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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罗从忠
本报通讯员 董 欣

9月7日，在日照山海天旅游度假区实验
小学五年级的教室里，11岁的周涵正专心听
课。而一年前，他还是一所市区小学的学
生。周涵的家就住在学校附近的桃花岛村，
可以称得上山海天旅游度假区的“原住
民”。4年前，权衡当地与市区之间的教育资
源差距，周涵的父母选择了后者。

山海天旅游度假区教育局副局长马先艳
说，“每年总有七八名外流的学生回到我们
学校读书。而今年，光区实验小学一所学校
就有四五十名学生转入。”

山海天旅游度假区于2012年7月调整区
划，当时教育事业欠账较多。为尽快改变这
种局面，该区党工委书记王克军提出，“一
年打基础、三年上水平、五年创一流，全力
打造一流九年义务教育”的奋斗目标，决心
用五年的时间打造出全市一流的九年义务教
育，让山海天的孩子享受到与城里孩子一样
的优质教育。

近年来，区财政投入4个多亿，对全区中
小学、幼儿园进行新建、扩建，现在全区2所
初中，5所小学，8所幼儿园全部达到了省规
范化标准，在全市率先实现高位均衡。

“三免三补”

农村孩子享受“VIP教育”

“现在一块钱能吃点啥？在山海天，一
块钱就能让孩子吃得好，吃得放心。”9月7
日，马先艳介绍，全区小学生只要交1元钱在
学校就能享用4元钱的午餐，剩余的缺口将由
政府财政承担。全区5所小学、2所初中的学
生们均享受补助，其中初中生可享受5元午餐

标准。这就是山海天旅游度假区在全省率先
推行的“一元午餐”制度。

目前，山海天旅游度假区有近5000名中
小学生中午在校就餐，区财政每年出资近400
万元。与此同时，为提高就餐质量和安全，
该区在7处中小学全部配建了高标准餐厅，总
建筑面积达1000平方米，并统一出资为各学
校配备食堂工作人员，统一组织食材招标和
配送，统一制定食材验收、储藏、加工等操
作规范，全面实施了家委会志愿者全程参与
等制度。

区实验小学校长安秀红介绍：“学校约
有94%的学生家长选择让孩子在校用餐，首先
是1元午餐政策好，真正惠民；其次是家长都
很忙，可以安心工作；再次就是，价格比助
学园便宜，老师比助学园专业，1元钱午餐解
决的绝不是钱的事。”

“一元午餐”制度仅仅是山海天管委提
出的“三免三补”政策中的一项。“三免三
补”政策即免校服费、免课本费、免作业本
费，补贴午餐、补贴校车费、补贴座位险。
相比其他区县，山海天学生能享受很多“VIP
特权”，这部分财政投入一年近千万。以校
车补贴为例，区财政拿钱分担了学生50%的乘
车费用，最高每人每月100元，按每座补贴50
元的标准，帮校车购买了50万元/座的承运
险，保障学生出行安全。

小班化

为优质教育打下基础

“在我以前的学校，一个班50多人，我
坐在教室后边，老师都不一定能看到我举
手。”在新学校学习一年后，周涵认为自己
成为了“小班化”教学的受益者。

目前，山海天实验小学已经基本实现

“小班化”，每个班学生约30余人。安秀红
认为，学生人均占有的资源多少，是优质教
育的一项重要指标。“限定班额，教师可以
有更多的精力因材施教，为每个学生提供个
性化的教育，让学生全面发展。”

除了“小班化”教学，高素质的教师队
伍更是优质教育的保障。2016年，山海天旅
游度假区把教师每年3000元奖励性绩效增至
每年3600元。

今年夏天，山海天旅游度假区推行的
“区管校聘”工作，让教师由“学校人”变
为“系统人”，方便了区域内教师资源的统
筹与调配和教师交流轮岗的实施。

“各个学校严格把握岗位设置标准和岗
位设置数额、严格执行空岗补充制度和聘后
管理制度，既实现了学校和教师的双向选
择，又让老师们明确了岗位职责、目标考核
办法等，可以说“区管校聘”改善了学校与
教师的工作关系。”马先艳说。

山海天实验小学“80后”教师秦晓庆告
诉记者：“实行‘区管校聘’后，每个岗位
都有了明确的工作职责，压力转化为动力，
由‘要我干’变为‘我要干’，极大地调动
了我们教师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

山海天旅游度假区实施“区管校聘”的
同时，在岗位满额后再给每校补充10%的实训
岗教师，以方便学校的特色发展和机动调
配，为学校自主办学、特色办学提供了保
障。“最鲜明的例子就是，部分女教师面临
生产不得不暂时离开工作岗位，而具有同等
水平的实训岗教师就能立即顶上去。”安秀
红介绍。

不仅如此，区教育局制定了《中小学教
师素质提升工程实施指导意见》，规划了教
师素质提升达标项目，并通过教师素质达标
活动、教师论坛、校长论坛等形式，促进教
师整体素质提升。4年来有近500名教师获国

家、省、市级奖项。

互联网+

为课堂插上翅膀

山海天旅游度假区教育局副局长马先
艳，兼任青岛路中学的物理教师。她每天晚
上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登录“云·智课堂”智
慧教学平台，查看学生学习反馈。一旦发现
学生的疑难问题，她便马上录制讲解视频，
通过智慧教学平台推送给学生。“教师可以
任意选择推送对象，满足了‘因材施教’的
需要。”

“云·智课堂”打通了课前、课中、课后
3个时段，教师、学生的学习交流不再局限于
班级课堂，而是跨越了时空地域，使泛在学
习成为可能。通过即时数据分析平台，老师
和家长实时掌握学生的学习动态，关注学生
的成长过程。

山海天正在让技术悄然改变每个学校的
常态的课堂，改变教师的教学方式，改变学
生的学习方式，构建起“互联网+”环境下的
“人人通”课堂教学新模式。

山海天旅游度假区提出了“用信息化武
装教育”的口号，于2015年9月启动全区信息
化建设应用工程。除了“人人通”课堂教学新模
式，山海天利用教育云数据中心建成校车安
全管理系统，并在各学校教室安装高清摄像
机，实现课堂监管、校车即时跟踪、实时监
控、远程教研等。目前，山海天旅游度假区
初步建成个人、校、区三级教学资源库，实现教
学、课堂、安全、教育等管理的信息化。

今年6月，“云·智课堂”信息化教学模
式，被省教育厅选送到在青岛举办的国际教
育信息化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展，全省仅有6
家单位参展。

转走的学生又回来了
山海天中小学、幼儿园均达省规范化标准，在全市率先实现高位均衡

□记者 丁兆霞 报道
本报日照讯 日前，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

财政厅发文公布，日照市北京清大华创（日照）科技
孵化器置业有限公司——— 清大华创日照市高校毕业生
创业园被认定为山东省大学生创业示范平台。

据悉，北京清大华创（日照）科技孵化器置业有
限公司于2011年11月被日照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日照市财政局认定为日照市高校毕业生创业园。5年
来，该园区积极贯彻落实大学生创业扶持政策，搭建
创业孵化平台，不断提升创业服务水平，截至今年6
月底，在园区进驻的大学生创业实体为102家，带动
就业531人。

记者从日照市人社局获悉，今年以来，日照市深
入实施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引导扶持大学生实现以
创业带动就业。

不断加强创业平台建设，积极推进聊城路市级大
学生创业孵化基地建设，截至8月底，共组织入驻大
学生创业项目共60个。目前，全市共建设大学生创业
孵化平台18处，今年新增进驻创业实体402个，带动
就业1398人。

营造良好创业环境，发动自主创业大学生参加第
二届“中国创翼”青年创业创新大赛山东赛区报名工
作。组织推荐自主创业大学生积极参加“山东省第三
届十大创业之星”评选活动，日照市推荐的大学生创
业者安仲涛荣获“山东省第三届十大创业之星”荣誉
称号，并获省厅5万元的创业奖补资金。1-8月份，全
市新增自主创业大学生实体668个，完成年度计划的
66 . 8%。

日照一创业园成

省大学生创业示范平台

□ 本报记者 张健

鱼骨提取调味剂？不同口味的冰糖是如
何加工出来的？海藻如何进行深度研发？9月
5日，记者来到了日照国际海洋城，采访了辖
区内的三家企业。

“搅局”调味品市场

刚来到日照国际海洋城，山东悦一生物
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便端出试吃的酸菜面。

“这碗面里提鲜的不是鸡精，而是我们
用鱼骨和贻贝提炼生产的海鲜调味粉。”总
经理金凤说从2014年他们便与中国农业科学
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等共同完成了“骨素加
工关键技术装备研发与应用”成果，通过了
农业部组织的科技成果鉴定，被认定成果达
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同时，他们也作为行业
标准制定单位，参与了骨素行业标准的制
定，该标准已于2015年8月正式发布实施。

贻贝，又称海虹，作为全国最大的海虹
养殖和出口基地，日照每年的海虹产品远销
俄罗斯、韩国、泰国等国。据日照出入境检
验检疫局统计,2015年日照共出口海虹4431 . 43
吨,834 . 86万美元,出口占全国出口量的60%。

“日照有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但加工
产品主要是传统类型，加工方式粗放单一，
附加值低，缺乏高值化产品，经济效益差，
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金凤向记者介
绍，“随着水产品加工的快速发展，日照地
区每年可生产6万余吨鱼骨副产物，鱼骨中富

含胶原蛋白和其他营养物质、风味物质，是
优质的食品原料。目前，也多被转化为鱼骨
粉、饲料，经济价值没有充分利用。”

记者检索“海虹”二字，有这样一段描
述：因其肉味鲜美，营养丰富，干品含蛋白
质53 . 5%、脂肪6 . 9%、糖类17 . 6%、无机盐
8 . 6%，以及各种维生素、碘、钙、磷、铁等
微量元素和多种氨基酸，被人们称为“海中
鸡蛋”。《本草纲目》中记载贻贝有治疗虚
劳伤惫、精血衰少、吐血久痢、肠鸣腰痛等
功能，被誉为“平民版的蛤蜊”。

“这是与我们合作的孙宝国院士和朱蓓
薇院士团队，两位在食品科学研究方面都是
行业权威人士。”金凤指着墙上的合作仪式
照片告诉记者，山东悦一与中国农业科学
院、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多所院校建立了产学
研合作。该项目也于今年2月份被列入“2016
年省重点建设项目”。

他们又开发出鱼骨抽提物、鱼骨高汤、
鱼油、海鲜复合调味料等多种产品。可用于
肉制品加工、肉味香精、方便面调味包、速
冻产品、膨化休闲食品等食品加工的调味基
料，同时，也是火锅底料、餐饮等的天然调
味料。

海藻深加工项目即将投产

在日照国际海洋城，由山东港源海洋生
物工程有限公司预计总投资2 . 2亿元的海洋生
物精深加工及副产品综合利用项目已进入投
产前的准备阶段，工人正在现场进行设备的

安装。
项目经理李兵告诉记者：“目前项目已

建成一期海藻多糖生产车间、包装车间、海
藻肥车间及物流仓库、废水处理配套设施、
门卫室、厂区道路硬化、绿化等，配套服务
楼、原材料中转库已完成土建施工，生产车
间设备安装已完成90%，包装车间设备定制采
购工作也已完成。项目产品可以应用在医
药、食品、印纺、纤维级褐藻酸钠等领
域。”

据了解，该项目在采用多元化分离单元
控制工艺基础上，对工艺过程、精密控制等
方面进行了多项改进，包括水循环系统采用
多级套膜精密控制技术、水处理工艺采用磁
加载絮凝分离水处理技术以及全方位的自动
化控制技术。

“我们已申请了13项专利，并与全球最
大生物酶制剂公司——— 丹麦诺维信共同建立
了生物酶法海藻加工工程实验室，研发的生
物酶制取海藻多糖技术，在改造海藻产品性
能及海洋功能性食品领域达到国际领先水
平。”李兵介绍。

记者了解到，该项目全部建成后可实现
年产海藻多糖3000吨及衍生产品5000吨，解决
就业500余人。

“甜蜜”事业里的新花样

绿茶冰糖、栀子花冰糖、桂花冰糖……
在山东地正实业有限公司的会议室里，琳琅
满目、功能不同的糖整齐地排列着。“我们

与山东省营养协会、医学院进行科研合作，
打破传统使用模式，使冰糖和红糖多元化、
保健化。”公司董事长费洪军说，“我们取
得了国家第一批专项SC绿色食品认证，目
前，正在申请国家绿色标志。除了国内，我
们的产品销往了澳大利亚和印尼等地。”

为了拓宽食糖产品领域，山东地正还与
山东省营养协会、军事医学院、日照职业技
术学院达成初步科研计划，成立食糖研发中
心，采用无硫工艺，取传统白砂糖和赤砂糖
优点，研发食糖新品种，目前正在申请技术
专利。“我们还与各大医药生产厂家签订了
战略合作计划，生产医药绵糖和医药葡萄
糖，促使公司在制糖领域实现跨越性的发
展。”费洪军说。

在山东地正的合作客户名单里，不乏达
利园、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美伦
食品有限公司等行业龙头企业。目前糖厂一
期建设完成，产量可达10万吨，实现经济效
益7 . 5亿元。二期建设将增加40台全自动制糖
设备，建设医药糖生产线。建成投产后，预
计生产能力达到20万吨，产值15亿元。“全
面投产以后，我们的冰糖产量将位居全国前
列。”

“借助海洋优势，我们注重招引新兴产
业项目，目前已有8家企业在海洋城落地。对
于企业，我们提供保姆式服务，一对一跟
进，及时了解企业在建设运营过程中遇到的
困难和问题，积极协调解决，并引导企业走
科技创新之路，推动经济发展转型升级。”
日照国际海洋城经发局局长滕永茂说。

新兴特色产业入驻国际海洋城

鱼骨变身餐桌调味剂

大大 项项 目目 巡巡 展展 ④④
新新 亮亮 点点 新新 动动 能能

□记者 张健 报道
本报日照讯 9月8日，记者来到位于石臼港

区西港作业区内的中储粮日照仓储物流项目现场
时，18座大型筒仓尤为引人注目(右图）。

“项目分两期进行，主要建设53万吨仓容，
2条1500t/h的输送线、1条800t/h的火车散粮发放
线等附属配套设施。”中储粮油有限公司日照项
目办主任余未介绍到。从去年9月份启动一期建
设以来，该项目已完成投资1 . 91亿元。二期35万
吨项目施工单位已进场施工，计划2017年12月全
部建成。

记者了解到，该项目东距日照港散粮码头
1 . 5km，北距日照库现有库区1 . 2km。北边和西
边分别是日照港现有疏港大道上海路和北京路，
东侧紧邻即是日照港现有火车散粮发放作业场
地。

“项目建成后，将充分发挥出中储粮与日照
港各项资源的整体合力，对于提升港区粮食流通
效率，为日照港粮油业务板块做大做强，巩固
‘全国粮油集疏运中心’地位具有深层次的战略
意义。”日照市粮食局副局长齐超对记者说。

中储粮日照储备库

明年底竣工

□记者 栗晟皓 通讯员 许振东 报道
本报日照讯 9月20日，记者从日照海关获悉，

今年8月份，日照市进出口总值达88亿元，同比增长
22 . 9%，环比增长27 . 6%。其中，出口31 . 6亿元，进口
56 . 3亿元。

8月份日照进出口总值大幅增长，主要源于钢
材、汽车零配件出口量、出口额增长以及大豆和汽车
零配件进口量增长的拉动。据海关工作人员介绍，今
年以来日照市进出口贸易行情呈稳中向好态势，出口
量自5月份以来已经连续4个月实现正增长。其中钢
材、机电产品和农产品为出口主要商品，8月份钢材
出口额11 . 1亿元，同比增长67 . 1%，拉动出口总值增
长21 . 3个百分点；铁矿砂、原油、大豆等大宗商品为
进口主要商品，8月份大豆进口11 . 7亿元，同比增长
14 . 4%，拉动进口总值增长3 . 8个百分点。

日照出口额

连续4个月增长

□张健 秦博 报道
国庆前夕，日照港油品公司消防站组织站内消防

战斗员开展了一次消防技能比武活动。图为在“分水
器前水带更换操”的比拼较量中，一名队员奋力冲向
终点。

□记者 张健 通讯员 闫义陶 报道
本报日照讯 “通过古工船舶到德国参展的机

会，海洋装备产业园首次亮相国际一流专业展会。同
时，企业现身说法也为我们招商节约了成本、提高了
可信度。”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海洋装备产业园委托
园区特聘的招商顾问将招商宣传材料带往了第27届德
国汉堡国际海事展。

据了解，在9月6日-9日举办的汉堡国际海事展是
目前世界造船领域规模最大、层次最高、影响力最强
的海洋装备展览会，该展览会始于1963年，由德国汉
堡会展公司主办，德国造船及海洋技术协会、德国机
械协会、德国电子工业协会等协办，每两年举办一
届，每届平均有2000多家公司、企业及协会参展。

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海洋装备产业园自成立以
来，共落户推进了豪迈重工、赛诺环境科技、古工船
舶、尼罗重工等8个项目，总投资超过20亿元，全部
建成后可新增产值60亿元。尤其是日照古工船舶服务
有限公司总经理古连文自受聘以来，先后利用自己在
业内的良好人脉关系，多方宣传，取得了良好效果。

日照海洋装备产品

亮相德国

□记者 从春龙 通讯员 李晓飞 报道
本报日照讯 9月15日，日照市城区荷疃大集，

因逢中秋佳节，比以往更加热闹。熙熙攘攘的人群
中，几名穿制服的市场工作人员尤其引人注目。

针对新建改建市场投入运营后可能出现的问题，
东港区各街道、工商部门牵头，协调食药、卫生、行政执
法等部门建立了市场整治协调工作机制，成立了农贸
市场改造提升工作领导小组，建立了以属地管辖街道
为单位，工商牵头，食药、行政执法、卫生、环保等部门
协作配合的市场建设改造工作机制，制定了一系列市
场管理长效化、常态化政策措施。

截至目前，东港区新建改造开业的重点农贸市场
19处，建设面积达16万平方米，完成投资累计1 . 2亿元。

东港精致化管理

市民“菜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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