规划» 要求ꎬ 大力推进县域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和城乡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ꎮ 特

别是针对教师学科结构不合理、 质量监测不达

标、 城镇学校占地面积不足等突出问题ꎬ 制定年

度落实计划ꎬ 分阶段、 分步骤实施ꎬ 确保达到国

家优质均衡标准ꎮ

附件: １ 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

(市、 区) 申报表

２ «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

(市、 区) 申报表» 填报说明

３ 申请认定需报送的材料

６１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２０１８ １２
附
件

１

全
国

义
务

教
育

优
质

均
衡

发
展

县
(市

、
区

)
申

报
表

省
(自

治
区

、
直

辖
市

、
兵

团
)

　
　

　
　

　
　

　
　

　
　

市
(地

、
州

、
盟

、
师

)
县

(市
、

区
、

旗
、

团
场

)

报
送

时
间

:
年

　
　

月
　

　
日

报
送

单
位

:
　

　
　

　
　

　
(盖

章
)

７１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２０１８ １２
表

Ｉ　
义

务
教

育
优

质
均

衡
发

展
县

(市
、

区
)

基
本

情
况

自
然
情
况

经
济
情
况

普
通
中
小
学
校
数

(所
)

人
口

总
数

(万 人
)

农
业

人
口 数 (万 人
)

乡 镇 数 (个
)

行
政

村
数

(个
)

年
人

均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元
)

年
人

均
地

方
财

政
收 入 (元
)

农
民

年
人

均
纯

收
入

(元
)

城
镇

居
民

年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元
)

小
学

九
年

一
贯

制
学 校

初
中

完
全

中
学

十
二

年
一

贯
制

学
校

特
殊

教
育

学
校

(所
)

小
学
教
学

点
数

(个
)

教
学
班
数

(个
)

在
校
学
生

数
(人

)
教
职
工
数

(人
)

计

其
中
:

５０
人

及
以 上

小 学

初 中

小 学

初 中

小
学

初
中

合 计

其 中 专 任 教 师

合 计

其 中 专 任 教 师

Ｌ１
Ｌ２

Ｌ３
Ｌ４

Ｌ５
Ｌ６

Ｌ７
Ｌ８

Ｌ９
Ｌ１

０
Ｌ１

１
Ｌ１

２
Ｌ１

３
Ｌ１

４
Ｌ１

５
Ｌ１

６
Ｌ１

７
Ｌ１

８
Ｌ１

９
Ｌ２

０
Ｌ２

１
Ｌ２

２
Ｌ２

３
Ｌ２

４

全 　 县 　 总 　 计

　
　

注
:

“人
口

总
数

”
和

“农
业

人
口

数
”

按
常

住
人

口
统

计
ꎬ

数
字

保
留

两
位

小
数

ꎮ
Ｌ５

—
Ｌ８

列
数

字
保

留
整

数
ꎮ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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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 １２
表

Ⅱ
—

１　
小

学
、

初
中

资
源

配
置

基
本

情
况

每
百
名
学
生

拥
有
高
于
规

定
学
历
教
师

数

每
百
名
学

生
拥
有
县
级

及
以
上
骨
干

教
师
数

每
百
名
学
生

拥
有
体
育
、

艺
术

(美
术
、

音
乐
)

专
任

教
师
数

生
均
教
学
及

辅
助
用
房

面
积

(㎡
)

生
均
体
育

运
动
场
馆

面
积

(㎡
)

生
均
教
学
仪

器
设
备
值

(元
)

每
百
名
学
生

拥
有
网
络
多

媒
体
教
室
数

综
合
评
估

Ｌ１
Ｌ２

Ｌ３
Ｌ４

Ｌ５
Ｌ６

Ｌ７
Ｌ８

小
学

达
标

学
校

总
数

达
标

学
校

比
例

(％
)

初
中

达
标

学
校

总
数

达
标

学
校

比
例

(％
)

　
注

:
小

学
含

５０
人

及
以

上
教

学
点

ꎮ

９１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２０１８ １２
表

Ⅱ
—

２　
小

学
、

初
中

资
源

配
置

基
本

情
况

(分
学

校
)

序
号

学
校
名
称

举
办
者

类
型

在
校

生
数

年
级
数

班
级
数

每
百
名
学

生
拥
有
高

于
规
定
学

历
教
师
数

每
百
名
学

生
拥
有
县

级
及
以
上

骨
干
教

师
数

每
百
名
学

生
拥
有
体

育
、
艺
术

(美
术
、音

乐
)

专
任

教
师
数

生
均
教
学

及
辅
助
用

房
面
积

(㎡
)

生
均
体
育

运
动
场
馆

面
积
(㎡

)

生
均
教
学

仪
器
设
备

值
(元

)

每
百
名
学

生
拥
有
网

络
多
媒
体

教
室
数

该
校
综
合

评
估
是
否

达
标

备
注

(注
明
有
哪
几

项
指
标
达

标
ꎬ
哪
几
项

指
标
达
到

８５
％
)

Ｌ１
Ｌ２

Ｌ３
Ｌ４

Ｌ５
Ｌ６

Ｌ７
Ｌ８

Ｌ９
Ｌ１

０
Ｌ１

１
Ｌ１

２
Ｌ１

３
Ｌ１

４

１
小

学
１

２
小

学
２

３
小

学
３



１
初

中
１

２
初

中
２

３
初

中
３



　
注

:
１

小
学

学
校

总
数

所
(其

中
:

一
贯

制
学

校
的

小
学

部
有

所
ꎬ

５０
人

及
以

上
教

学
点

有
个

)ꎬ
初

中
学

校
总

数
所

(其
中

:
一

贯
制

学
校

的
初

中
部

所
ꎬ

完
全

中
学

的
初

中
部

所
)ꎮ

２
举

办
者

类
型

处
填

写
代

码
:

中
央

教
育

部
门

代
码

为
１、

中
央

其
他

部
门

为
２、

省
级

教
育

部
门

为
３、

省
级

其
他

部
门

为
４、

地
级

教
育

部
门

为
５、

地
级

其

他
部

门
为

６、
县

级
教

育
部

门
为

７、
县

级
其

他
部

门
为

８、
地

方
企

业
为

９、
民

办
为

１０
ꎮ

３
Ｌ７

—
Ｌ１

３
数

值
均

保
留

两
位

小
数

ꎮ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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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 １２
表

Ⅲ
　

县
域

义
务

教
育

校
际

均
衡

情
况

每
百
名
学
生

拥
有
高
于
规

定
学
历
教
师

数

每
百
名
学

生
拥
有
县
级

及
以
上
骨
干

教
师
数

每
百
名
学
生

拥
有
体
育
、

艺
术

(美
术
、

音
乐
)

专
任

教
师
数

生
均
教
学
及

辅
助
用
房

面
积

(㎡
)

生
均
体
育

运
动
场
馆

面
积

(㎡
)

生
均
教
学
仪

器
设
备
值

(元
)

每
百
名
学
生

拥
有
网
络
多

媒
体
教
室
数

综
合
评
估

Ｌ１
Ｌ２

Ｌ３
Ｌ４

Ｌ５
Ｌ６

Ｌ７
Ｌ８

小
学

全
县

平
均

值
—

差
异

系
数

初
中

全
县

平
均

值
—

差
异

系
数

　
注

:
全

县
(市

、
区

)
平

均
值

保
留

两
位

小
数

ꎬ
差

异
系

数
保

留
三

位
小

数
ꎮ

１２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２０１８ １２
表

Ⅳ
　

政
府

保
障

程
度

评
估

指
标

指
　

　
标

　
　
名

　
　
称

指
标
值
或
简
要
结
论

是
否
达
标

１
县

域
内

义
务

教
育

学
校

规
划

布
局

合
理

ꎬ
符

合
国

家
规

定
要

求
ꎬ

校
园

绿
化

面
积

达
到

省
定

标
准

２
县

域
内

城
乡

义
务

教
育

学
校

建
设

标
准

统
一

、
教

师
编

制
标

准
统

一
、

生
均

公
用

经
费

基
准

定
额

统
一

、
基

本
装

备
配

置
标

准
统

一

３
所

有
小

学
、

初
中

每
１２

个
班

级
配

备
音

乐
、

美
术

专
用

教
室

１
间

以
上

ꎻ
其

中
ꎬ

每
间

音
乐

专
用

教
室

面
积

不
小

于
９６

平
方

米
ꎬ

每
间

美
术

专
用

教
室

面
积

不
小

于
９０

平
方

米

４
所

有
小

学
、

初
中

学
校

规
模

不
超

过
２０

００
人

ꎬ
九

年
一

贯
制

学
校

、
十

二
年

一
贯

制
学

校
义

务
教

育
阶

段
规

模
不

超
过

２５
００

人

超
过

２０
００

人
的

小
学

所
ꎬ

初
中

所
ꎬ

超
过

２５
００

人
的

一
贯

制
学

校
所

５
小

学
、

初
中

所
有

班
级

学
生

数
分

别
不

超
过

４５
人

、
５０

人
超

过
４５

人
的

小
学

班
级

个
ꎬ

超
过

５０
人

的
初

中
班

级
个

６
不

足
１０

０
名

学
生

村
小

学
和

教
学

点
按

１０
０
名

学
生

核
定

公
用

经
费

不
足

１０
０
名

学
生

村
小

学
和

教
学

点
学

生
数

人
ꎬ

公

用
经

费
元

７
特

殊
教

育
学

校
生

均
公

用
经

费
不

低
于

６０
００

元

特
殊

教
育

学
校

公
用

经
费

为
万

元
ꎬ

特
殊

教
育

学
生

数
为

人
ꎬ

特
殊

教
育

学
校

生
均

公
用

经
费

为

元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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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 １２
指

　
　
标

　
　
名

　
　
称

指
标
值
或
简
要
结
论

是
否
达
标

８
全

县
义

务
教

育
学

校
教

师
平

均
工

资
收

入
水

平
不

低
于

当
地

公
务

员
平

均
工

资
收

入
水

平
ꎬ

按
规

定
足

额
核

定
教

师
绩

效
工

资
总

量

全
县

义
务

教
育

学
校

教
师

年
平

均
工

资
收

入
为

元
ꎬ

当
地

公
务

员
年

平
均

工
资

收
入

元

９
教

师
５
年

３６
０
学

时
培

训
完

成
率

达
到

１０
０％

完
成

３６
０
学

时
培

训
的

教
师

人
ꎬ

全
县

(市
、

区
)

教
师

人
ꎬ

教
师

培
训

完
成

率
％

１０

县

级
教

育
行

政
部

门
在

核
定

的
教

职
工

编
制

总
额

和
岗

位
总

量
内

ꎬ
统

筹
分

配
各

校
教

职
工

编
制

和
岗

位
数

量

１１

全

县
每

年
交

流
轮

岗
教

师
的

比
例

不
低

于
符

合
交

流
轮

岗
条

件
教

师
总

数
的

１０
％

ꎻ
其

中
ꎬ

骨
干

教
师

不
低

于
交

流
轮

岗
教

师
总

数
的

２０
％

全
县

符
合

交
流

轮
岗

条
件

教
师

总
数

名
ꎬ

上
一

年
度

交
流

轮
岗

教
师

名
ꎬ

交
流

轮
岗

教
师

占
符

合
交

流
轮

岗
条

件
教

师
总

数
的

比
例

％
ꎻ

交
流

轮
岗

的
骨

干
教

师
名

ꎬ
占

交
流

轮
岗

教
师

总
数

的
比

例
％

１２

专

任
教

师
持

有
教

师
资

格
证

上
岗

率
达

到
１０

０％
全

县
在

岗
专

任
教

师
人

ꎬ
其

中
持

有
教

师
资

格
证

的

专
任

教
师

人
ꎬ

占
比

％

１３

城

区
和

镇
区

公
办

小
学

、
初

中
(均

不
含

寄
宿

制
学

校
)

就
近

划
片

入
学

比

例
分

别
达

到
１０

０％
、

９５
％

以
上

城
区

和
镇

区
公

办
小

学
、

初
中

(均
不

含
寄

宿
制

学
校

)
就

近
划

片
入

学
比

例
分

别
％

、
％

１４

全

县
优

质
高

中
招

生
名

额
分

配
比

例
不

低
于

５０
％

ꎬ
并

向
农

村
初

中
倾

斜

全
县

优
质

高
中

招
生

名
额

总
数

人
ꎬ

分
配

名
额

人
ꎬ

占
比

％
ꎮ

其
中

分
配

农
村

学
校

的
名

额

人
ꎬ

占
分

配
名

额
总

数
的

％

１５

留

守
儿

童
关

爱
体

系
健

全
ꎬ

全
县

符
合

条
件

的
随

迁
子

女
在

公
办

学
校

和
政

府
购

买
服

务
的

民
办

学
校

就
读

的
比

例
不

低
于

８５
％

全
县

符
合

条
件

的
随

迁
子

女
数

人
ꎬ

在
公

办
学

校
就

读
人

ꎬ
在

政
府

购
买

服
务

的
民

办
学

校
就

读

人
ꎬ

合
计

人
ꎬ

占
比

％

　
注

:
表

中
所

有
比

例
数

值
保

留
一

位
小

数
ꎬ

其
余

保
留

整
数

ꎮ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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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 １２
表

Ⅴ
　

教
育

质
量

评
估

指
标

指
　

　
标

　
　
名

　
　
称

指
标
值
或
简
要
结
论

是
否
达
标

１
全

县
初

中
三

年
巩

固
率

达
到

９５
％

以
上

全
县

初
中

毕
业

生
数

为
人

ꎬ
三

年
前

初
中

在
校

生
数

为
人

ꎬ
转

入
学

生
数

为
人

ꎬ
死

亡
学

生
数

为
人

ꎬ
转

出
学

生
数

为
人

ꎬ
全

县
初

中
三

年
巩

固
率

为
％

２
全

县
残

疾
儿

童
少

年
入

学
率

达
到

９５
％

以
上

全
县

残
疾

儿
童

少
年

为
人

ꎬ
入

学
人

ꎬ
入

学
率

为
％

ꎮ
其

中
ꎬ

在
特

殊
教

育
学

校
就

读
人

ꎬ
占

比
％

３
所

有
学

校
建

立
章

程
ꎬ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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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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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Ⅶ　 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自评报告

内容: 重点评估县级人民政府及职能部门主动履职、 落实国家相关政策、 高标准均衡配置义务教育

资源、 整体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等方面的举措和成效ꎬ 以及存在的问题和对策ꎮ

县 (市、 区) 人民政府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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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２

«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市、区)申报表»

填 报 说 明

　 　 一、 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 (市、 区)
基本情况 (表Ⅰ)

１ “自然情况” 和 “经济情况” 按评估前一

年国家 (地方) 统计部门正式对外公布的统计数

据填写ꎮ 其他数据按最新教育事业统计数据填写ꎮ
２ “人口总数” 和 “农业人口数” 按常住

人口统计ꎮ
３ 小学教学班数、 在校学生数、 教职工数

和专任教师数中ꎬ 包括一贯制学校中的小学部、
教学点ꎻ 初中班数、 学生数、 教职工数和专任教

师数中ꎬ 包括一贯制学校中的初中部、 完全中学

的初中部ꎮ
二、 小学、 初中资源配置基本情况 (表

Ⅱ—１ / ２)
１ 表Ⅱ—２ 中 “该校综合评估是否达标”

列ꎬ 达标的填 “１”ꎬ 不达标的填 “０”ꎮ
２ 表Ⅱ—２ 中如某学校的某项指标值不达

标ꎬ 请将该指标值所在格ꎬ 用浅色阴影背景做

标识ꎮ
３ 表Ⅱ—１/ ２ 小学包括普通小学、 一贯制学

校的小学部、 ５０ 人及以上教学点ꎬ 初中包括独立

初中、 一贯制学校的初中部、 完全中学的初中部ꎮ
每所一贯制学校的小学部单独一行填写ꎮ 每所一

贯制学校和每所完全中学的初中部单独一行填写ꎮ
４ 表Ⅱ—１/ ２ 举办者类型包括中央教育部

门、 中央其他部门、 省级教育部门、 省级其他部

门、 地级教育部门、 地级其他部门、 县级教育部

门、 县级其他部门、 地方企业举办的学校ꎬ 以及

民办学校ꎮ
三、 县域义务教育校际均衡情况 (表Ⅲ)
本表数据来源于国家教育事业统计ꎮ 小学、

５０ 人及以上教学点数据在基础教育学校 (机构)
统计报表 (小学)ꎬ 初中、 完全中学数据在基础

教育学校 (机构) 统计报表 (中学)ꎬ 九年一贯

制学校、 十二年一贯制学校数据在基础教育学校

(机构) 统计报表 (九年一贯制学校、 十二年一

贯制学校)ꎮ 下文所指的小学同表Ⅱ—１/ ２ꎮ 在

填写每所学校数据时务必根据学校类型和填报说

明ꎬ 在相应的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中提取ꎮ
１ 学生ꎮ
指标说明: 具有学籍并在本学年初进行学籍

注册的学生ꎮ
数据提取来源: 小学为 “基础基 ３１２ 小学学

生数” 表ꎬ 〔行 ０１ꎬ 列 ４〕ꎮ 初中为 “基础基 ３１３
初中学生数” 表ꎬ 〔行 ０１ꎬ 列 ３〕ꎮ

２ 高于规定学历教师数ꎮ
指标说明: 小学专任教师中具有大专及以上

学历的教师ꎬ 初中专任教师中具有大学本科及以

上学历的教师ꎮ
数据提取来源: 小学为 “基础基 ４２３ 小学专

任教师分课程、 分学历” 表ꎬ 〔行 ０４ꎬ 列 １〕 ＋
〔行 ０５ꎬ 列 １〕 ＋ 〔行 ０６ꎬ 列 １〕ꎮ 初中为 “基础

基 ４２４ 中学专任教师分课程、 分学历” 表ꎬ 〔行
０５ꎬ 列 １〕 ＋ 〔行 ０６ꎬ 列 １〕ꎮ

３ 县级及以上骨干教师数ꎮ
指标说明: 小学县级及以上骨干教师ꎬ 初中

县级及以上骨干教师ꎮ
数据提取来源: 小学为 “基础基 １１２ 学校

(机构) 基本情况” 表ꎬ 〔行 ２５ꎬ 列 １〕ꎮ 初中为

“基础基 １１２ 学校 (机构) 基本情况” 表ꎬ 〔行
２６ꎬ 列 １〕ꎮ

４ 体育、 艺术 (音乐、 美术) 专任教师数ꎮ
指标说明: 小学课程为体育、 音乐、 美术、

艺术的教师数之和ꎬ 初中课程为体育、 音乐、 美

术、 艺术的教师数之和ꎮ
数据提取来源: 小学为 “基础基 ４２３ 小学专

任教师分课程、分学历”表ꎬ〔行 １ꎬ列 １０〕 ＋〔行 １ꎬ
列 １２〕 ＋〔行 １ꎬ列 １３〕 ＋ 〔行 １ꎬ 列 １４〕ꎮ 初中为

“基础基 ４２４ 中学专任教师分课程、 分学历”
表ꎬ 〔行 ２ꎬ 列 １９〕 ＋ 〔行 ２ꎬ 列 ２０〕 ＋ 〔行 ２ꎬ
列 ２１〕 ＋ 〔行 ２ꎬ 列 ２２〕ꎮ

５ 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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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说明: 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是指学校中教

室、 实验室、 图书室、 微机室、 语音室面积之和ꎮ
数据提取来源: “基础基 ５１２ 中小学校舍情

况” 表ꎬ 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减去体育馆面积ꎬ
〔行 ０４ꎬ 列 １〕 － 〔行 １０ꎬ 列 １〕ꎮ

６ 体育运动场馆面积ꎮ
指标说明: 学校中的体育馆面积和运动场地

面积之和ꎬ 运动场地面积是指学校专门用于室外

体育运动并有相应设施所占用的土地面积ꎮ
数据提取来源: 体育馆面积为 “基础基 ５１２

中小学校舍情况” 表ꎬ 〔行 １０ꎬ 列 １〕ꎻ 运动场

地面积为 “基础基 ５２２ 中小学占地面积及其他办

学条件” 表ꎬ 〔行 ０１ꎬ 列 ３〕ꎮ
７ 教学仪器设备值ꎮ
指标说明: 学校固定资产中用于教学、 实验

等仪器设备的资产值ꎮ
数据提取来源: “基础基 ５２２ 中小学占地面

积及其他办学条件” 表ꎬ 〔行 ０１ꎬ 列 １３〕ꎮ
８ 网络多媒体教室数ꎮ
指标说明: 接入互联网或校园网、 并可实现

数字教育资源等多媒体教学内容向全体学生展示

功能的教室ꎮ
数据提取来源: “基础基 ５２２ 中小学占地面

积及其他办学条件” 表ꎬ 〔行 １ꎬ 列 ９〕ꎮ
９ 有关数据拆分方法ꎮ
一贯制学校和完全中学的教学及辅助用房面

积、 体育运动场馆面积、 教学仪器设备值、 网络

多媒体教室数等四项指标需要做拆分处理ꎮ
九年一贯制学校ꎬ 需根据小学、 初中各自规

模ꎬ 按照 “一个小学生 ∶ 一个初中生 ＝ １ ∶ １ １”
的比例进行拆分ꎬ 将其小学部、 初中部占有部分

分别作为单独小学、 初中数据ꎮ
完全中学ꎬ 需根据初中、 高中各自规模ꎬ 按

照 “一个初中生 ∶ 一个高中生 ＝ １ ∶ １ ２” 的比例

进行拆分ꎬ 将其初中部占有部分作为单独初中学

校数据ꎮ
十二年一贯制学校ꎬ 需根据小学、 初中、 高

中各自规模ꎬ按照“一个小学生 ∶ 一个初中生 ∶ 一

个高中生＝１ ∶１ １ ∶１ ３２” 的比例进行拆分ꎬ 将其

小学部、 初中部占有部分分别作为单独小学、 初

中数据ꎮ
对于少数地区存在的小学附设幼儿班、 初中

附设小学班、 高中或中职附设初中班的情况ꎬ 可

按照上述办法做相应比例的拆分ꎮ
１０. 有关数据折算方法ꎮ
对于因新建或即将撤消原因造成的年级建制

不全的学校ꎬ 在计算差异系数时可按现有年级数

与当地相应小学和初中学制年数的比例ꎬ 对各项

指标数据进行折算ꎮ
１１. 差异系数计算方法ꎮ

差异系数计算公式表示为: ＣＶ ＝
Ｓ
－
Ｘ( ) ꎬ ＣＶ

为差异系数ꎬ Ｓ 为标准差ꎬ Ｘ 为全县平均数ꎮ 式

中ꎬ Ｓ ＝ ｎ

ｉ
(Ｐｉ / ＰＮ) × (Ｘｉ－Ｘ)２ ꎬ Ｘ１ 表示区县

均衡指标体系中第 ｉ 个学校 (初中或小学) 某个

指标值ꎬ Ｘｉ ＝ｘｉ / Ｐ ｉꎬ ｘｉ 为该指标第 ｉ 个学校的原

始值ꎬ Ｐ ｉ 为第 ｉ 个学校 (初中或小学) 的在校

生数ꎻ Ｘ 表示该指标的区县平均值ꎬ 其中ꎬ Ｘ ＝

ｎ

ｉ ＝１Ｘｉ /ＰＮꎬ ＰＮ 为区县内所有初中 (或小学)

学校的在校生数ꎬ ＰＮ ＝
ｎ

ｉ ＝１Ｐ ｉꎮ
四、 县域义务教育质量情况 (表Ⅴ)
１ 全县初中三年巩固率达到 ９５％以上ꎮ
指标说明: 初中毕业人数与在校生数的百分

比ꎬ计算公式为:初中三年巩固率＝(毕业生数－毕
业年级三年转入学生数＋毕业年级三年转出学生

数) / (毕业年级三年前初一时在校生数－毕业

年级三年死亡学生数) ∗１００％ ꎮ
２ 全县残疾儿童少年入学率达到 ９５％以上ꎮ
指标说明: 随班就读、 在普通学校附设特教

班学习、 在特殊教育学校就读、 送教上门的残疾

儿童少年总数ꎬ 占全县 (市、 区) 适龄残疾儿

童少年总数的百分比ꎮ
残疾包括视力残疾、 听力残疾、 言语残疾、

肢体残疾、 智力残疾、 精神残疾、 多重残疾等ꎮ
数据提取来源: 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中的

“基础基 ３１５”ꎻ 残联提供全县 (市、 区) 适龄残

疾儿童少年的总数ꎮ
３ 在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中ꎬ 相关科目

学生学业水平达到Ⅲ级以上ꎬ 且校际差异率低

于 ０ １５ꎮ
指标说明: 义务教育阶段四年级和八年级学生

在语文、 数学、 科学、 体育、 艺术、 德育等学科中

掌握知识、 技能的程度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ꎮ
数据来源: 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结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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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３

申请认定需报送的材料

　 　 １ 市 (州) 政府关于申请认定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县 (市、 区、 行委) 的函ꎮ
２ 市 (州) 对县 (市、 区、 行委) 的评估

报告ꎬ 其中包括市 (州) 对被评估县 (市、 区、
行委) 的总体评估结论ꎬ 以及对资源配置、 政

府保障程度、 教育质量、 社会认可度四个方面的

评估结论ꎮ
３ 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申报表

(见附件 １)ꎮ
４ 申请认定县 (市、 区、 行委) 政府及相

关部门出台的关于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工

作相关政策文件汇编 (仅报电子版)ꎮ
５ 社会认可度调查实施方案 (含问卷) 及

问卷调查和实地走访结果分析报告ꎮ
６ 市 (州) 报送材料的截止时间为每年的

９ 月 １ 日ꎮ

青 海 省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关 于 成 立 青 海 省 旅 游 绿 色 发 展

专家咨询委员会的通知

青政办 〔２０１８〕 ７８ 号

各市、 自 治 州 人 民 政 府ꎬ 省 政 府 各 委、 办、
厅、 局:

为充分发挥专家、 学者在全域旅游战略规

划、 重要政策、 重大改革、 重大项目、 重大问题

研究上的咨询作用ꎬ 进一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
前瞻性ꎬ 决定成立青海省旅游绿色发展专家咨询

委员会ꎮ 组成人员如下:
主 任 委 员: 孙发平　 　 省社科院副院长、研

究员

副主任委员: 李积胜　 　 省交通运输厅总工

程师

韩德辉　 　 省环境保护厅总工

程师

马金刚　 　 省旅游发展委副巡

视员、 副研究员

委　 　 　 员: 钟林生　 　 中科院地理所教授

窦文章 　 　 博雅方略文旅集团

首席专家、国家旅游

局咨询委员、博士

刘　 锋　 　 北京巅峰智业旅游

文化创意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 博士

马有明　 　 北京全景大观旅游

规划设计院院长、
博士

李　 群　 　 省政府参事、 一级

注册建造师、 高级

建筑师

卓玛措　 　 青海民族大学旅游

学院院长、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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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梅青　 　 青海大学财经学院

旅游与工商管理系

主任、 教授

薛华菊　 　 青海师范大学酒店

管理教研室主任、
副教授

李　 勇　 　 省发展改革委经济

研究 院 院 长、 研

究员

刘　 宁　 　 青海省工程咨询中

心主任、 副研究员

窦建科　 　 青海景源规划设计

有限公司总经理、
高级工程师

王建新　 　 青海藏文化博物馆

副馆长

喇海青　 　 青海天地人缘文化

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

喇积元　 　 青海旅游投资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余海明　 　 青海宾馆旅游集团

有限公司总经理

杨成财　 　 青海康辉国际旅行

社总经理

尚少岩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副厅长

马有义　 　 省文联巡视员、教授

苏海红　 　 省科技厅副厅长

都茂庭　 　 省农牧厅副厅长

邓尔平　 　 省林业厅副厅长

省旅游绿色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下设办公

室ꎬ 办公室设在省旅游发展委员会ꎬ 马金刚同志

兼任办公室主任ꎮ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 日

青 海 省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关于常态化治理 “文山会海” 的通知

青政办 〔２０１８〕 ７９ 号

各市、 自 治 州 人 民 政 府ꎬ 省 政 府 各 委、 办、
厅、 局:

为了认真贯彻落实好 «中共中央政治局贯

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 和 «省委省政

府关于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若干措施»
精神ꎬ 现就常态化治理 “文山会海” 通知如下ꎮ

一、 充分认识常态化治理 “文山会海” 的

重要性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治理 “文山会海” 问

题ꎮ ２０１３ 年中央八项规定实施以来ꎬ 省政府办

公厅相继制定并印发了 «关于进一步改进文风

会风和加强调查研究工作的通知» «精简规范公

文处理工作实施细则» «关于进一步精简规范省

政府各类会议若干规定的通知» 等制度措施ꎬ
对控制会议活动规模和时间、 减少文件简报、 提

高文件简报质量和时效等方面都作了明确规定ꎬ
为政府系统精简文件简报、 规范公文办理、 务实

高效办会提供了制度依据ꎮ
从执行情况看ꎬ 省政府系统严格执行精简会

议文件的规定ꎬ 以省政府、 省政府办公厅名义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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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的会议和印发的文件数量稳中有降ꎬ 会议的效

率和文件的质量有了较大提高ꎮ 但是ꎬ 仍有一些

部门和单位反映 “收文多、 参会多ꎬ 在开会办

文方面耗费了大量精力”ꎮ 去年ꎬ 中纪委通报

“四风” 问题十种新表现ꎬ 明确指出在召开会议

和改进文风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ꎬ 必须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整改落实ꎬ 持

续发力ꎬ 久久为功ꎮ
各地各部门要充分认识改进文风会风的重要

性和必要性ꎬ 把治理 “文山会海” 作为改进工

作、 转变作风、 提升效能的重要内容ꎬ 作为落实

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反对 “四风” 的具体措施ꎬ
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

的要求上来ꎬ 常态化抓好 “文山会海” 治理ꎬ切
实做到开有用的会、发管用的文ꎮ

二、 总体要求

坚持务实高效、 有用管用可用的原则ꎬ 积极

倡导少开会、 开短会ꎬ 少发文、 发短文ꎬ 少行政

命令、 多调查研究ꎬ 统筹安排会议活动ꎬ 严格规

范文件简报ꎬ 确保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和省委

省政府若干措施执行到位、 落实到位ꎮ 总的要求

是: 实现一个改进ꎬ 确保两个下降、 两个提高ꎮ
即: 文风会风加快改进ꎬ 会议活动和文件简报数

量同步下降ꎬ 文件简报质量和会议活动效率进一

步提高ꎮ 其中ꎬ ２０１８ 年发文、 办会数量保持

“零增长”ꎬ 今后每年按照 ２—５％ 的降幅逐年递

减至合理范围ꎬ 基本遏制 “文山会海” 现象ꎮ
三、 规范会议活动

(一) 严格会议活动报批ꎬ 把好数量关ꎮ 切

实减少会议活动ꎬ 能不开的坚决不开ꎬ 可合并的

坚决合并ꎮ 安排部署工作ꎬ 不得既印发文件又召

开会议ꎬ 两者可选其一ꎮ 严格会议活动审批ꎬ 省

政府各委、 办、 厅、 局提请以省政府名义召开的

全省性会议活动ꎬ 必须书面报请省政府审批ꎬ 由

省政府办公厅按程序办理ꎮ 实行会议报备制度ꎬ
经批准召开的会议活动及时向省政府办公厅秘书

一处报备ꎮ 省政府各委、 办、 厅、 局和省政府议

事协调机构及其办公室召开的全省性工作会议ꎬ
报分管副省长审核同意后实施ꎬ 每年不超过 １

次ꎮ 形势分析、 工作推进等会议ꎬ 每季度至多召

开 １ 次ꎮ 部门召开的专题工作会议由各单位审

批ꎬ 年度召开会议数量逐年下降 ５％ 以上ꎮ 除省

委省政府召开的全省性表彰会议外ꎬ 各部门不得

单独召开单项工作表彰会议ꎬ 可与全省性工作会

议合并召开ꎮ 部门之间征求意见以书面为主ꎬ 除

主办部门有明确时限要求的ꎬ 均按 “７１０” 工作

制度执行ꎬ 逾期不回复视为无不同意见ꎻ 基本形

成一致意见的ꎬ 不再召开征求意见会ꎮ
(二) 严控会议活动规格ꎬ 把好时效关ꎮ 除

«青海省人民政府工作规则» 明确的规定会议和

少数重要会议活动外ꎬ 以省政府名义召开的全省

性会议活动ꎬ 根据会议内容ꎬ 合理确定会议出席

领导、 参会人员和议程ꎬ 减少 “陪会”ꎬ 原则上

每次会议活动只安排 １ 位副省长出席ꎮ 研究部署

类、 贯彻落实类等专题会议ꎬ 原则上不请各地各

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ꎬ 严控各地政府分管领导

参会ꎻ 分管负责同志请假不能参加的ꎬ 可允许熟

悉业务的处级领导干部参加ꎻ 规划方案审查类会

议ꎬ 除组织单位外ꎬ 原则上只安排业内专家参

加ꎮ 部门召开的专题工作会议ꎬ 不得安排各地主

要领导参会ꎮ 现场观摩类会议会期不得超过 ２
天ꎬ 其他专题会议会期不超过半天ꎮ

(三) 改进会议活动形式ꎬ 把好质量关ꎮ 突

出精简办会、 高效办会ꎬ 提倡开解决问题的会ꎬ
讲务实管用的话ꎬ 会议讲话、 主持词要短而精ꎮ
积极改进会议活动形式ꎬ 逐年提高电视电话会

议、 网络视频会议、 现场办公会议数量ꎮ 电视电

话会议、 网络视频会议可直接开到县级ꎬ 主会

场、 分会场都要合理控制规模ꎮ 精心确定会议活

动议程ꎬ 不安排一般性表态或工作汇报ꎮ 需安排

交流讨论发言的ꎬ 要紧扣主题ꎬ 简明扼要ꎬ 对领

导讲话、 指示要求等不作评论ꎬ 多提建设性意见

和建议ꎬ 并严格控制讨论交流发言时间ꎬ 发言时

间应控制在 １０ 分钟以内ꎬ 尽量做到内容务实、
程序简练、 节奏紧凑ꎮ

四、 精简文件简报

(一) 严格控制发文数量ꎬ 把好源头关ꎮ 除

重大决策部署和综合性重要文件以外ꎬ 减少配套

１３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２０１８ １２

类、 分工类文件数量ꎬ 以省政府或省政府办公厅

名义印发的文件不单独印发责任分工方案ꎬ 可在

文件中明确责任单位ꎮ 发至县级政府且要求明

确、 措施具体的文件ꎬ 原则上不再层层要求制发

文件ꎬ 考核单位不得将其纳入考核检查范围ꎮ 会

议现场已印发领导讲话材料或会后印发会议纪要

的ꎬ 不再印发内部情况通报ꎮ 可发可不发的内部

情况通报原则上不发ꎮ 大力压减信息简报种类和

数量ꎬ 各地各部门报送省政府办公厅的信息简报

原则上只保留 １ 种ꎮ 对没有实质内容的信息简

报ꎬ 一律退回ꎮ 部门之间协商工作、 咨询问题、
征求意见ꎬ 视情可采取邮件、 微信、 电话、 短信

等方式ꎬ 尽量减少文来文往ꎮ 省直各单位征求地

方意见的ꎬ 可行文征求市 (州) 对口部门办理ꎮ
(二) 严格控制发文规格ꎬ 把好责任关ꎮ 国

家部委印发的政策性文件ꎬ 除有明确要求以地方

政府名义制定或印发实施意见的以外ꎬ 一律按归

口原则由各部门单独或联合制发ꎮ 确需以省政府

或省政府办公厅名义印发或转发的ꎬ 应说明原因

和理由ꎬ 审核通过后再印发ꎮ 属于省政府各部门

审批的事项ꎬ 不得向省政府报送请示要求审批ꎻ
需经省政府研究审批的具体事项ꎬ 经省政府同意

后由各部门行文ꎬ 文中必须注明已经省政府同

意ꎮ 省政府各组成部门的管理机构、 省属企业原

则上不得直接向省政府报送请示类、 报告类

公文ꎮ
(三) 严格遵守行文规则ꎬ 把好程序关ꎮ 省

政府各委、 办、 厅、 局和省政府议事协调机构及

其办公室不得向市 (州) 人民政府发布指令性

公文ꎮ 省政府各部门代省政府起草的行政规范性

文件ꎬ 应当进行合法性审查ꎻ 涉及市场主体经济

活动的ꎬ 还应进行公平竞争审查ꎬ 并分别出具审

查意见ꎮ 除省政府领导直接交办的或属于敏感事

项且需控制知悉范围的以外ꎬ 各地各部门不得直

接向省政府领导呈送专报ꎮ 确需呈送专报的ꎬ 应

先送省政府办公厅对口业务处初审ꎬ 再报分管副

秘书长审核后ꎬ 呈省政府领导审批ꎮ
五、 加强监督检查

(一) 建立长效工作机制ꎮ 各地各部门要结

合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和省委省政府

若干措施等相关规定ꎬ 抓紧制修订工作规则ꎬ 完

善开会、 发文等工作制度ꎬ 形成改进会风文风的

长效机制ꎮ 省政府领导以身作则ꎬ 作好表率ꎻ 省

政府办公厅从自身做起ꎬ 带头倡导简约清新的文

风会风ꎮ
(二) 健全监督检查机制ꎮ 各地各部门将

“文山会海” 治理作为一项常态化工作ꎬ 深入分

析原因ꎬ 认真查摆问题ꎬ 针对性地加以整改落

实ꎬ 务求抓实抓出成效ꎮ 省政府督查室采取明查

暗访、 随机抽查等形式ꎬ 对各地各部门改进文风

会风情况进行监督检查ꎮ 对不按规定召开会议和

印发文件的ꎬ 严肃执纪问责ꎬ 严格责任追究ꎬ 真

正从源头上解决 “文山会海” 问题ꎮ
(三) 建立定期通报制度ꎮ 各市 (州) 人民

政府和省政府各委、 办、 厅、 局分别于每季度

末ꎬ 如实填写全省政府系统开会发文情况统计表

(见附件)ꎬ 并报送省政府办公厅ꎮ 省政府办公

厅每季度通报各地各部门开会发文情况ꎮ 省政府

秘书长在省长工作例会上ꎬ 汇报近期省政府及省

政府办公厅会议发文情况ꎬ 带头营造少开会、 开

短会ꎬ 少发文、 发短文的良好氛围ꎮ
(四) 创新沟通协调机制ꎮ 各地各部门要依

托公文电子传输系统ꎬ 大力推行电子公文ꎬ 减少

纸质文件和简报资料ꎬ 降低运行成本ꎬ 缩短流转

时间ꎬ 确保办理工作高效有序ꎮ 为便于日常工作

沟通联系ꎬ 省政府办公厅牵头组建全省政府系统

微信工作群ꎮ
(五) 清理议事协调机构ꎮ 结合本轮政府机

构改革ꎬ 对省政府成立的议事协调机构进行全面

清理、 整合ꎬ 对上级要求成立的且业务工作正在

开展的予以保留ꎬ 对职能相近的予以整合ꎬ 对阶

段性工作已完成的予以撤销ꎮ

附件: 全省政府系统开会发文情况统计表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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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年 季度全省政府系统开会发文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 (盖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发　 　 文　 　 情　 　 况

种　 类
本季度发文
数量 (件)

与上年同期
相比 (％ )

累计数量
(件)

与上年同期
相比 (％ )

如: 青政办

青　 政





小　 计

信　 息　 简　 报　 情　 况

种　 类
本季度编印
数量 (件)

与上年同期
相比 (％ )

累计数量
(件)

与上年同期
相比 (％ )

如: 青海政务信息





小　 计

会　 议　 活　 动　 情　 况

种　 类
本季度召开

会议次数(次)
与上年同期
相比 (％ )

累计数量
(次)

与上年同期
相比 (％ )

如: 省政府全体会议





小　 计

　 说明: １ 发文种类包括请示、 报告、 通知、 函等ꎬ 亦请填报专报情况ꎻ 发文数量只统计以各地各

部门及省政府议事协调机构名义对外正式印发的文件ꎮ
２ 信息简报仅统计对外公开的工作信息、 工作简报等ꎮ
３ 会议活动包括: 全省性工作会议、 各市 (州) 政府召开的工作会议、 部门专题会议、 征

求意见会等活动ꎬ省政府议事协调机构召开的会议活动ꎬ本单位召开的规定会议等ꎮ
４ 本表所统计的范围不含本地区本部门下属单位的开会或发文情况ꎮ

３３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２０１８ １２

青 海 省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关于转发省气象局青海省生态气象保障服务

示 范 省 建 设 方 案 的 通 知

青政办 〔２０１８〕 ８１ 号

各市、 自治州人民政府ꎬ 省政府各委、 办、 厅、 局:
省气象局关于 «青海省生态气象保障服务示范省建设方案» 已经省政府同意ꎬ 现转发给你们ꎬ

请认真组织实施ꎮ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６ 日

青海省生态气象保障服务示范省建设方案

省 气 象 局

　 　 为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省第十三次党

代会精神ꎬ 全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及中国

气象局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和要求ꎬ 加快推

动青海气象现代化水平ꎬ 全面提升青海生态文明

建设气象保障服务能力ꎬ 根据 «中国气象局关

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气象保障服务工作的意见»
(气发 〔２０１７〕 ７９ 号) 要求ꎬ 现就生态气象保

障服务示范省建设提出如下方案ꎮ
一、 总体要求

(一) 指导思想ꎮ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ꎬ 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ꎬ 全面落实 “四
个扎扎实实” 重大要求ꎬ 着力推进 “四个转变”
和 “五四战略”ꎬ 坚持生态优先ꎬ 尊重自然、 顺

应自然、 保护自然ꎬ 以提升气象现代化水平为目

标ꎬ 强化气象服务能力建设ꎬ 建立健全服务体

系ꎬ 着力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气象保障服务能力ꎬ
切实为生态大省生态强省建设提供有力气象

支撑ꎮ
(二) 基本原则ꎮ
———统筹规划ꎬ 提升能力ꎮ 统筹衔接各部门

生态文明建设工作部署、 规划和工程项目ꎬ 发挥

气象灾害监测预报、 生态系统监测评价、 气候资

源开发利用、 生态修复型人工影响天气服务等优

势ꎬ 做强长板、 补齐短板ꎬ 全面提升生态文明建

设气象保障服务水平ꎮ
———立足需求ꎬ 开放合作ꎮ 立足新形势下

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和生态文明建设对气象保障

的需求ꎬ 强化部门间横向和行业内纵向全方

位、 宽领域、 多层次合作交流ꎬ 推进共建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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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ꎬ 实现合作共赢ꎮ
———依靠科技ꎬ 标准先行ꎮ 围绕预报预警评

估、 天气气候与生态系统相互作用等关键环节ꎬ
强化科技创新ꎬ 健全完善气象服务标准ꎬ 建立山

水林田湖草的监测评价考核指标ꎬ 推动气象保障

服务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化、 标准化ꎮ
———分区施策ꎬ 突出重点ꎮ 坚持需求导向ꎬ

因地制宜ꎬ 立足不同区域气候地理自然条件和经

济社会发展水平ꎬ 紧密结合重点生态功能区、 生

态脆弱区、 易灾区和重点城市区域的差异性ꎬ 分

区开发有针对性的服务产品ꎬ 提供个性化气象

服务ꎮ
(三) 主要目标ꎮ
通过两年的不懈努力ꎬ 力争到 ２０１９ 年ꎬ 全

面构 建 一 个 中 心、 三 大 平 台、 六 大 体 系 的

“１３６” 青海生态气象保障服务格局 (即: 组建

生态气象中心ꎬ 建设生态气象大数据管理平台、
生态气象服务分析平台、 生态气象产品发布平台

等三大平台ꎬ 构建业务、 服务、 技术、 科技支

撑、 人影保障、 制度标准等气象服务保障六大体

系)ꎬ 使气象服务在生态保护中的作用持续提

升ꎬ 生态气象监测预警和评估作用更加显著ꎬ 生

态气象综合观测体系进一步优化ꎬ 生态修复型人

影作业能力进一步增强ꎬ 生态气象保障标准体系

基本确立ꎬ 总结形成可复制、 可推广的模式和做

法ꎬ 为推动生态文明先行区建设奠定坚实的气象

保障服务基础ꎮ
二、 建设任务

(一) 组建省级生态气象中心ꎮ
１ 推进机构组建ꎮ 根据中国气象局人事司

«关于省 (区、 市) 气象局生态气象和遥感应用

机构组建有关问题的通知» 要求ꎬ 在省气象科

学研究所加挂 “青海省生态气象中心” 牌子ꎬ
继续保留 “青海省遥感中心” “青海省生态监测

与评估中心” 两个地方机构ꎬ 调整优化内部科

室设置ꎬ 相应增加 １０ 个事业单位人员编制ꎮ 依

托三江源和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建设ꎬ 在玉

树州、 海北州气象部门分别成立 “三江源生态

气象分中心” 和 “祁连山生态气象分中心”ꎮ

(全部由省气象局负责实施ꎮ 完成时间: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 理顺业务运行ꎮ 按照 “小实体＋大网络”

方式组建运行省生态气象中心ꎬ 即: 以青海省气

象科学研究所为 “小实体”ꎬ 由省气象台、 省气

候中心等共同构架起生态气象业务服务 “大网

络”ꎮ 三江源和祁连山生态气象分中心的业务归

属省级生态气象中心管理指导ꎬ 确保形成生态气

象保障服务合力ꎮ (全部由省气象局负责实施ꎮ
完成时间: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二) 建设三大平台ꎮ
１ 生态气象大数据管理平台ꎮ 充分利用现

有资源ꎬ 综合应用分布式、 虚拟化云计算技术ꎬ
建立集约共享、 弹性动态、 高效可靠的生态气象

基础设施云平台ꎬ 协调联通公共云平台ꎬ 逐步形

成虚拟化资源池、 分布式物理资源池、 数据存储

池的统一资源管理ꎬ 为生态气象保障服务和科研

提供平台支撑ꎮ 加快推进气象与国土、 环保、 交

通、 水利、 农牧、 林业等部门的数据共享ꎬ 汇聚

气象数据、 社会数据、 行业数据、 互联网物联网

数据等资源ꎬ 建立面向生态气象数据获取、 管

理、 加工、 共享的大数据平台ꎬ 实现各类数据的

实时感知获取、 快速质控、 解析入库与交换共

享ꎬ 切实建立统一的生态气象数据环境ꎮ (省气

象局牵头ꎬ 省国土资源厅、 省环境保护厅、 省交

通运输厅、 省水利厅、 省农牧厅、 省林业厅配

合ꎮ 完成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 生态气象服务分析平台ꎮ 结合生态要素

精细化卫星反演模型ꎬ 实现卫星遥感主要生态要

素动态监测ꎬ 建立生态要素长序列卫星遥感监测

数据集ꎮ 结合智能网格预报、 区域气候模式、 陆

面模型ꎬ 研发生态气象要素监测评估预警、 生态

安全事件监测评估预警、 生态气象灾害监测评估

预警、 生态气象影响评估与预评估、 气象重污染

天气监测预估预警、 生态气象人影保障服务模

块ꎬ 实现对多源遥感数据自动和标准化处理、 生

态服务信息分析、 产品加工的功能ꎬ 逐步构建以

核心突破为关键点的多尺度、 精准化生态气象监

测评估预警体系ꎬ 提升生态气象服务自动化、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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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化、 信息化水平ꎮ (省气象局牵头ꎬ 省环境保

护厅、 省水利厅、 省农牧厅、 省林业厅配合ꎮ 完

成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３ 生态气象产品发布平台ꎮ 采用智能化、

互动式服务模式ꎬ 并实现与大数据平台、 分析平

台的无缝对接ꎬ 充分利用 ＷｅｂＧＩＳ (网络地理信

息系统) 技术ꎬ 着力开发生态气象观测综合显

示、 生态气象监测评估预警产品可视化显示、 产

品管理、 专家在线和系统管理等功能ꎮ 依托建立

的生态环境气象 ＷｅｂＡｐｐ 服务终端ꎬ 实现基于位

置、 满足用户定制需求的生态环境气象信息即时

查询、 评价、 推送ꎬ 实现生态服务信息产品快速

发布及时空一体化展示ꎬ 满足服务主体、 专家联

盟和服务产品提供者在线交流、 讨论和互馈ꎮ 同

时ꎬ 根据市 (州)、 县两级的业务需求ꎬ 通过用

户权限方式实现市 (州)、 县产品下载功能ꎬ 逐

步形成省级制作ꎬ 市 (州)、 县共享格局ꎮ (省
气象局牵头ꎬ 省环境保护厅、 省水利厅、 省农牧

厅、 省林业厅、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配合ꎮ 完

成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三) 构建六大体系ꎮ
１ 构建生态气象业务体系ꎮ 一是优化生态

气象观测体系ꎮ 围绕构建天空地立体化生态观测

系统的目标ꎬ 优化完善积雪和土壤水分观测站

网ꎬ 升级改造现有高寒草地生态观测设备ꎬ 新增

冻土观测站ꎬ 提升地面生态气象观测的智能化、
自动化水平ꎬ 形成生态环境全要素观测能力ꎮ 建

设高分卫星资料传输通道ꎬ 形成以气象卫星、 资

源卫星为主ꎬ 高分卫星、 无人机为辅助的生态监

测体系ꎬ 提升草地等生态要素多尺度、 多时相遥

感监测能力ꎻ 同步加强多源资料联合质量检验与

评估ꎬ 积累气候变化与生态系统相互影响长期可

对比观测数据ꎬ 为实现重点生态功能区、 生态环

境敏感和脆弱区高寒草甸等典型下垫面生态要素

监测评估提供支撑ꎮ 二是大力开展生态气象预警

业务ꎮ 加强对高原融雪性洪水、 冰川崩塌等研

究ꎬ 尝试开展生态安全事件预警业务ꎮ 建立动

力———统计相结合为支撑的智慧型生态气象预警

业务ꎬ 滚动发布干旱、 雪灾等生态环境气象灾害

精细化预警产品ꎮ 积极开展生态功能区河流流

量、 牧草长势等生态关键期气候预测业务ꎮ 三是

大力开展生态评估业务ꎮ 集约整合全省生态气象

业务科研力量ꎬ 开展分析评价草地、 积雪等生态

气象要素时空演变过程及其历史地位和异常情

况ꎬ 扎实推进气候变化对草地植被、 水环境、 冻

土、 冰川等生态系统影响评估、 脆弱性评估及生

态承载力综合评估、 生态风险预评估ꎮ 开展气候

变化与生态变化相互作用研究ꎬ 动态监测评估和

预测工程实施效益ꎮ 以气候系统模式和区域气候

模式的模拟和预估试验结果为基础ꎬ 开展最新未

来不同温室气体排放情景下气温、 降水精细化

(格点) 预估ꎬ 开展各生态功能区近期、 长期多

时间尺度极端气候事件预估及风险研判ꎬ 增强青

海高原气候安全风险预估能力ꎮ (省气象局牵

头ꎬ 各市州人民政府、 省环境保护厅、 省水利

厅、 省农牧厅、 省林业厅、 省统计局、 三江源国

家公园管理局配合ꎮ 完成时间: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 构建生态气象服务体系ꎮ 一是着力提升

生态气象服务质量ꎮ 规范生态气象服务业务流

程ꎬ 完善生态气象周年服务方案ꎮ 强化三江源、
祁连山生态气象分中心服务能力建设ꎬ 提升生态

气象监测评估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ꎬ 为三江

源、 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建设提供以功能区

为界、 中高分辨率为主的分区域监测评估以及风

险预警产品ꎻ 为生态功能核心区域提供以县域为

单元、 高分辨率为主的生态服务产品ꎬ 有力提升

全省生态气象服务能力ꎮ 依托生态要素长时间序

列数据集建设ꎬ 强化生态预估研究ꎬ 改变以现有

监测为主导的服务产品格局ꎬ 逐步建立覆盖全省

生态气象监测、 评估、 预警全过程的生态气象服

务产品体系ꎮ 二是强化气候服务供给能力ꎮ 加强

对五大生态功能区气候要素变率和极端气候事件

精细化监测ꎮ 完成生态功能区生态气象灾害风险

评估及区划ꎬ 细化灾害过程各项指标ꎬ 分析不同

气象灾害对生态环境的影响ꎮ 开展生态系统、 水

资源等优先发展领域的综合影响评估模型关键技

术和生态功能区适应气候变化措施研究ꎬ 编制气

候变化综合评估报告ꎬ 将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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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保护工作相适应ꎬ 提高气候变化决策咨询服务

能力ꎮ 开展起伏地形下风能、 太阳能资源的精细

化评估及互补利用潜力研究ꎬ 发挥清洁能源绿色

发展保障作用ꎮ 开展柴达木盆地枸杞、 藜麦等特

色农产品的气候品质认证工作ꎬ 打造青海省气候

标志品牌ꎮ 三是推进环境气象服务体系建设ꎮ
加快开展西宁、 海东城市重污染天气应对气象

保障服务ꎮ 研发沙尘暴、 扬沙、 浮尘、 霾等预

报预警产品ꎬ 开展城市群重污染天气、 雾、 霾

天气的气象条件预报ꎬ 开展高原臭氧浓度预

报ꎮ 开展青海中短期时效污染潜势预报ꎬ 利用

智能网格技术建立省精细化空气质量预报系

统ꎮ 以重污染天气气象条件预报和空气质量实

况为依据ꎬ 发布城市环境空气质量预报信息和

重污染天气预警信息ꎬ 建立气象、 环保部门联

合发布重污染天气预警机制ꎮ (省气象局牵头ꎬ
各市州人民政府、 省环境保护厅、 省水利厅、
省农牧厅、 省林业厅、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

配合ꎮ 完成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３ 构建生态气象技术体系ꎮ 一是提升监测

精准化水平ꎮ 以多源卫星遥感为主ꎬ 地面监测为

辅ꎬ 分类构建标准化生态气象监测模型ꎬ 开展无

缝隙生态气象监测业务ꎮ 重点应用多源卫星ꎬ 建

立全生长季草地、 不同含水率状态积雪以及干旱

过程状态光谱特征数据库ꎬ 从机理角度建立积

雪、 草地、 干旱、 火点、 湖泊精细化定量遥感模

型ꎬ 实现主要生态要素全天候、 精细化的遥感实

时监测ꎮ 开发高时间分辨率静止卫星火情监测算

法ꎬ 完善森林草原火情卫星遥感监测ꎻ 利用高分

辨率卫星探索开展湿地面积变化、 固碳能力等生

态价值监测ꎮ 二是提升生态气象服务支撑能力ꎮ
强化多元数据综合应用ꎬ 加强与科研院所合作ꎬ
联合开展像元尺度的融合试验和混合像元分解技

术研究ꎬ 优选高原山区最优亚像元计算方法ꎮ 有

效利用地面、 遥感以及综合野外观测数据ꎬ 结合

陆面模型ꎬ 开展数据同化技术研究ꎬ 形成集空间

时间尺度的动态监测、 评估及预估的综合能力ꎮ
(省气象局牵头ꎬ 省科技厅、 省林业厅、 省测绘

地理信息局、 青海大学、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

物研究所配合ꎮ 完成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４ 构建生态气象科技支撑体系ꎮ 一是强化

生态野外科学试验ꎮ 继续加强中国气象局青海高

寒生态气象野外科学试验基地建设ꎬ 强化青藏高

原腹地、 三江源、 青海湖流域、 祁连山以及可可

西里等重点生态功能区的野外科学试验及观测ꎬ
形成覆盖重点生态功能区及典型下垫面野外试验

站网ꎮ 加强生态气象实验室建设ꎬ 系统开展典型

生态系统的植被、 土壤等环境因子的生理生化分

析试验ꎬ 为开展生态环境演变机理研究和陆面过

程参数优化提供支撑ꎮ 二是强化科技成果中试转

化ꎮ 加强科技创新引领现代气象业务发展能力建

设ꎬ 强化科技成果的开放共享ꎬ 推动气象科技成

果转化应用ꎮ 重点发展基于科学试验和卫星遥感

的生态气象监测评估预警技术核心业务ꎬ 构建生

态气象科技成果中试基地体系ꎬ 对关键业务技术

成果进行系统化测试和配套化、 工程化改进ꎮ 加

强开放基金支持力度ꎬ 强化成果的众创众享ꎬ 吸

引科研院所和高校先进科研成果应用中试ꎬ 有效

提高生态文明气象保障的科技能力ꎮ 三是增强人

才支撑保障ꎮ 立足独特气象资源优势ꎬ 建立科技

协调创新机制ꎬ 深化气象与发改、 国土、 环保、
水利、 农牧、 林业等部门之间合作与交流ꎬ 建立

长期性、 机制性的生态文明建设合作机制ꎮ 聚焦

生态领域关键技术需求ꎬ 加强国内外高校、 科研

院所开放合作ꎬ 强化联合攻关和科技创新ꎬ 提升

高原特色生态气象科技核心竞争力ꎮ 在人才培

养、 科研合作、 科学考察、 野外台站建设、 信息

共建共享等方面开展全面合作ꎬ 实现部门间融合

发展ꎬ 大力推进协同创新ꎮ (省气象局牵头ꎬ 各

市州人民政府、 省发展改革委、 省科技厅、 省国

土资源厅、 省环境保护厅、 省水利厅、 省农牧

厅、 省林业厅、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配合ꎮ 完

成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５ 构建生态修复型人影保障体系ꎮ 一是建

设新型人影服务管理模式ꎮ 建立常态化人工增雨

机制ꎬ 积极开展多元化服务模式ꎬ 从抗旱增雨、
人工防雹为主的防灾减灾业务向生态增雨、 水库

蓄水、 城市防雾霾、 森林防火和重大活动消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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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保障等作业服务转变ꎬ 建立生态修复型人工

增雨示范模式ꎮ 完善省市 (州) 县三级人影管

理体制ꎬ 加强与地方部门和空军的协调沟通运行

机制ꎬ 切实体现人影业务融入地方生态文明建

设ꎬ 强化人影管理示范作用ꎮ 二是提升人影监测

作业能力ꎮ 构建天空地一体化人影监测体系ꎬ 全

面提升人影服务监测能力ꎮ 加快飞机作业基地建

设ꎬ 在现有的空中作业基础上ꎬ 完成新型飞机购

置ꎬ 调配国内适合高原作业的飞机ꎬ 形成作业机

群ꎬ 提升飞机作业规模化示范能力ꎮ 调整地面作

业格局ꎬ 优化地面作业布局ꎬ 加快完成地面作业

设备的更新和自动化、 信息化建设ꎬ 在人影地面

作业信息化方面起到示范作用ꎮ 三是完善人影综

合业务系统ꎮ 突破人影数值预报模式释用、 作业

效果综合评估方法等关键技术ꎬ 综合信息采集、
共享发布系统、 空域申报系统和物联网系统ꎬ 融

入到人影决策指挥系统中ꎬ 发挥决策指挥科学

化、 业务平台集约化示范引领作用ꎮ (省气象局

牵头ꎬ 各市州人民政府、 省安全监管局、 民航西

北空管局青海分局、 民航青海监管局、 青海机场

公司、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配合ꎮ 完成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６ 构建生态气象制度标准体系ꎮ 一是推动

生态气象业务高效运转ꎮ 为加快青海省生态气象

中心组建ꎬ 推进青海省生态气象中心业务运行ꎬ
确保生态气象服务保障工作高效运转ꎬ 围绕生态

气象中心组建和运行、 生态气象周年服务和业务

流程、 生态气象数据和资料共享等生态气象服务

保障工作ꎬ 建立规范化、 科学化的规章制度ꎮ 二

是构建生态气象标准体系ꎮ 联合省质量技术监

督局印发 «青海省气象标准体系建设规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５ 年) »ꎬ 加快完善生态气象标准

体系ꎮ 以生态气象监测、 预测预警、 预报服

务、 生态评估、 气象灾害防御、 生态气候资源

开发利用等为重要领域构建生态气象保障标准

体系ꎬ 更好履行公共气象服务和社会管理职

能ꎬ 有效推动气象生态文明建设保障工作ꎮ
(省气象局牵头ꎬ 省环境保护厅、 省质监局ꎮ

完成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三、 保障措施

(一) 切实加强组织领导ꎮ 各级政府要高度

重视生态气象保障服务示范省建设工作ꎬ 切实强

化领导ꎬ 统筹安排ꎬ 压实责任ꎬ 抓好落实ꎬ 建立

气象、 发改、 财政、 国土、 环保、 水利、 农牧、
林业等部门共同参与的生态气象工作机制ꎬ 及时

研究解决工作中的突出问题ꎮ 气象部门切实发挥

主体作用ꎬ 统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气象保障服务

能力建设和业务发展ꎬ 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ꎮ
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根据任务分工ꎬ 互相配合ꎬ
履职尽责ꎬ 强化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的合作与交流ꎬ 建立生态环境气象数据共建共

享机制ꎬ 提高气象保障服务的针对性ꎬ 切实营造

齐抓共管新格局ꎮ
(二) 加大资金支持力度ꎮ 气象部门在切实

用好用活用足中央和地方投资的基础上ꎬ 继续加

大争取国家支持力度ꎮ 各级政府将生态气象建设

纳入地方生态文明建设总体布局ꎬ 加大资金项目

支持力度ꎬ 将生态文明建设气象保障服务等公共

气象服务纳入各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指导性目

录ꎬ 建立政府购买公共气象服务机制和清单ꎮ 省

直相关部门要统筹整合生态文明建设资金ꎬ 捆绑

使用ꎬ 共同发力ꎬ 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气象保

障服务各项工作ꎮ
(三) 凝聚推动工作合力ꎮ 要切实凝聚生态

气象保障服务示范省建设力量ꎬ 省气象局牵头会

同省科技厅、 省国土资源厅、 省环境保护厅、 省

水利厅、 省农牧厅、 省林业厅、 省测绘地理信息

局、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ꎬ 建立生态气象服务

协调会议制度ꎬ 定期召开协调会议ꎬ 通报工作ꎬ
解决问题ꎬ 推动落实ꎮ 要加大生态气象保障服务

示范省建设工作宣传力度ꎬ 切实营造良好社会舆

论氛围ꎬ 争取得到全社会广泛参与和支持ꎮ

附件: 青海省生态气象保障服务示范省建设

重点支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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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青海省生态气象保障服务示范省建设

重 点 支 撑 工 程

项目
总投资

项目
名称

重点建设内容
资金
来源

生
态
气
象
科
技
支
撑
与
人
才
保
障
工
程

２８６８ ５
万元

典型生态

气象野外

观测试验

系统

着眼于高寒生态气象技术支撑水平提高ꎬ 参照青海省生态

功能区规划和布局ꎬ 建设典型生态气象野外观测试验系

统ꎮ 在玉树隆宝建设典型生态野外观测试验站点ꎬ 进行高

寒草甸气象野外科学观测试验ꎬ 另外部分设备建设在果洛

甘德ꎬ 进行高寒草甸气象科学观测试验ꎮ 配备水文水质监

测系统、 植被监测系统和微气象观测系统ꎮ

中央预算

内投资

气候变化

科技支撑

业务平台

构建气候变化影响评估服务的数据基础环境ꎬ 建立青海省

气候变化影响评估基础数据集ꎻ 开发气候变化影响评估方

法库及本地化运行软件ꎬ 建立自动化程度较高的气候变化

综合影响评估系统ꎮ 研发针对农业、 水资源、 生态环境、
能源等重点领域科学应对气候变化的服务产品ꎮ

中央预算

内投资

智能网格

气象预报

系统

构建格点—站点—落区一体ꎬ 主客观融合的精细化气象格

点预报技术体系ꎬ 实现青海省 ５ｋｍ、 ２４ 小时内逐小时、
１—３ 天逐 ３ 小时、 ４—１０ 天逐 ６ 小时的降水、 温度、 相对

湿度、 风向风速、 云量、 能见度等气象要素和灾害性天气

落区格点预报ꎬ 为青海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技支撑和保障ꎮ

中央预算

内投资

城市预报

预警服务

系统

主要包括历史资料查询统计子系统、 短临监测和预报预警

子系统、 城市智慧气象服务子系统、 产品分发子系统、 系

统管理子系统、 气象服务产品展示六大子系统ꎮ

中央预算

内投资

支撑三大

平台气象

数据环境

资源池

建设气象数据环境资源池ꎬ 在此基础上根据生态气象数据的

多元类型ꎬ 针对结构化、 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的生态气象数

据ꎬ 建设分布式数据存储系统ꎻ 针对不同的业务数据分析和

业务支撑的需求ꎬ 建立省级通信网络、 气象数据环境资源池、
数据收集分发、 加工处理、 存储管理盘数据服务及核心业务

应用的监控系统ꎬ 构建生态气象数据支撑环境ꎮ

中央预算

内投资

人才保障

系统建设

人才保障系统建设内容包括: 综合气象观测实训平台、 信

息网络应用实训平台、 多媒体远程录播平台、 远程教学管

理平台、 高原气象培训教材编制、 虚拟环境业务建设和培

训业务基础设施改造ꎮ

中央预算

内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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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总投资

项目
名称

重点建设内容
资金
来源

生
态
气
象
监
测
评
估
与
环
境
气
象
观
测
工
程

２９１４ ３９
万元

高寒生态

气象立体

监测体系

建设

地面生态环境观测站网优化ꎬ 在海北、 甘德 ２ 个牧业气象站、
玉树隆宝、 玛多 ２ 个野外试验观测站ꎬ 站增设 ４ 套牧草实景

监测设备ꎬ 形成全省牧草实景遥测系统ꎮ 针对大田农业及特

色作物在贵德、 互助、 诺木洪等站布设 ３ 套作物实景遥测系

统ꎮ 在全省选择有代表性的区域自动气象站 ３０ 余个ꎬ 增加积

雪、 土壤水分、 称重式降水自动监测设配ꎮ 在托勒、 清水河、
五道梁等地区新建 ９ 套 ９ 要素自动气象站ꎮ

中央预算

内投资

环境气象

观测站网

优化

环境气象观测站网优化 (购置 ＰＭ１０、 ＰＭ２ ５大气颗粒物监

测仪ꎬ 可视气溶胶激光雷达及相关老化设备的维修等)ꎬ
建设环境气象预警业务平台ꎮ

中央预算

内投资

生态过程

试验研究

支撑系统

生态要素野外调查与数据获取能力(购置野外生态气象观测

仪器ꎬ改造并升级已有生态监测站点传输方式)建设ꎬ梯度通

量观测(土壤温湿廓线观测、通量及能量平衡系统等)建设ꎬ
植被生理观测实验(植被小气候观测系统等)建设ꎬ以及实现

野外试验数据自动综汇与传输建设等四部分内容ꎮ

中央预算

内投资

雷
达
系
统
及
配
套
设
施
建
设

４１９７ １
万元

玉树新一

代天气雷

达及雷达

塔楼等配

套设施建设

按照青海生态文明先行区气象保障服务需求ꎬ 重点瞄准生

态文明的气象监测评估服务基础能力提升ꎬ 开展 Ｃ 波段

双偏振多普勒新一代天气雷达及雷达塔楼等配套设施建

设ꎬ 实现生态监测评估软硬件条件现代化ꎮ

中央预算

内投资

黄南新一

代天气雷

达系统及

防灾减灾

预警中心

工程建设

按照青海生态文明先行区气象保障服务需求ꎬ 重点瞄准生

态文明的气象监测评估服务基础能力提升ꎬ 开展 Ｃ 波段

新一代天气雷达及雷达塔楼、 气象灾害业务用房等配套设

施建设ꎬ 实现生态监测评估软硬件条件现代化建设ꎮ

中央预算

内投资

三
农
服
务
专
项

７３０
万元

青海省

２０１８ 年中

央财政

“三农”
服务专项

强化基层气象防灾减灾标准化建设和智慧农业气象服务系

统建设ꎬ 开展基层突发灾害性天气预警服务和气象灾害风

险预警标准化建设ꎬ 强化 “直通式” 智慧农业气象服务

和农业结构调整气象服务ꎬ 开展特色农产品气候品质评估

服务和政策性农业保险气象服务ꎬ 全面提升气象为农服务

的质量与效益ꎬ 切实发挥气象在乡村振兴和打赢脱贫攻坚

战中的独特作用ꎮ

中央预算

内投资

人
影
经
费

３５００
万元

生态修复

型人工增

雨及防雹

作业

根据人影作业计划及预算安排ꎬ开展飞机和地面人工影响天

气作业ꎬ开展东部春季抗旱人工增雨、夏秋季人工防雹、江源

地区及黄河上游人工增雨、冬春季专项气象服务人工影响天

气工作及青海牧区冬春季人工消(减)雪野外科学试验ꎮ

省财政

支农专

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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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总投资

项目
名称

重点建设内容
资金
来源

气
象
为
农
服
务
能
力
及
气
象
现
代
化
建
设

１６００
万元

智能网格
预报能力

建设

气象预报全要素检验系统研发ꎬ 完善中短期智能网格预
报ꎬ 建立基于智能网格预报的强对流分类预报产品及短时
临近预报系统ꎮ 开发省气候监测评估一体化平台和建设智
能化气候预测平台建设ꎮ 建设具备增雨和防雹作业条件识
别的系统模块ꎮ

省财政
支农专
项资金

智慧气象
服务能力

建设

西宁市互联网＋气象服务平台建设ꎬ 实时动态展示各类气
象指数和预报信息ꎬ 实现政府决策部门和公众对全市景点
及道路沿线相关气象信息和服务产品的便捷浏览及查询ꎮ
青海省农业气象业务能力建设ꎬ 完成农牧业气象灾害监测
与预测模块的开发与部署ꎬ 实现农牧业气象灾害监测预测
格点产品的定时自动制作ꎮ “气象＋能源” 光功率预测预
警系统建设ꎬ 建立光功率预测系统ꎬ 研发预测预报产品ꎮ

省财政
支农专
项资金

青海农牧
区气象防
灾减灾能
力建设

果洛州气象现代化示范工程: 建设果洛气象防灾减灾预警
中心业务平台、 果洛气象灾害防御技术中心业务平台、 果
洛气象探测技术保障分中心业务平台及各业务平台辅助设
施ꎻ 建设 “智慧型” 果洛综合气象为农服务系统ꎮ 称多
县气象防灾减灾综合能力建设ꎮ

省财政
支农专
项资金

青海省气
候生态环
境变化咨

询评估报告

根据省委省政府安排ꎬ 围绕青海省五大生态功能区ꎬ 基于
气候与生态环境变化事实、 气候变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效应、 气候风险、 生态安全、
气候变化趋势预估及其影响预评估等方面的研究ꎬ 编写
«青海省气候生态环境变化评估咨询报告»ꎬ 为省委、 省
政府开展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科学依据ꎮ

省财政
支农专
项资金

合
计

１５８０９ ９９
万元

青 海 省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关于印发青海省 ２０１８ 年度水污染防治

工 作 方 案 的 通 知

青政办 〔２０１８〕 ８３ 号

各市、 自治州人民政府ꎬ 省政府各委、 办、 厅、 局:
«青海省 ２０１８ 年度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 已经省政府同意ꎬ 现印发给你们ꎬ 请认真贯彻执行ꎮ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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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 ２０１８ 年度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 «国务院关于印发 ‹水污染防

治行动计划› 的通知» (国发 〔２０１５〕 １７ 号)
和 «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青海省水污染防

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青政 〔２０１５〕 １００ 号)ꎬ
推进我省 ２０１８ 年度水污染防治各项重点工作任

务的落实ꎬ 根据 «青海省水污染防治目标责任

书» 和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考核规定 (试

行) » (环水体 〔２０１６〕 １７９ 号) 要求ꎬ 结合我

省水污染防治工作实际ꎬ 制定本方案ꎮ
一、 工作目标

全省地表水水质优良 (达到或优于Ⅲ类)
的比例达到 ８９ ５％ 以上ꎬ 其中长江流域、 西北

诸河保持 １００％ ꎬ 黄河流域达到 ７５％以上ꎮ 地表

水丧失使用功能 (劣于Ⅴ类) 水体断面比例保

持在 ０％ ꎮ 长江、 澜沧江出境断面水质保持在 Ｉ
类 (溶解氧指标除外)ꎬ 黄河干流、 黑河出境断

面水质保持在Ⅱ类以上ꎻ 柴达木、 青海湖等内陆

河及重要湖库控制断面水质稳定保持在Ⅲ类以

上ꎻ 湟水流域出境控制断面水质稳定达到Ⅳ类并

向好发展ꎬ Ⅲ类水质比例持续增加ꎬ 其余断面水

质类别较 ２０１４ 年现状不下降ꎮ 地级城市建成区

黑臭水体全面消除ꎮ 地级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的比例达到 １００％ ꎬ 县级以

上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的

比例达到 ９５％以上ꎮ 地下水水质保持稳定ꎮ
二、 重点任务

(一) 狠抓工业污染防治ꎮ
１ 加大工业园区 (集聚区) 工业废水集中

处理设施建设任务推进力度ꎮ 重点对 ２０１７ 年底

未完成建设任务的海东工业园区平西、 平北、 民

和工业园ꎬ 海北热水煤炭产业园加大督办力度ꎬ
并规范安装自动在线监控装置ꎬ 实现与环境保护

部门联网ꎮ 对已完成建设任务并与环保部门实现

联网的其余工业园区ꎬ 加强日常监管ꎬ 确保废水

达标排放ꎮ (省环境保护厅牵头ꎬ 省发展改革

委、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省科技厅参与ꎬ各相关

市州政府落实)
２ 强化重点行业整治ꎮ 向社会公开 “十

小” 企业取缔清单ꎬ 加强执法监管ꎬ 防止已取

缔的 “十小” 企业死灰复燃ꎮ 全面总结重点行

业企业清洁化改造工作完成情况并报省政府ꎬ
同时抄送省环境保护厅ꎮ 积极推进其他重点行

业的清洁化改造ꎮ (省环境保护厅牵头ꎬ 省经

济和信息化委、 省国土资源厅参与ꎬ 各相关市

州政府落实)
(二) 强化城镇污水治理ꎮ
３ 加快污水处理设施建设ꎮ 加快西宁市第

四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 第六污水处理厂建设

工程、 湟中县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 海东市互

助县第二污水处理厂建设工程、 海南州共和县

污水处理厂二期扩建工程、 贵德县污水处理厂

扩建工程、 海北州海晏县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

项目建设ꎬ 尽早投运并发挥减排效益ꎮ 加快重

点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ꎬ 积极推进城镇污水

管网向周边村庄延伸ꎬ 继续开展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试点工作ꎬ 加快推进重点乡镇生活污水处

理设施建设ꎬ 在实施好大通县农村分散型污水

处理示范工程的基础上ꎬ 积极在全省其他区域

推广ꎮ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牵头ꎬ 省发展改革

委、 省财政厅、 省环境保护厅、 省水利厅参

与ꎬ 各相关市州政府落实)
４ 加大配套管网建设及改造力度ꎮ 加强配

套管网建设ꎬ 加快现有合流制排水系统雨污分流

改造ꎬ 难以改造的ꎬ 应采取截流、 调蓄和治理等

措施ꎮ 加强省内重点流域城镇污水处理设施配套

管网建设和改造ꎬ 不断提高建成区排水管道密度

和污水收集率ꎮ 到 ２０１８ 年底前ꎬ 在西宁市建成

区污水全面实现全收集、 全处理的基础上ꎬ 实现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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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东市建成区污水全收集全处理ꎮ (省住房城乡

建设厅牵头ꎬ 省发展改革委、 省环境保护厅参

与ꎬ 各相关市州政府落实)
５ 加快污泥处理处置设施建设ꎮ 完善污泥

处理处置台账ꎬ 污水处理厂产生的污泥应进行

稳定化、 无害化和资源化处理处置ꎬ 禁止处理

处置不达标的污泥进入耕地ꎬ 非法污泥堆放点

一律予以取缔ꎮ 加快推进海东市、 德令哈市、
格尔木市建成污泥处置中心建设进度ꎬ 其他地

区污泥无害化处置达到国家标准要求ꎮ 西宁

市、 海东市污泥无害化处理处置率达到 ７５％ 以

上ꎮ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牵头ꎬ 省发展改革委、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省环境保护厅参与ꎬ 各相

关市州政府落实)
(三) 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ꎮ
６ 加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ꎮ 加快完成畜禽

养殖禁养区和限养区内的畜禽养殖场 (小区)
及养殖专业户的搬迁关闭工作ꎮ 禁养区外所有规

模化畜禽养殖场 (小区) 要建成粪便污水贮存、
处理、 利用设施ꎮ (省农牧厅牵头ꎬ 省环境保护

厅参与ꎬ 各相关市州政府落实)
７ 深化农村环境综合整治ꎮ 深化 “以奖促

治” 政策ꎬ 实施家园美化行动ꎬ 推进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ꎮ 建立农村环境综合治理体制和长效机

制ꎬ 确保农村环境基础设施的稳定运行ꎮ ２０１８
年ꎬ 完成不少于 ５００ 个村的环境综合整治ꎮ (省
环境保护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牵头ꎬ省水利厅、
省农牧厅参与ꎬ各相关市州政府落实)

(四) 加强保护确保饮水安全ꎮ
８ 水源地达标建设及生态流量试点工作ꎮ

编制并批准实施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达标

建设规划或实施方案ꎬ 推进重要饮用水水源地达

标建设ꎮ ２０１８ 年全省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年度达

标评估份数在 ９０ 分以上的水源地个数比例比上

年度有所增长ꎮ 对开展生态流量试点的河流确定

生态流量 (水位)ꎬ 编制试点河流生态流量实施

方案ꎬ 经黄河水利委员会审查同意后印发ꎮ (省
水利厅牵头ꎬ 省发展改革委、 省环境保护厅参

与ꎬ 各相关市州政府落实)

９ 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规范化建设ꎮ 按照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环境保护技术要

求» (ＨＪ７７３—２０１５)ꎬ 开展乡镇及以上集中式饮

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ꎮ 对照 «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地环境保护状况评估技术规范» (ＨＪ７７４—
２０１５)ꎬ 进一步完善县级以上饮用水水源地规范

化建设工作ꎬ ２０１８ 年完成规范化建设的饮用水

水源地评估分值应大于 ９０ 分ꎮ (省环境保护厅牵

头ꎬ 省发展改革委、 省财政厅、 省住房城乡建设

厅、 省水利厅、 省卫生计生委参与ꎬ 各相关市州

政府落实)
１０ 消除重点饮用水环境安全隐患ꎮ 西宁市

要加快完善供水系统建设ꎬ 加快推进第三水厂、
徐家寨水厂和多巴水源地关闭和转型工作ꎮ (省
环境保护厅牵头ꎬ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省水利厅

参与ꎬ 各相关市州政府落实)
１１ 强化饮用水水源管理ꎮ 从水源到水龙头

全过程监管饮用水安全ꎮ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供

水单位应定期监测、 检测和评估本行政区域内饮

用水水源、 供水厂出水和用户水龙头水质等饮水

安全状况ꎬ 自 ２０１８ 年起ꎬ 所有县级城市饮用水

安全状况信息每季度均向社会公开ꎮ (省环境保

护厅牵头ꎬ 省发展改革委、 省财政厅、 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 省水利厅、 省卫生计生委参与ꎬ 各相

关市州政府落实)
(五) 加强地下水保护与修复ꎮ
１２ 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和加油站地下油罐

更新改造ꎮ 开展 ２０１８ 年度集中式地下水型饮用

水水源补给区环境状况调查评估ꎮ 加快推进未完

成市 (州) 加油站地下油罐更新改造或防渗池

设置任务ꎮ (省环境保护厅、 省商务厅牵头ꎬ 省

财政厅、 省国土资源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水

利厅参与ꎬ各相关市州政府落实)
１３ 积极开展历史遗留污染场地地下水修复

治理ꎮ 加快推进西宁七一路延长段、 杨沟湾、 付

家寨、 中星化工厂、 湟中鑫飞历史遗留铬污染场

地及地下水修复治理工程ꎬ 原海北化工厂及周边

地下水污染得到有效控制ꎮ (省环境保护厅牵

头ꎬ 省发展改革委、 省财政厅参与ꎬ 各相关市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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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落实)
(六) 加强水资源保护ꎮ
１４ 水资源节约ꎮ 建立万元国内生产总值水

耗指标等用水效率评估体系ꎬ 明确地级行政区年

度用水效率控制目标ꎬ 把节水目标任务完成情况

纳入地方政府政绩考核ꎮ 对纳入取水许可管理的

单位和其他用水大户实行计划用水管理ꎮ 发布重

点监控用水单位名录ꎬ 按照重点监控用水单位监

督管理要求ꎬ 把规模以上重点用水单位全部纳入

国家和地方水资源管理系统ꎬ 实施严格监管ꎮ 完

成 ２０１８ 年度高效节水灌溉年度任务ꎮ 在省级水

资源规划或节水专项规划中ꎬ 将再生水、 雨水等

非常规水源纳入区域水资源统一配置ꎬ并提出目

标要求ꎮ (省水利厅负责ꎬ各相关市州政府落实)
１５ 促进再生水利用ꎮ 加快海东市平安区中

水回用 (一期) 建设工程、 海西州格尔木市污

水处理厂中水回用二期工程建设ꎬ 年底前基本建

成ꎮ 西宁市、 海东市、 格尔木市、 德令哈市不断

提高工业生产、 城市绿化、 道路清扫、 车辆冲

洗、 建筑施工以及生态景观等方面再生水利用ꎬ
确保再生水利用率达到缺水城市国家标准要求ꎮ
积极推动新建住房安装建筑中水设施ꎬ 在海湖新

区开展中水回用试点ꎮ 自 ２０１８ 年起ꎬ 单体建筑

面积超过 ２ 万平方米的新建公共建筑ꎬ 应安装建

筑中水设施ꎮ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负责ꎬ 各相关

市州政府落实)
(七) 加强水生态环境安全保护ꎮ
１６ 巩固黑臭水体治理效果ꎮ 西宁市开展黑

臭水体 “长治久清” 效果评估ꎬ 做好 ２０１８ 年城

市黑臭水体整治环境保护专项行动工作ꎮ (省环

境保护厅、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牵头ꎬ 省水利厅、
省农牧厅参与ꎬ 各相关市州政府落实)

１７ 推 进 水 质 良 好 湖 泊 生 态 环 境 保 护ꎮ
２０１８ 年底前完成龙羊峡、 李家峡水库和玛多湖

泊群生态环境保护项目ꎮ 结合 “湖长制” 的落

实ꎬ 积极推进其余湖泊湿地生态环境保护ꎮ
(省环境保护厅牵头ꎬ 省发展改革委、 省财政

厅、 省水利厅、 省农牧厅、 省林业厅参与ꎬ 各

相关市州政府落实)
三、 组织保障

(一) 明确责任主体ꎮ 各市 (州) 政府对

本行政区域内的水污染防治工作负总责ꎮ 要加

强组织领导ꎬ 强化统筹安排ꎬ 明确任务目标ꎬ
逐级分解落实ꎬ 完善政策措施ꎬ 建立长效机

制ꎬ 加大资金投入ꎬ 统筹推进水污染治理工

作ꎮ 省各相关部门要对牵头和参与的工作制订

年度计划ꎬ 加强督办ꎮ
(二) 强化调度通报ꎮ 各市 (州) 政府、 省

有关部门要对 «青海省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
中的重点工作建立台账ꎬ 每月进行调度ꎬ 每月 ３
日前ꎬ 通过水污染防治重点工作实施进展调度系

统向省环境保护厅报送上月重点工作任务完成情

况ꎬ 省环境保护厅定期进行通报ꎮ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前ꎬ 各市 (州) 政府、 省有关部门将水污

染防治工作年度自查报告报省环境保护厅ꎮ
(三) 严格考核问责ꎮ 省环境保护厅将会同

省有关部门成立考核组ꎬ 对照水污染防治目标责

任书及本方案要求ꎬ 对各市 (州) 政府年度水

污染防治工作完成情况开展考核工作ꎬ 考核结果

报省政府同意后向社会公布ꎬ 并作为水污染防治

专项资金分配的参考依据ꎮ 对未通过年度考核的

市 (州)ꎬ 由省环境保护厅约谈市 (州) 政府及

其相关部门负责人ꎬ 并暂停审批新增排放水污染

物项目ꎮ
(四) 加强信息公开ꎮ 各市 (州) 行政区域

水环境质量状况和水污染防治重点工作进展情

况ꎬ 包括红黄牌企业名单、 达标方案实施情况、
地级及以上城市饮用水安全状况、 黑臭水体治理

情况、 区域水环境质量、 重点排污单位情况和环

境违法典型案件等ꎬ 及时向社会公开ꎬ 主动接受

公众监督ꎮ

附件: ２０１８ 年各市 (州) 地表水断面水质

考核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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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人民政府职务任免通知

青政人 〔２０１８〕 １２、 １３ 号

各市、 自 治 州 人 民 政 府ꎬ 省 政 府 各 委、 办、
厅、 局:

根据工作需要ꎬ 批准:
曹晓同志为青海省残疾人联合会执行理事会

理事长ꎻ
王红泽同志为青海省残疾人联合会执行理事

会副理事长ꎻ
吴彦俭同志为青海省残疾人联合会执行理事

会副理事长ꎻ
吉汉文同志为青海省残疾人联合会执行理事

会挂职副理事长ꎻ
马复兴同志为青海省残疾人联合会执行理事

会兼职副理事长ꎮ
根据工作需要ꎬ 任命:
甘韬同志为青海省司法厅副厅长ꎻ
韩德辉同志为青海省环境保护厅副厅长ꎻ
司文轩同志为青海省环境保护厅副厅长

(试用期一年)ꎻ
何世海同志为青海省审计厅副厅长ꎻ

李敏同志为青海省审计厅副厅长 (试用期

一年)ꎻ
徐强同志为青海省审计厅副厅长 (试用期

一年)ꎮ
免去:
韩德辉同志的青海省环境保护厅总工程师

职务ꎻ
王海红同志的青海省文化和新闻出版厅

(省版权局) 副厅长 (副局长) 职务ꎻ
何世海同志的青海省审计厅总审计师职务ꎮ
因任职年龄到限ꎬ 免去:
刘建家同志的青海省监狱管理局副局长

职务ꎻ
颉学辉同志的青海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巡视员职务ꎻ
刘启贵同志的青海省司法厅副巡视员职务ꎮ

青海省人民政府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


附件

２０１８ 年各市 (州) 地表水断面水质考核目标

市 (州) 水质优良 (达到或优于Ⅲ类) 断面比例 丧失使用功能 (劣于Ⅴ类) 断面比例

西宁市 ５０％ １２ ５％

海东市 ５０％ ８ ３％

海西州 １００％ ０％

海南州 １００％ ０％

海北州 １００％ ０％

玉树州 １００％ ０％

果洛州 １００％ ０％

黄南州 １０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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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省省政政政府府府 ２２２０００１１１８８８ 年年年 ６６６ 月月月份份份大大大事事事记记记

　 　 ●１ 日　 省委书记、 省长王建军在西宁会见
出席 ２０１８ 中国 (青海) 藏毯国际展览会的国内
外嘉宾ꎮ 省领导于丛乐、 田锦尘参加会见活动ꎮ

●２ 日　 中国藏毯之都国际地毯展示销售
中心项目在西宁正式启动运营ꎮ 副省长田锦尘ꎬ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 中国家用纺织品行
业协会会长杨兆华出席启动仪式ꎮ

●３ 日 　 «无悔禁毒路» ———青海省首届
“最美禁毒人” 颁奖典礼在西宁举行ꎮ 副省长、
省公安厅厅长、 省禁毒委主任王正升出席颁奖典
礼并讲话ꎮ

●３ 日 　 ２０１８ 中国 (青海) 藏毯国际展览
会期间ꎬ 巴基斯坦主宾国活动在西宁举行ꎮ 副省
长田锦尘出席活动并致辞ꎮ

●４ 日　 省委书记、 省长、 省军区党委第一
书记王建军出席省军区党委常委见面会并讲话ꎮ
省军区司令员曲新勇作工作汇报ꎬ 省军区政治委
员王秀峰主持会议ꎮ

●４ 日　 常务副省长王予波赴海南州调研新
能源产业发展ꎮ 先后来到海南州黄河上游水电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水光风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项
目 １００ 万千瓦太阳能光伏电站、 ４５ 万千瓦风电
场ꎬ 详细了解项目建设、 技术创新等情况ꎮ

●５ 日　 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工作推
进会在西宁召开ꎮ 省委书记、 省长王建军出席会
议并讲话ꎮ 常务副省长王予波主持会议ꎬ 副省长
田锦尘通报了我省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
改工作进展情况ꎮ 省委常委ꎬ 省人大常委会、 省
政协党组书记ꎬ 省政府副省长参加会议ꎮ

●５ 日 　 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在西宁召
开ꎮ 省委书记、 省长王建军出席会议并讲话ꎮ 常
务副省长王予波主持会议并讲话ꎮ 副省长田锦尘
传达了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及我省贯彻意
见ꎮ 省委常委ꎬ 省人大常委会、 省政协党组书
记ꎬ 省政府副省长参加会议ꎮ

●５ 日 　 第 ４７ 个世界环境日宣传活动在西
宁市中心广场举行ꎮ 省委书记、 省长王建军出席
宣传活动并讲话ꎮ 省领导王晓、于丛乐、刘同德、

田锦尘参加活动ꎮ
●５ 日　 在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备考视频

巡查工作会议后ꎬ 省政府召开我省会议ꎬ 常务副
省长王予波出席会议并讲话ꎮ

●５ 日　 省政府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暨西宁分行正式开业揭牌仪式在
西宁举行ꎮ 副省长田锦尘和华夏银行董事长李民吉
出席签约仪式并共同揭牌ꎮ

●７ 日　 常务副省长王予波到海东市平安区
调研学前教育工作ꎮ 先后来到平安区第二幼儿
园、 古城回族乡中心幼儿园ꎬ 详细了解教育管
理、 教师待遇等情况ꎮ

●８ 日 　 全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西宁召
开ꎮ 省委书记、 省长王建军出席会议并讲话ꎮ 省
委常委ꎬ 省人大常委会、 省政协党组书记ꎬ 省政
府副省长参加会议ꎮ

●８ 日　 省政府党组中心组举办发展全域旅
游专题讲座ꎮ 省委书记、 省长王建军出席会议ꎮ
常务副省长王予波ꎬ 副省长杨逢春、 田锦尘参加
会议ꎬ 副省长严金海主持会议ꎮ 中国旅游研究院
院长戴斌作了 “颜值、 内涵与实力提升” 专题
讲座ꎮ

●８ 日　 省政府召开第十九届青洽会第三次
筹备工作会议ꎮ 副省长王黎明主持会议并讲话ꎮ

●９ 日　 第 １５ 个 “世界献血者日” 系列主
题宣传活动在西宁举行ꎮ 常务副省长王予波ꎬ 省
政协副主席王绚出席开幕式并参与相关主题
活动ꎮ

●１１ 日至 １２ 日　 省委书记、 省长王建军深
入祁连山腹地ꎬ 实地调研祁连山山水林田湖草生
态保护与修复试点项目ꎮ 先后到八一冰川、 野牛
沟沙龙滩、 卓尔山、 祁连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冰
沟基地、 小八宝河、 祁连机场等地ꎬ 实地察看冰
川保护、 黑土滩治理、 生态管护、 山水林田湖草
综合治理情况ꎮ 省领导于丛乐、尼玛卓玛、田锦尘
参加调研ꎮ

●１１ 日　 副省长杨逢春在开斋节到来之际ꎬ
代表省委、 省政府前往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和省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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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代表人士家中看望慰问ꎮ
●１２ 日 　 常务副省长王予波前往西宁经济

技术开发区督导调研投资项目工作ꎮ 先后到黄河
水电光伏产业技术中心、 青海诺德电解铜箔项
目、 青海比亚迪锂电池项目、 青海北捷电池隔膜
项目、 青海鲁丰铝板带材项目、 青海大美煤业烯
烃项目、 青海铜业阴极铜项目现场ꎬ 详细了解工
业项目投资和产业发展等情况ꎮ

●１２ 日　 副省长杨逢春到海东市、 西宁市
督查第十七届环湖赛组织筹备工作ꎮ

●１２ 日 　 副省长张黎深入黄南州同仁县热
贡文化产业园和龙树、 仁俊画院等地调研文化产
业发展情况ꎮ

●１３ 日　 省政府召开全省投资项目调度会ꎮ
常务副省长王予波主持会议并讲话ꎬ副省长田锦尘
出席会议并通报部署有关工作ꎮ

●１３ 日　 副省长、 省公安厅厅长王正升主
持召开公安党建工作座谈会ꎮ

●１４ 日 　 青海可可西里成功申报世界自然
遗产总结表彰大会在西宁召开ꎮ 省委书记、 省长
王建军出席会议并讲话ꎮ 省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
张西明宣读了省委省政府的表彰决定ꎬ 省委常
委、 省委秘书长于丛乐主持会议ꎬ 副省长韩建华
通报了申报工作情况ꎮ 省领导马伟、 张黎、 杜捷
出席会议ꎮ

●１４ 日至 １５ 日　 教育部党组成员、 副部长
杜占元一行来青就教育改革重点工作推进情况进
行督察调研ꎮ 期间ꎬ 举行青海教育改革重点工作
汇报会ꎬ 杜占元出席会议并讲话ꎬ 常务副省长
王予波主持会议并讲话ꎮ

●１４ 日至 ２０ 日　 第 ５ 届中国—南亚博览会
暨第 ２５ 届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在昆明举行ꎮ
副省长田锦尘参加相关活动ꎮ

●１５ 日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ꎬ 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的重要指示及打赢脱
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电视电话会议精神ꎬ 学习传
达、 研究部署新时代激励干部新担当新作为及加
强改进选调生工作、 纪检监察、 文化体制改革等
相关会议精神和我省贯彻落实工作ꎮ 省委书记、
省长王建军主持会议ꎮ

●１５ 日 　 全省文物安全工作会议在西宁召
开ꎮ 省委书记、 省长王建军对全省文物安全工作
提出要求ꎮ 副省长张黎出席会议并讲话ꎮ

●１５ 日 　 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局挂牌
仪式在西宁举行ꎮ 常务副省长王予波、 副省长
韩建华出席挂牌仪式ꎬ 并共同揭牌ꎮ

●１６ 日　 ２０１８ 中国 (青海) 藏毯国际展览
会走进果洛巡回展在果洛州玛沁县拉开帷幕ꎮ 副
省长田锦尘参加开展仪式并巡馆ꎮ

●１６ 日 　 副省长田锦尘赴果洛州实地调研

督导中央环保督察整改进展情况ꎮ
●１９ 日　 省政协召开双月协商座谈会ꎬ 聚

焦 “三江源国家公园民生工程建设” 建言献策ꎮ
省政协主席多杰热旦主持会议并讲话ꎮ 副省长
田锦尘参加座谈会ꎮ

●１９ 日至 ２０ 日　 副省长杨逢春到黄南州尖
扎县实地调研脱贫攻坚工作ꎮ

●２０ 日　 省委书记、 省长王建军主持召开
省政府常务会议ꎬ 听取第三届青海省质量奖评审
结果的汇报ꎬ 研究我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
革实施方案、 贯彻落实国务院促进外资增长若干
措施的实施意见、 拟决定取消和调整的行政审批
事项目录等事项ꎮ 会议审议了 «青海省农村公
路条例 (草案) »ꎬ 决定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
议ꎮ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ꎮ

●２０ 日 　 全省金融支持经济社会发展座谈
会在西宁召开ꎮ 省委书记、 省长王建军出席会议
并讲话ꎮ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海昆出席ꎮ 副省
长王黎明主持会议ꎬ 并代表省政府与中国工商银
行、 中国银行、 兴业银行 ３ 家银行总部签署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ꎮ 副省长田锦尘介绍了我省经济社
会发展、 产业发展重点方向及重大项目和资金需
求情况ꎮ

●２０ 日至 ２１ 日　 省政协十二届三次常委会
议在西宁举行ꎮ 省政协主席多杰热旦主持开幕会
并讲话ꎮ 副省长匡湧、 全国政协常委马志伟应邀
出席会议ꎮ 　

●２１ 日至 ２２ 日 　 浙江省代表团来青考察ꎮ
期间ꎬ 浙江—青海对口支援座谈会在西宁召开ꎮ
青海省委书记、 省长王建军ꎬ 浙江省委副书记、
省长袁家军出席会议并讲话ꎮ 副书记刘宁主持会
议ꎮ 省领导王晓、 于丛乐、 匡湧分别参加相关
活动ꎮ

●２１ 日 　 副省长严金海在贵南县调研督导
脱贫攻坚、 国土绿化、 生态畜牧业发展、 水利建
设等工作ꎮ

●２１ 日 　 副省长韩建华深入西宁市原青海
工程机械厂家属院 (二期)、 中海河山郡房地产
项目地调研棚户区改造和房地产建设等情况ꎮ

●２１ 日 　 全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专项行动
组专题会议在西宁举行ꎮ 副省长、 省公安厅厅
长、 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副组长王正升
出席会议并讲话ꎮ

●２２ 日 　 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村集体经济
“破零” 工程动员部署会议ꎮ 省委副书记刘宁出
席会议并讲话ꎬ 副省长严金海作工作安排ꎮ

●２２ 日　 全省 “证照分离” 改革试点工作
动员部署会议在西宁召开ꎮ 副省长匡湧出席会议
并讲话ꎮ

●２５ 日　 第十九届青洽会开幕前夕ꎬ 省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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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 省长王建军专程前往青海会展中心检查指
导青洽会筹备和会场布置情况ꎮ 省领导于丛乐、
王黎明参加活动ꎮ

●２５ 日 　 全省市场安全监管工作电视电话
会议在西宁召开ꎮ 副省长匡湧出席会议并提出具
体要求ꎮ

●２５ 日 　 全省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座谈
会在西宁召开ꎮ 副省长韩建华出席会议并讲话ꎮ

●２５ 日　 副省长、 省公安厅厅长王正升到
城南青海国际会展中心督导检查青洽会安保
工作ꎮ

●２５ 日 　 全省禁毒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西
宁召开ꎮ 副省长、 省公安厅厅长、 省禁毒委主任
王正升出席会议并讲话ꎮ

●２５ 日 　 青海省参加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领导小组第一次工作会议在西宁召开ꎮ 副省
长田锦尘出席会议并讲话ꎮ

●２５ 日 　 副省长田锦尘在西宁会见参加青
洽会的挪威陶朗集团总裁斯蒂芬朗斯庄德
一行ꎮ

●２６ 日 　 第十九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
资贸易洽谈会暨第五届环青海湖 (国际) 电动
汽车挑战赛在西宁开幕ꎮ 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华
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席高云龙宣布本届青洽会开
幕ꎮ 省委书记、 省长王建军ꎬ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
工程师陈因出席仪式并致辞ꎮ 省领导刘宁、王晓、
严金海、于丛乐、张光荣、尼玛卓玛、鸟成云、匡湧、
杨逢春、 王晓勇、 张文魁等出席开幕式ꎬ 副省长
王黎明主持开幕式ꎮ

●２６ 日　 全国政协副主席、 全国工商联主
席高云龙前往青海国际会展中心ꎬ 参观第十九届
青洽会展馆ꎮ 省委书记、 省长王建军等一同参
观ꎮ 省委副书记刘宁ꎬ 省委常委王晓、 滕佳材、
严金海、 于丛乐、 马吉孝ꎬ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张光荣、尼玛卓玛、鸟成云ꎬ副省长韩建华、王黎明、
杨逢春、 田锦尘、 张黎ꎬ 省政协副主席王晓勇参
加活动ꎮ

●２６ 日 　 第十九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
资贸易洽谈会举办绿色发展论坛ꎮ 全国政协副主
席、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席高云龙ꎬ 省委书
记、 省长王建军出席并致辞ꎮ 中国工程院院士
郑绵平等围绕以 “创新引领青海盐湖产业发展”
等主题做了主旨演讲ꎮ 省领导刘宁、王晓、严金海、
于丛乐、 张光荣、 尼玛卓玛、 鸟成云、 匡湧、
杨逢春、王晓勇、张文魁出席了论坛ꎮ 副省长王黎明
主持论坛ꎮ

●２６ 日　 援青省 (市) 工商联扶贫协作第
二次联席会议在西宁召开ꎮ 副省长、 省工商联主
席匡湧主持会议并话ꎮ

●２７ 日　 省委省政府召开 ２０１７ 年度全省脱

贫攻坚表彰大会ꎮ 省委书记、 省长王建军出席大
会并讲话ꎮ 省委副书记刘宁主持大会ꎬ 副省长
严金海宣读了省委省政府 «关于表彰 ２０１７ 年度
脱贫攻坚工作先进集体、 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
决定»ꎮ 省领导王晓、滕佳材、王宇燕、于丛乐、
高华、 尼玛卓玛、 鸟成云、 杜捷、 张文魁ꎬ 省军
区副司令员昂旺索南等出席大会ꎮ

●２７ 日　 省委书记、 省长王建军与全省各
地的党代会代表、 优秀党员代表、 优秀党务工作
者代表座谈ꎮ 省委副书记刘宁主持座谈会ꎬ 省领
导于丛乐、 王宇燕参加座谈会ꎮ

●２７ 日　 比亚迪 １２ 吉瓦时动力电池工厂产
品下线仪式在西宁举行ꎮ 省委常委、 西宁市委书
记王晓ꎬ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传福分别
致辞ꎬ 副省长王黎明主持下线仪式ꎮ 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 海东市委书记鸟成云ꎬ 省政协副主席
杜德志出席下线仪式ꎮ

●２７ 日　 省政府与中国再保险 (集团) 股份
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ꎮ 副省长王黎明ꎬ 中
国再保险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袁临江分别致辞ꎮ

●２７ 日　 副省长、 省公安厅厅长王正升在
公安机关纪念建党 ９７ 周年活动作了专题党课
讲解ꎮ

●２７ 日　 «青海省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案»
专家论证会在北京召开ꎮ 副省长田锦尘出席论证
会并讲话ꎮ

●２８ 日 　 青海省第十届运动会暨第二届全
民健身大会武术套路比赛在西宁市全民健身中心
人民公园馆正式开赛ꎮ 副省长杨逢春ꎬ 省政协副
主席马海瑛出席开幕式ꎮ

●２８ 日至 ２９ 日　 副省长张黎深入共和县县
乡村ꎬ 调研督导脱贫攻坚、 文化产业发展等
工作ꎮ

●２９ 日 　 各市州领导班子政治思想建设座
谈会在西宁召开ꎮ 省委书记、 省长王建军出席会
议并讲话ꎮ 省领导刘宁、滕佳材、王宇燕、于丛乐
分别作了点评ꎮ

●２９ 日　 省政府召开省级河长制联席会议ꎮ
副省长严金海主持会议并讲话ꎮ

●２９ 日 　 全省公安机关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业务培训暨工作推进会在西宁召开ꎮ 副省长、 省
公安厅厅长、 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副组
长王正升出席会议并讲话ꎮ

●３０ 日 　 第十九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
资贸易洽谈会暨第五届环青海湖 (国际) 电动
汽车挑战赛执委会工作小结会在西宁举行ꎮ 省委
书记、 省长王建军出席会议并讲话ꎮ 副省长、 第
十九届青洽会执委会主任王黎明主持会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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