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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任松高
本报通讯员 王波 张小寒 王程波

“我们并不缺学历型研究及设计人员，缺的
是真正能实际动手、具有高技能水平、知识型的
一线操作人员，即被誉为‘金蓝领’的技能人才。
而且，这不是一企一域的问题，带有很大普遍
性。”多年前，威海市文登区一位企业家就曾发
出这样的慨叹。

一边是转调升级压力下愈加迫切的技能人
才需求，一边是看似难以克服的“浅水难养大
鱼”的区域限制。文登走出了一条特色技能人才
养成路，成功为“金蓝领”短缺破题。

职业教育

技工成长“金摇篮”

不久前举办的文登2015年度“金蓝领”高级工
培训结业考试中，252名橡胶硫化工及橡胶炼胶工
参加了资格鉴定考试。至此，文登已有2万多名企
业职工参加了“金蓝领”培训，17951人通过了高技
能人才鉴定，全区持证技能工人达5 .7万人。

“要壮大‘金蓝领’队伍，就要打造好人才孵
化成长的‘金摇篮’。”文登依托各大企业培训中
心和文登技师学院等教育培养资源，采取专家
授课、校企合作、举行职工技能大赛等多种方
式，先后将电工、焊工、烹饪、缝纫等50多个工种
纳入培训科目，为地方输送培养高技能人才1 . 7
万余人。

文登不吝重金升级以职业学校、技工学校
等为主要依托的“金摇篮”硬软环境，今年6月，
文登高级技工学校正式被升级为文登技师学
院，这也是当次公布的技师学院改建名单中唯
一的一所县级学校。“从‘技工’到‘技师’，一字
之差，意义重大。这意味着我们获得了预备技师
的教育培训资格，达到了技工教育领域的最高
层次。”文登技师学院院长王喜杰说，文登技师
学院成立后，每年可为地方输送高级工、预备技

师近千人，为企业培训“金蓝领”高级技术工人
2000余人。

企业培育

高级技师“孵化器”

徐东升日前收到了国家知识产权局对他提
交的《免启动电容的单相异步电动机》的专利申
请受理通知书。由顺意电机有限公司一名普通
工人起步，如今，徐东升已成为能掌握丰富机电
设备加工技术、拥有15项国家专利的山东省首
席技师，参与的70多项技术革新直接为企业增
加利润1000多万元。不仅如此，他还带起15个徒
弟，全部通过了高级工考核成为技术骨干，2人
分别成为市、区首席技师。

“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和科技型人才不同，其
技能养成的长期性决定了一定是企业自主培养
占主导。”顺意电机技师工作站站长张秀川说。

顺意电机系统推出了名师带徒制度、技师
研修制度、企业培训师制度等举措，并成立以徐
东升为首的产品研发中心、技师工作站，。如今，
顺意电机已从150名职工中“自产”出高级技师
20人，技师30人，高级工80人。“去年以来，公司
的技术革新达30多项，其中有技师和高级技师
参与的项目占九成以上，为公司节省资金310多
万元。”张秀川说。

在创新高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上，文登企业可
谓“各显神通”。文登威力工具集团有限公司在企
业内部广泛开展专家带徒制度，涌现出邹积生、
王刚等8名名师和近百名高徒。天润曲轴股份有
限公司组建企业高技能人才工作组，涌现了洪

建钻卡、荣贵平衡机、王冰数控车等一大批以技
工名字命名的优秀改进成果。与此同时，顺意电
机、中航黑豹等10家企业成立了技师工作站，凭
借技术人才优势先后组织联合技术攻关500余
次，帮助企业解决生产技术难题1100多个。

政策扶持

让蓝领有“位”有“财”

1994年，王刚技校毕业后进入文登威力工
具集团有限公司，一直在车床车间工作，主要任
务是用机床将毛坯工件加工成各类生产需要的
模具。凭借对机械加工的兴趣和刻苦钻研，2010
年，王刚参加文登职工技能大赛并获得一等奖，
由此从文登技工群体中脱颖而出。此后，他荣获
了“文登技术能手”、文登数控技能竞赛“伯乐
奖”、“威海市首席技师”、“山东省技术能手”等
一系列荣誉称号，获得相关奖励3万元。

让高技能人才有“位”有“财”，文登从宏观
上不断释放政策红利，微观上持续拓宽人才成
长渠道，先后举办了家纺设计、建筑、机械制造、
餐饮服务等6个行业31次职业技能大赛、大比武
等职工竞赛活动，吸引了近2万名职工参加比
赛，涌现出140名技术能手。区里还出台规定在
企业职工技能大赛中增设企业职工技能竞赛

“伯乐奖”，带徒老师可享受获奖徒弟同等奖励，
营造企业“传帮带”氛围。与此同时，他们还引导
企业合理确定高技能人才薪酬待遇，实行高技
能人才津贴和特殊岗位津贴，提倡股份制企业
对高技能人才实行技术入股，不断构建培养、使
用与待遇相联系的激励机制。

今年，区财政设立1000万元人才工作专项
资金，重奖贡献突出的高技能人才。对每2年选
拔的10名“文登首席技师”，每人每年发给区政
府津贴6000至1万元；对获评全国技术能手、中
华技能大奖和省首席技师的，一次性奖励5万
元；对获评省技术能手、威海区首席技师的，一
次性奖励2万元。

文登打通特色技能人才培养渠道，为地方输送高技能人才1 . 7万余人———

“金蓝领”养成记

□记者 王兆锋 通讯员 郑兆雷 报道
本报茌平讯 “这台雷沃M1354—G型拖拉

机刨去补贴，也得14万多。俺没花一分钱就开上
了！”10月28日，茌平县杜郎口镇北陈村西，一辆
蓝色“雷沃”拖着红色“小麦深松施肥播种一体
机”刚停在地头，来自乐平镇北大吴村的机手吴
正民就“炫耀”起来。

原来，“雷沃”补贴前的20 . 5万元花费全是茌
平县丰源农业种植合作社出的，是设备的所有权
人，有设备使用权的吴正民却不用出资。“丰源”
与吴正民签订为期四年的合作协议，5 .9万元的购
机补贴归“丰源”，除拖拉机外，“丰源”还提供深松
机、旋耕犁、播种机等全套家什并统一安排作业
任务，吴正民则只需承担设备使用期间的用油、

维修、养护等费用，收益由双方协商，按作业费的
1：2、4：1等不同比例分成。以北陈的小麦播种为
例，政府每亩给作业费60元，其中20元归吴正民、
40元归“丰源”。协议期满，还可续签。

吴正民说，这种方式让没钱的机手也开上
了“大铁牛”。去年6月，开了8年小拖拉机的他想
换台100马力的。结果一打听价格，11万元！当时
心凉了半截。幸好，“丰源”很快相中了他。

茌平县农机局局长张立冉分析，大型农机
之所以推广难，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农民缺少
资金买不起，一辆拖拉机动辄十几万甚至几十
万元，单靠种地钱不凑手；再就是农民担心购机
之后没活干，好不容易买来的农机，要是一年干
不几天就闲起来，那可砸了！

去年秋，茌平县在坚持购机补贴的同时，又
尝试将原来补贴给机手的作业补贴直接补给合
作社，再由合作社与以劳动力投入为主的机手

“分成”，“政社联手”破解农机推广难。他们把全省
农业生产全程社会化试点县、省农机深松试点县
等项目涉及的20多万亩农田统一“打包”，整合
2000多万元作业补贴，面向社会招标，“抢”到大订
单的“丰源们”随即掀起购机热。县农机局的同志
介绍，过去135马力的拖拉机一年也就添上一两
台，今年135马力的猛增了70多台，全县大型农机
跃升到1950台，其中2／3为100马力以上。

购机之后，合作社很快与农民机手签约，初
步形成“政府推进+合作社运营+机手参与”的
多赢模式。为强化监管，县里在农机局建立起监

管平台，合作社在每台拖拉机上安装了质量监
测仪，通过无线网络实时监管农机作业状态并
进行作业量计算、作业质量分析和面积统计，确
保作业保质保量完成。

没钱也能开上“大铁牛”，会不会有人欢喜
有人忧？“丰源”理事长马思建介绍，丰源现有17
台大型拖拉机，每台机器每年深松作业面积接
近3000亩，每亩40元作业费，其中30元归合作
社，算下来2年就能收回设备投资；而“签约”的
17名机手刨去用油等成本也有可期收入，一季
下来1万多元的进项没问题。

农机农艺的融合由此加速。“小麦深松施肥
播种一体机”能把三个生产环节缩减为一个，过
去小马力的拖拉机拉不动，今年“丰源”用135马
力的“雷沃”，仅在杜郎口镇就有2000亩采用这
种技术；小麦免耕精量播种，喊了好几年动静不
大，今年8家合作社一次购进“免耕镂”600多台，
全县81万亩小麦“覆盖”了70万亩。

目前，小麦耕种收基本实现了生产全程机
械化，玉米生产机械化水平达到86%以上，小
麦、玉米的亩产分别达到539公斤、646公斤，最
终受益的还是农民。

□记者 彭辉 通讯员 刘晓松 报道
本报荣成讯 记者从荣成市政府获悉，荣成市

“好运渔乡”国际商业中心项目区设立海关现场监管场
所已获青岛海关批复，成为我省首家海关现场监管的
鲜活水产品交易专业市场。市场建成后，国内鲜活水产
品通关时间可由原来的6至7小时缩短至2至3小时。

随着中韩自贸区建设的不断推进，中韩双方的
经贸往来更加频繁，输韩水产品种类和数量随之增
长。好运渔乡国际商业中心项目投资4 . 5亿元，包括
鲜活水产品交易市场、研发检测中心、海关监管保税
仓库和货运调度中心等，可为胶东地区100多家鲜活
水产品进出口企业提供货物出入柜、卫生防疫、海水
调配、温度控制、装箱转运、交易结算等“一条龙”服
务。建立海关监管场所，鲜活水产品物流时间缩短三
分之一以上，成活率提高20％。该项目全部投运后，
每年完成进出口标箱1万个，交易额3亿美元。

记者从荣成市国税局了解到，根据国家相关税
收政策，相关企业每年可享受退免税优惠1 . 5亿元。

“政社联手”破解大型农机推广难

茌平：没钱也能开“大铁牛”

□记者 于向阳 通讯员 张进 报道
本报莱芜讯 11月3日，在莱芜市钢城区艾山街

道肖马村，刚刚搬进新砖瓦房的田列花，见到记者激
动地说：“没想到这辈子还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再
也不用担心遇到刮风下雨天了。”

田列花是一名肢体四级的残疾人，一家三口挤
在两间年久失修的土坯房里，全家的年收入还不到
3000元。丈夫务工期间又不幸摔伤，几乎丧失劳动能
力，让这个本已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钢城区残联实
施贫困残疾人家庭危房改造项目后，帮他们翻新了
危房，让这个贫困残疾人家庭圆了安居梦。

今年，钢城区通过入户调查、筛选、公示及复查，
确定了25户残疾人危房改造任务。采取先施工，等工
程完工验收合格后再拨付资助金的办法，确保工程
质量。目前，25户贫困残疾人危改工程已全部竣工。

据了解，自2008年以来，钢城区已连续8年将农
村贫困残疾人危房改造列入区委、区政府为民办的
实事，提供“政策、组织、资金”三大保障，争取各级资
金529 . 6万元,对全区农村贫困残疾人实施危房改造。
截至目前，累计改造438户农村贫困残疾人危房。

□记者 董卿 丁兆霞 通讯员 王婷 报道
本报日照讯 前一天“舞前聊吧”提到村庄为扮

亮村居环境而购买的苗木被偷走一盆，翌日“舞前聊
吧”开聊前，不翼而飞的苗木就悄悄回来了。这是10月
24日发生在日照市岚山区碑廓镇大湖村的真实一幕。

“舞前聊吧”,顾名思义就是每天傍晚在妇女们跳
广场舞之前，大家凑在一起聊一聊。据介绍，岚山区八
个乡镇街道村居的“舞前聊吧”并非形式统一，而是结
合实际各有特色。有的乡镇由机关女干部包联村居（社
区），定期进村就乡镇的一些重要政策、工作安排进行
集中宣讲。有的乡镇则由村居妇女主任每天组织开聊，
内容多偏重于传承孝老爱亲的美德，弘扬新农村文明
新风气。自2013年开始实行以来，目前岚山区村村都有

“舞前聊吧”，成为传递正能量的重要阵地。

荣成建成省内首家

海关现场监管鲜活水产品交易市场

国内活海鲜
最快两小时通关

钢城25户贫困残疾人
危房户乔迁“新居”

岚山区“舞前聊吧”
聊出正能量

□彭辉 报道
文登技师学院对学生开展多种实用技术培训，图为，学生在汽修车间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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