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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姜言明 刘涛
本报通讯员 赵文存 李秀波

“农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支部强
不强，关键看支书。”近年来，新泰市紧
紧抓住村书记队伍建设这个基层党建工作
的“牛鼻子”，实施“分类培养”工程，
变“大水漫灌”为“微灌滴灌”，变“填
鸭教学”为“因材施教”，实现了村书记
培训精准化。

差异化分类搭平台

3月18日，记者见到盘车沟村党总支书
记王富山时，他手里正拿着该村未来五年发
展规划的报告书，报告书虽然只有薄薄几页
纸，但上面却对盘车沟的发展现状，及未来
五年村庄如何发展进行了详细阐述。

一个总人口不过3000人的山区村能有如
此远虑，令记者惊讶。它的思路从何而来？
这得益于前不久新泰市实施的村书记“分类
培养”工程。

盘车沟是典型的山区村，在经过几年的
迅猛发展后，面临后劲不足的问题，未来村
庄如何发展？王富山有些彷徨，但彷徨的不
止他一个。

新泰作为一个辖21个乡镇（街道）916个
村（社区）的大县，山区、矿区、库区并
存，村级经济发展不平衡。长期以来，部分
村书记“不会干”“能力弱”等问题较为突
出，有的经济强村书记对跨越发展缺少创新
思路，有的特色产业村书记不会发挥传统优
势壮大规模，有的薄弱村书记对村级发展一
筹莫展。

从去年起，新泰市开始对村书记进行分
层分类培养。根据村集体收入、村级优势产
业发展等情况，将全市916名村书记分为经
济强村、特色专业村和发展潜力村三大类，
通过分类培训、分类指导、分类交流，同类
对标、同类竞赛、同类评优等措施，推动村
书记队伍“提能”。

“支部书记的能力素质高低决定了村级
发展的快慢，我们实施分类培养，主要是为
村书记搭建起学习、交流、合作、竞争的平
台，通过分类培训提能力、分类指导开方

子、分类交流鼓干劲，引导他们比学赶超、
突破跨越。”新泰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桑民
说。

精准化培养促提升

村级要发展，光有平台还不行，还得有
“良方”。新泰市注重“量体裁衣”，为各
类型书记分别制定个性化培育计划，让他们
真正学其所需、学有所获。

新甫社区书记张保举对此感受深刻。
1979年生人的他，已在社区摸爬滚打十余
年，是城市社区发展的见证人。现在该社区
已成长为全市的经济强村，如何再进一步？
张保举犯了难。

去年，新泰市组织了一系列高端化培训
交流活动，张保举作为强村代表跟团实地考
察了河南省南街村和干河陈村后，思路大

开，想到利用手头的资源搞建设。这不，他
借鉴干河陈村的发展经验，整合辖区医疗资
源、教育资源，准备在社区建设一个邻里中
心。

当然，社区搞建设不是一拍脑门就能
干。为避免“一个方子吃药”，新泰市聘请
了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专家担任“发展顾
问”，帮助20个经济强村制定了发展规划。
前不久，专家组刚刚对新甫社区的邻里中心
规划提出了建设性意见，令张保举受益匪
浅。

经济强村的培养注重高端，而特色产业
村的培训，更突出专业化。天宝镇西羊舍村
支部书记崔吉建深有感触。去年，他参加市
里组织的蔬菜种植培训班，成为该村蔬菜产
业发展的“明白人”，他认识到土地流转的
好，如今带领全村完成土地流转上千亩，蔬
菜品牌响全国。

相较而言，无任何产业优势的薄弱村在
发展路子上遭遇瓶颈。如何帮它们走出困
境？新泰市积极组织弱村书记到外参观学
习，探索“边角经济”、土地流转、设施农
业租赁等村级增收路子，通过落实领导干部
包保、选派“第一书记”等措施，强化指导
帮扶力量，促进村级发展破题。

石莱镇北官庄村就是成功典型。去年该
村集体将1000多亩山岭地进行流转，引进了
山东泰茶生态观光茶艺园项目，既增加集体
收入24万元，还解决了500多名劳动力就业问
题，实现了集体和农民“双增收”。

公平化竞争激活力

“加快村级发展，既得让村书记提能
力，更得为他们鼓干劲。”新泰市委组织部
副部长田军说。

从去年起，该市组织全市村书记根据本
村经济发展情况，立足全国、全省、全市，
合理选择先进村作为追赶“标兵”，找准差
距、努力达标，力促先进当标杆、后进争先
进。

在同类村中组织发展指标竞赛，让村书
记一较高下。对全市20强村重点比增幅、比
税收、比民生；对特色专业村重点比增量、
比产业、比服务；对薄弱贫困村重点比增
收、比项目、比进位，做到指标量化、考核
细化。每半年进行一次排名，激励村书记同
台竞争，形成了你追我赶的良好氛围。

“过去，我们几个村书记聚在一块闲谈
的多，现在我们碰到一起，句句不离村级发
展。”张保举深有感触地说。

为鼓励村书记创先争优，新泰市还拿出
“真金白银”助推村级发展，市级设立1000
万元党建基金，各乡镇配套设立50万至100万
元党建基金，专项用于奖励优秀村书记和扶
持村级发展项目。现在，该市通过“分类培
养”，紧抓支部书记这个“关键人”，取得
了推动全盘的明显成效。去年全市新增特色
种植调整面积3 . 2万亩，新发展现代农业园
区16个，建成聚集型农村社区79个，农民人
均纯收入同比增长9%，村集体收入增幅达
25%，目前已全部消除集体收入5万元以下
村。

变大水漫灌为微灌滴灌，变填鸭教学为因材施教———

新泰分层分类精准培养村书记

□记者 彭辉
通讯员 王波 张小寒 报道
本报威海讯 不久前，新疆油田使用新

型采油方式的两口试验井出油成功，输送这
些原油的井下管道，出自威海市文登区一家
仅有百人的小企业。

“传统油气输送管道是金属钢管，安装费
用高不说，还存在接头多、耐腐蚀性不强、运
输成本高等硬伤。我们研发的非金属管材，不
仅性能能够替代金属管，耐高温高压、抗腐
蚀、无接头，而且使用寿命达到30年，综合成
本能降低一半。”文登鸿通管材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吕召军介绍说。

围绕“新产业、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为
特点的“四新”经济，文登大力引导中小企业对

标行业领导者，实施“关键技术提升计划”，争当
在国内细分市场占有率第一的“隐形冠军”。在
每年拿出不低于3000万元投向“百家中小微企
业梯次成长计划”的基础上，针对重点培育企业
在融资、市场、技术、人员培训等方面存在的问
题和需求展开全方位服务和指导，15家企业迈
入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行列。

引进世界顶尖人才，用科技创新赢得市
场。金太阳光热发电有限公司引进约翰·文博
士，用简易方式完成玻璃金属封接，以及世界
领先的吸收膜与反减反射膜，是他们在太阳
能光热发电领域的技术突破，企业创建仅六
年就成为国内唯一一家拥有百兆瓦商业电站
的高温集热管供货商，成为全球三大太阳能
光热发电关键部件尖端技术的拥有者之一。

“对不久前在美国中标的商业电站项目来说，
利用太阳能发电效率每降低1%，企业就会减
少300万欧元的收入，所以在技术、质量上都
必须是绝对顶尖的，如果不是世界前三名，根
本无法进入业主邀请投标的名单里。”约翰·
文自豪地告诉记者。

扶持小企业长成“隐形冠军”，文登的鼓
劲措施从未停止，“一企一技术”就是重点扶
持推进举措之一。“全区中小企业‘一企一技
术’研发中心和创新企业已经达到了32家，其
中去年一年就新增了14家，这也充分说明了
政策支持的力度在进一步加大。”文登区中小
企业局副局长丛永健说。

在政府倾力扶持下，企业的创新活力进
一步激发。鸿通管材每年至少要拿出超过销

售收入的10%用于新品研发，并设立创新工作
奖，鼓励员工大胆创新。他们还建设了高标准
的工程技术研发中心、院士工作站，密切产学
研合作，专攻高科技石油管材研发。

通过技术创新，鸿通管材牢牢把握住了
国内非金属管材行业的话语权，研发生产的
高压高温塑料合金防腐蚀复合管材、纤维增
强聚合物挠性连续复合管及生产关键技术与
应用等，经省科技厅组织的科技成果鉴定已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如今，鸿通管材不仅成为
各大油田的重要管线合作商，油田在用管线
超过2万公里，而且成为3个国家行业标准的
制定者，承担的“海洋深水非金属材料复合管
研制”项目是威海市海洋装备领域以企业为
主体承担的第一个863计划项目。

鼓励中小企业瞄准专精特新，提高细分市场占有率

文登企业靠独门绝活夺“隐形冠军”

□姜言明 报道
新泰市邀请专家到现场逐村指导。(资料片）

□通讯员 李荣新 刘美芳
记 者 王福录 报道

本报滨州讯 “不用种地，今年春节俺又领了500元的
‘红利’，这已经是第4个年头了。”3月8日，滨城区市中街道
五里居委会50岁居民王培文谈起土地流转带来的效益，开
心地说。去年腊月二十三，是五里居委会土地流转“分红”的
大喜日子，710口群众齐聚居委会办公室，在35 . 5万元的土
地流转费领取表上签上名字后，每人领到了500元钱。

市中街道五里居委会是滨城区的城郊村，700余亩耕地
靠近黄河，土质好、水浇条件便利，有着得天独厚的种植优
势，成为土地经营大户眼中的“香饽饽”。虽然有优势，由于
每口人分地少，每人只分到9分地，居委会的年轻壮劳力纷
纷进城打工，土地只有留守妇女和老人来种，经济效益很不
好。看到电视、报纸上刊登土地流转信息的居委会党支部书
记王连顺，萌生出进行土地流转的想法。经过召开党员群众
代表大会，大伙一致同意流转。2012年3月，居委会发布信
息，350亩土地进行集中对外流转。

目前，该街道严格按照“村居面试，街道签约”模式开展
土地流转，共有18个村流转土地2929亩，共与32户经营业户
签订流转合同，主要从事苗木花卉种植、观光采摘园区、养
殖等行业。在街道把关下，涌现出万绿高效农业示范园、金
天地生态农牧有限公司等7个农业附加值高、带动能力强的
农业龙头企业，就地解决就业500余人，户均增收300元。

村居面试筛选 街道合同把关

滨城区市中街道

土地流转有了“双保险”

□宇鸿 玉胜 郝坤 大伟 报道
本报乐陵讯 3月11日，冀鲁边区革命网上教育基地正

式建成上线。民众足不出户，通过鼠标和键盘即可领略冀鲁
边区革命纪念园的风貌，了解那段血雨腥风、可歌可泣的历
史，感悟老区军民不屈不挠、顽强斗争的革命精神。

登录冀鲁边区革命网上教育基地可以看到，网站共分
为边区概况、网上纪念馆、边区人物、边区事迹、文物展示、
文化传承、新闻动态、互动专区等8个栏目，收纳了抗日战争
时期冀鲁边区涌现出来的模范人物和英雄故事。其中，网上
纪念馆通过360度全景技术，全方位、多角度展示现场情景，
使浏览者身临其境，增强了网站教育效果。

冀鲁边区是全国著名的抗日根据地，是抗战初期形成
的山东六大战略区之一。乐陵是冀鲁边区的核心区，2014
年，该市将原“乐陵挺进公园”、原“乐陵革命纪念馆”迁入位
于枣林腹地的“枣乡红韵”红色文化体验区，并依托“枣乡红
韵”红色文化体验区，将“乐陵挺进公园”更名为“冀鲁边区
革命纪念园”，将“乐陵革命纪念馆”更名为“冀鲁边区革命
纪念馆”。

冀鲁边区革命

网上教育基地建成上线

□记者 李梦 通讯员 王先明 孙洪锋 报道
本报茌平讯 离济南只有一小时车程的茌平县博平镇

南丰桂园区，是当地最大的蔬菜大棚采摘园，每天超过万名
游客前来采摘蔬菜。

3月23日，在茌平县肖庄镇鑫岳采摘园9号大棚里，来自
聊城大学东昌学院教师张成明沉浸在乡土乐园中。“瞧，新
鲜的黄瓜菜顶花带刺，好新鲜。”

“采摘园的蔬菜在生长过程中，全程实行绿色有机生
产，不用化肥，蔬菜长势慢，结实质好。”丰桂园区负责人王
华昌介绍。“为了提高旅游采摘绿色无公害知名度，县乡农
技部门管理人员每周上门查看施肥录像、记录，定期检测大
棚土壤肥料达标情况，18家采摘园区实现了县乡农技部门
监管监控绿色施肥程序，并把蔬菜检测表、肥料达标检验报
告张贴到园区显眼位置，保证了全县旅游采摘信誉。”茌平
县农业局负责人张宗军介绍。

另外，该县还投资500万元，在园区铺设了标准化柏
油路，市民开车走下公路不足10分钟，就能到达任何一家
采摘园区，方便游客观光采摘。目前，全县20家采摘园区
已接待游客40余万人次，安排农民就业700余人，实现增
收800万元。

茌平蔬菜采摘园待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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