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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地处高原，除西宁、海东外，海拔大都在 3000 米

以上。高寒缺氧、环境较差，考验着每一个人。支撑无数

干部群众生活在这里、坚守在这里的，到底是什么？

支撑他们的，是一股子精神。

这种精神，在过去，是金银滩上“热爱祖国、无私奉献，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的“两弹一星”

精神，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军民

一家、民族团结”的“两路”精神，是“艰苦创业、无私奉献、

勇于创新、团结奋斗、科学务实”的“柴达木精神”。在现

在，是“大爱同心、坚韧不拔、挑战极限、感恩奋进”的玉树

抗震救灾精神……

青海自然环境严酷，工作和生活条件艰苦，没有吃苦奉

献精神，没有定力毅力，是守不住的。正是依靠这种精神和

毅力，无数党员干部和群众艰苦奋斗、奋勇拼搏、干事创业，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在这片高原热土上，精神始

终是最可宝贵的财富，是最震撼人心的力量。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精神。青海的发展和进步，

靠的就是这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今天，美丽的三江

源头，有人在默默守护；人迹罕至的油田，有年轻

人劳作的身影；高原天路上，离不开硬汉子们的

常年维护；新能源发电场站，有无数人的钻研

创新……这些平凡岗位上平凡的人们，用奋

斗和付出证明：高原不只是地理海拔的高

度，更是生命的高原、精神的高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民族最

深沉的精神追求，一定要在其薪火相

传 的 民 族 精 神 中 来 进 行 基 因 测

序。”这种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

将在建设大美青海、迈向高质

量发展、实现高品质生活的

过程中，焕发出永不磨灭

的光彩。

艰苦奋斗 干事创业
刘成友

■感悟初心R

迈向高质量发展 创造高品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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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时节，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中川乡民主村

河沟边上，70 多亩金丝皇菊长势喜人，桃树、软梨、花椒等

经济林一片翠绿——从成立合作社，村党支部书记乔维栋

兼任负责人，将河沟荒地开垦成致富良田，到“桃梨花谷”

产业项目展露雏形，不过用了一年时间。

筑牢基层党建工作阵地、助推乡村振兴，民主村只是

一个缩影。近年来，青海各地组织部门发挥党建引领作

用，推动基层党建工作在规范中提升、在创新中突破，展现

出新时代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

开源活水，筑牢基层党组织根基

不久前，西沟乡张家庄村张炳先当选为村党支部书

记，根据民和县村党组织书记档案目录要求，他交齐了个

人证明材料。“按照省委组织部的管理办法，我们建立了村

党组织书记县级党委备案管理制度，做到‘一乡一柜、一村

一档’。”民和县委组织部部长侯全明说，“有了备案管理制

度，就能心中有谱，有效解决过去‘人难管’的问题。”

与此同时，青海省委组织部实施“223”村级后备人才

培养计划，为村级组织建设持续注入新鲜血液。创新实施

村干部学历素质提升工程，分批次对全省 4146 个村和 474
个社区符合条件的两委成员、后备干部进行大专和中职学

历层次培养。截至目前，青海全省已有 3000 余名村（后

备）干部报读国家开放大学大专班和中职班。青海省委组

织部干部四处处长冯天玺说：“学历素质提升工程，是青海

开放大学转型发展促进全民终身学习、提供终身教育公共

服务的生动实践，将为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和乡村振兴战略

提供人才保障的源头活水。”

狠抓支部，打造长治久安的堡垒

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大学生周增太，毕业于

青海大学藏医学院，今年 1 月，通过换届选举成为曲什安

镇莫多村党支部书记。和周增太一样，全县已有 22 名本

科生和 65 名大专生进入村和社区两委班子，其中社区党

组织书记学历全部达到大专以上，形成“头雁带群雁”的良

好局面。

青海抓住今年村级两委班子换届的契机，着力选优配

强村两委成员，优化班子结构，提高村级党组织的战斗力

和领导力。数字显示，全省共有 1106 名高校毕业生、4397
名致富带富能手、2229 名外出经商务工人员、589 名退伍

军人进入村两委，村级“领头雁”队伍能力素质得到全面

提升。

兴海县海拔高、冬寒时间长，许多偏远牧区党支部

活 动 场 所 在 冬 春 季 几 乎 无 法 使 用 。 针 对 这 个 问 题 ，兴

海县委组织部在温泉乡长水村、盖什干村，中铁乡杜宗

村 、吉 浪 村 ，龙 藏 乡 浪 琴 村 等 实 施 了 石 墨 烯 地 暖 铺 设

工程。

“全县 35 个村级党员活动室共投资 129 万元实施‘温

暖工程’，解决了农村党组织最棘手的问题。”兴海县委组

织部副部长议德吉说。

党建引领，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

今年年初，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毛庄乡麻永村两

委班子因地制宜、创新思路，在县城开设了一家藏餐馆，宾

客盈门，村集体增收不少。2018 年以来，囊谦县依靠发展

畜牧业与服务业、扩大村级合作社，有 69 个村实现了村集

体经济“破零”的目标。

为破解村集体空壳困局，青海成立了全省村集体经济

“破零”工程领导小组，建立了“省级抓统筹、市州抓组织、

县乡抓落实、村级抓实施”分级负责的工作机制，确保“破

零”工程领导到位、协调有力、推进有方。

“我们出台有关政策措施，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

导作用，助推了村集体经济增收壮大，村党组织的凝聚力、

向心力、战斗力进一步提升。”青海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朱治

国说。截至目前，全省 4146 个行政村集体经济收入全部

“破零”，2417 个村年收益超过 5 万元，占总数的 58.3%。

党史学习教育正在青海高质量开展。青海注重引导

党员干部把学习成效转化为责任担当，真心实意为群众办

实事。西宁市城西区虎台街道坚持为民办实事，给老旧小

区更换楼道窗户，楼梯间墙面粉刷，改造雨水、污水等管

网，旧貌换新颜，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幸福感满满。

青海民族大学坚持政治引领，实施“党建+就业”“党

建+专业学习”“党建+协同育人”等项目，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保障师生权益、履行服务社会职责。省委编办持续完

善全省应急管理体系和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健全公共

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海东市信访局建立信访陪访员和代

理员制度，信访陪访员和代理员代表群众反映信访事项并

跟踪落实，做到了依法有序信访。

青海筑牢基层党建工作阵地

党建引擎激活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姜 峰 王 梅

2020 年 1 月 12 日，一个普通的周末，青海省纪委监委

案件审理室原副主任郭卫利像往常一样，结束加班回到家

中，突感一阵猛烈疼痛，送往医院紧急抢救，却无力回天，他

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 47 岁。

1993 年，郭卫利从东北财经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青海

省人民检察院，一干就是 24 年，先后主办、参与办理各类违

纪违法案件 80 余起，挽回直接经济损失数千万元。2018 年

元月，郭卫利调任青海省纪委监委，凭借出色的工作能力和

严谨的工作态度，仅仅两年，他就和部门同事受理案件 69
件 136 人，审结率为 100%，没有一起申诉复查、复审复核

案件。

为官重在廉，做人贵在品。“我们作出的每一个决定、每

一份报告，都关乎当事党员干部的人生，关乎好几个家庭的

未来，关乎干部群众的期待，关乎正风肃纪的导向，容不得

一点差错。”郭卫利生前这些话语，同事刘玉红至今难忘，

“对党负责、对当事人负责、对自己负责，这是他对我们重复

了千万遍的叮咛”。

作为案件审理的“把关人”，“白加黑”“五加二”成了他

的工作常态。有时同事们加班结束回家时，他常说：“你们

先走，我休息休息再走。”时间长了，大家才知道，他所说的

“休息”其实是在办公室将案情再细细过一遍，再想想有没

有遗漏或不准确的地方。“遇上急事难事，郭主任总爱说‘我

来就行，你们孩子还小，要多陪陪’。”同事赵玉珍说，他表面

上不苟言笑，却热心帮助下属解决夫妻两地分居、把受表彰

的机会让给别人、爱跟年轻同志探讨业务……

“初心不改，未来可期。”这是郭卫利的微信签名，也是

他短暂而不平凡的一生的朴素追求。

郭卫利——

用生命守卫风清气正

本报记者 贾丰丰

1111

戴着金丝边眼镜，穿着妥帖的白衬衣，脚上却是一双沾

满泥巴的运动鞋。眼前这位“混搭”装扮的干部就是郭晓

荣，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扶贫开发局局长。

囊谦，青海南大门，平均海拔超过 4000 米。在这里，郭

晓荣已经工作了 30 年。

1991 年，关中汉子郭晓荣从中专学校毕业，追随父辈

足迹，来到囊谦县香达镇。“父亲退休了还牵挂这里，一代人

干不好的事就两代人来干。”郭晓荣临行前向父亲立下“军

令状”，“一定要让农牧民过上好日子！”

没有电、没有自来水，外出靠骑马，连土豆都吃不上。

艰苦的生活条件没把他吓走，反而激发了他的倔劲。

不懂藏语，好政策百姓也听不懂，咋办？郭晓荣想出个

笨办法：与藏族群众同吃同住，不说也得说。白天边干边

记，晚上反复诵读。日积月累，学会了藏语，他也成为藏族

群众口中的“我们的晓荣”。

“扶贫既要‘上接天线’，不跑偏、不走样，还要下接地

气，出实招、见实效。”郭晓荣大部分时间都在基层度过，“穿

运动鞋，就是为了随时出发”。

繁重的工作让郭晓荣的身体不堪重负，他曾三次心

脏 病 发 作 ，幸 亏 救 治 及 时 ，才 脱 离 生 命 危 险 。 在 同 事 们

眼 中 ，他 就 是 个 扶 贫“铁 人 ”。 在 郭 晓 荣 的 工 作 日 志 上 ，

有这样一段话：“如果累倒在路上，那就让我化作不朽的

山 脉 ，一 直 守 望 着 我 用 青 春 热 爱 的 雪 域 高 原 ，还 有 扶 贫

事业。”

2019 年，囊谦县 3 万多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脱贫，28
个贫困村全部出列，顺利实现了脱贫摘帽。“扶上马，一定还

要送一程。”郭晓荣说，“要继续做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让百姓走上致富路”。

郭晓荣——

扎根高原的扶贫干部
本报记者 刘雨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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