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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 9000 职业学校招生20000多人，毕业生供不应求；培训

农牧区回乡青年9000多人 高等教育三个方面 高原医学、藏医

藏药博士学位授予点获国家认可的；19%的贫困生获得助学

贷款资助；截止9月1日毕业生初次就业率68.5% “两免一补”

受益者众多 农村孩子上学不掏钱了；城市低保家庭子女享受

“两免一补” 夯基础以培根 引清流以教人 －－专访青海省教

育厅厅长杜小明 记者：青海在地理上是大省，但是经济和文

化的底子并不是很厚。因此，义务教育在我省的展开必然会

面临很多困难。今年在这方面的工作进展如何？ 杜小明：年

初，省政府召开了全省“两基”攻坚会议，宋省长对攻坚工

作十分重视。根据这次会议精神和全省“两基”攻坚规划要

求，我们进一步加强了督促、检查、指导和服务工作。从目

前情况看，除了个别基础过于薄弱的地区，绝大部分县的入

学率、完成率等指标都有较大提高，辍学率控制在最低限度

。目前，我们对天峻县、兴海县进行的“两基”验收已经完

成，正等待国家核批。这两个县实现“两基”后，全省“两

基”人口覆盖率将从现在的86.8%提高到88.3%，如期实现规

划目标。 记者：年初，“两免一补”等举措让省内许多贫困

生如沐春风，深得民心。大通、贵德、化隆、循化等县的农

村中小学全部实现了“零收费”。这一切依靠什么得以支持

？ 杜小明：主要是建立了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这项工

作开局良好，进展顺利。今年春秋两季，全省共有58.2万名学



生享受免费教科书，占全省义务教育阶段总数的79%，牧区

超过了90%；免除了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和城镇低保家庭学生

的杂费，总金额达2855万元；省级安排资金1798万元，

为32.56万名寄宿学生和非寄宿学生提供了生活和学习补助。

同时，依照2004年年底学生在册人数，向各地增拨公用经

费1479万元。全省用于保证农村牧区中小学运转的专项转移

支付资金由2002年的5128万元增加到2006年的8073.4万元；用

于贫困生“两免一补”的专项资金由2002年的3977.7万元增加

到2006年的1.45亿元。此外，年内全省用于中小学校舍改造的

资金达到3432万元，改造危房3.02万平方米。义务教育阶段中

小学校舍维修改造的长效机制也基本形成。 记者：2006年是

我省职业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人们正在转换

就学、就业的观念，职业教育已经渐入人心。 杜小明：首先

是省委、省政府立足于我省经济社会和教育事业全局，采取

有力措施加快职业教育发展。宋秀岩省长、李津成副省长、

马培华副省长等省领导，反复深入基层调研指导职业教育工

作，并多次召集会议协调落实资金和学校整合工作，研究解

决职业教育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这一系列工作，对于形成

职业教育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加快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步伐

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近一年来，省教育厅等部门、地方

以及各级各类职业院校，认真贯彻省领导的有关指示精神和

全省职业教育会议精神，加大推动工作的力度，取得明显成

效。 记者：在哪些方面具体显示了职业教育的工作成效？ 杜

小明：一是财政大幅度增加了对职业教育投入，其中，省级

财政安排的职业教育专项经费从每年200万元提高到2200万元

，这块经费目前已全部拨付到位，主要用于加强中等职业学



校师资培训和实训基地建设；省财政还支持了1000万元，用

于扩大招生工作。从国家争取到630万元，支持了4所职业院

校的实习培训基地建设；争取到财政部、教育部500万元资助

中职贫困生资金；争取到国家2800万元用于支持职业教育基

础能力建设。 二是全省职业教育办学规模进一步扩大，特别

是原来招生较为困难的中等职业学校，由于改善了办学条件

，采取了灵活的办学模式和改革了招生办法，今年招收学生2

万多人，比上年增加5000人，创历史最高水平。同时，在省

政府领导下，对现有职业教育资源进行了优化配置，省政府

领导亲自协调，将省劳动培训中心、省邮电学校分别整合到

了省工业学校、省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省工业学校的校园扩

建用地得到落实，从而进一步增强了重点职业院校的培养能

力和发展后劲。 三是农牧区回乡青年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即“

阳光工程”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根据省上部署和相关部门

配合，从去年年底以来，全省各地的中等职业学校利用2005

年省财政安排的700万元资金，培训回乡青年5000人，并将他

们全部转移到了非农产业。今年省财政安排资金1620万元，

培训9000多人。 记者：当前我省教育工作面临的最大困难是

什么? 杜小明：当前教育工作中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一是

“两基”攻坚的难度比较大。按照规划，明年玉树、称多、

玛沁、久治、玛多、刚察、河南7个县要实现“两基”目标，

从目前的情况看，7个县的普及程度还比较低，特别是初中入

学率和完成率低，离国家验收的刚性指标差距较大；二是职

业学校办学条件有待进一步改善，社会人才观、就业观尚未

得到根本转变，中职学校增加招生、扩大规模还面临较大压

力；三是高校投入仍显不足，学校负债较多，同时有硕士、



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不高，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比较缺乏

，影响了教育质量的提高；四是牧区双语教师队伍和汉语教

学相对薄弱，需要采取措施进一步加强。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