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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在2016年的寿光市教育综合评估中，杨庄
小学在全市100多所学校中排名第一。同时，
该校去年两次社会满意度测评都是100%。

杨庄小学是羊口镇一所农村小学，距离镇
区20多公里，这里的年轻老师连对象都难找。
“新来的教师想离开，老教师也想出去，教师
老龄化严重，抓好教育挺难。”杨庄小学校长
张金光说。

洛城街道浮桥小学在2015年寿光市教育综
合评估中，获得小学段第5名。在教育优质资
源丰厚的寿光市，历年来跻身前10名的学校大
都是在城区或者各镇街中心区的学校。浮桥小
学为何能够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

在寿光乡村学校采访时，记者注意到，偏
远学校的教育正在奋起直追，甚至已经迎头赶
上。

偏远学校迎来名师

“我们学校的提升，得益于这几年的‘支
教’政策。原来农村老师一年到头几乎很难有
机会听个像样的观摩课，课时多离不开。现在
天天都能和城区骨干教师面对面教研，还能得
到名师手把手的指导。”浮桥小学校长韩长海
说。

为优化教师资源配置，解决像浮桥小学
这样偏远学校师资力量薄弱的问题，从2012年
开始，洛城街道开启了“区域支教”工程。
“充分利用全街道的优秀教师资源，采取
‘多帮一’‘一帮多’等灵活形式，发挥骨
干教师的引领作用，实现了优质教育资源强
校弱校间动态交流。”洛城中心学校校长张
华国说。

3月28日上午，古城街道北洛小学，世纪
学校语文教师黄学慧正在上观摩课《乡下人
家》。教学对象是古城街道、田柳镇的小学语
文教师。这是小学语文“名师送课”活动的一
部分。前来的名师还有寿光现代学校的甄艳和
明珠小学的付海云。

“名师课堂朴实又精彩，既有对学生书写
方法、阅读技巧的点拨，又有对学生阅读习惯

的培养和习作方面的指导，充分体现了语文的
人文性与工具性。”北洛小学语文教师李美芳
说。

从2015年开始，羊口镇实施支教政策，从
考核、评优、生活待遇上向支教老师倾斜。
“通过科学设岗和有序竞聘，支教、轮岗的青
年骨干教师勇跃报名，带动了一批青年教师业
务素质的迅速提升。”羊口中心学校校长李洪
业说。

家门口学到先进经验

“听了城里教师讲的优质课，我觉得自己
讲得太多了，限制了学生的思考。今后，我要
增强教学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羊口中学英语
教师王楠说。

羊口中学多次组织骨干教师到杜郎口中
学、昌乐二中等学校观摩学习，多方借鉴名校
先进经验。羊口中学副校长陈涛说，通过与名
师对话，汲取先进经验，对教师成长起到了积
极的推动作用。

羊口新区双语学校与寿光市实验小学结成
帮扶学校。羊口新区双语学校教师吴红霞认
为，通过学习交流，有些宝贵经验一时还不能

完全应用于课堂教学，但理念的转变会潜移默
化地促进教师能力提升。

如今，洛城街道新区实验小学成为洛城教
育名校。该校2015年由4所小学合并而成，分别
是寒桥小学、韩中小学、牟西小学、营子小
学。除了寒桥小学教师结构、办学力量相对较
强外，其他3所学校均是“偏、弱、小”学
校。

“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我们得益于科研兴
校的强大助推力。”新区实验小学校长刘汉文
说。

自2013年9月起，洛城街道启动“专家引
领”工程，邀请各地教育专家作《教师专业发
展的路径》专题报告，引领教师专业成长。这
样的教科研活动连续开展了三个学期，覆盖各
个学科、融汇各种课型。临朐教研室周存良、
潍坊广文中学周洪涛、昌乐二中徐国敏等数十
位名师走进课堂，和全街道同科教师零距离对
话。近300名教师在家门口就直通了“名师课
堂”、“百家讲堂”。

教育就是真心服务

“爸爸，我在学校和老师、同学相处得很

好，你不用担心。”“最近老爸老妈总是吵
架，我很苦恼。”这是洛城街道新区实验小学
“亲情活动室”和“心理辅导室”内，学生们
吐露的心声。

该校是一所农村半寄宿制学校，有90余名
在校学生是留守儿童。为深化留守儿童教育保
护工作，每天中午，学校定时开放“两室”，
搭建留守儿童关爱平台。

“特殊学生，就要特殊关爱。我们要有这
样的教育情怀，勇于担当，关爱学生。”刘汉
文说。

在落实寿光市教育局“万名教师访万家”
和“走访慰问困难群众”活动中，洛城街道做
到“访出真实，摸清问题，行动帮扶”。

彭佳琪、彭琰姊妹俩，在这次“地毯式”
摸排、走访中受益。由于家庭变故，母亲离家
出走，只能靠年迈的奶奶抚养，靠政府低保和
乡邻的接济维持生活，姊妹俩一直没有上学。

张华国得知情况后，立即责成有关人员实
地了解情况，由新区实验小学负责接收彭氏姊
妹免费入学、免费午餐，并协调寒桥社区服务
中心，按照帮扶“一揽子”原则，一次性解决
了老人生活、孩子就学这两个“老大难”问
题。

城乡手牵手 教育齐步走

乡村偏远学校如今迎头赶上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3月31日，寿光市洛城街道党工委召开离
退休党员政治生日座谈会，为7名党员过政治
生日。有54年党龄的老党员于金池说：“过政
治生日，提醒我们党员要牢记党员身份，讲党
性，讲原则，牢记誓言，遵守党纪，不忘初
心。”

政治生日就是党员入党周年的纪念日。有
46年党龄的孙希顺，3月31日出生，又是同天入
党。孙希顺说：“为离退休老党员过政治生
日，是党建工作的创新，体现了党组织对老同
志的关心和爱护。”

据了解，今年以来，寿光市委老干部局在
全市离退休干部党员中实施“政治生日”制
度。“有效增强了离退休干部党员的身份意识
和责任意识，提高了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内
在动力，增强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寿光市委老干部局局长葛树涛说。

为保证离退休干部党员“政治生日”制
度化、常态化、长效化，寿光市委老干部局
制定并下发了相关通知，对全市离退休干部
党员入党时间、工作简历、入党志愿等基本
信息进行摸底统计，按照离退休干部党员入
党时间先后顺序登记造册，建立“政治生
日”信息台帐。对新退休的党员干部实行动
态管理，各单位每月将党员干部退休情况上

报市离退休干部党工委，便于做好信息登记
和台帐更新等工作。

党员政治生日座谈会上，于金池带领党员
重温入党誓词。

“每一次宣誓，都让我热血沸腾，觉得作
为党员的责任更重了。”于金池说。

寿光规定，离退休党员过政治生日，有
“五个一”规定必选动作。具体是：发送一个
“政治生日”祝福、赠送一份“政治生日”礼
物、重温一次入党誓词、进行一次谈心谈话、
发表一次自我感言。

寿光市政协离退休老党员姜洪佩说：“这
是我入党后第一次过这样一个有特别意义的生
日，深受教育，深受鼓舞，又一次经受了精神

的洗礼。”
年老体弱、行动不便的离退休干部党员，

由所在党支部成员上门为其过“政治生日”，
实现“政治生日”全覆盖。寿光鼓励各党支部
结合实际创新“自选”动作，不断丰富“政治
生日”的内容和形式。目前，已在圣城、洛
城、教育局、公安局、国土局、交通局等镇
街、单位进行推广。

寿光市交通局退休干部党员潘景龙过“生
日”时在外地，他通过视频连线参与了集体
“政治生日”活动。潘景龙在感言中表示：
“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要发挥好党员作用，
做自觉学习、勤俭节约、关心国家大事的模
范。”

老党员过上“政治生日”

□ 本报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4月5日上午，寿光洛城街道东斟灌村，大
棚彩椒种植户李宝先摘下一个红彤彤的彩椒让
记者品尝。这个彩椒清脆可口，还有点甜味。
“好土才能种出好菜。”李宝先说。他伸手抓
了一把土，轻轻一捻，土壤从指间簌簌落下。
李宝先告诉记者：“你看，土壤上有蚯蚓爬过
的痕迹，地里也有很多的蚯蚓。”

这里是老棚区，种了20多年，土壤存在不
同程度的板结。2014年建新棚时，担心土壤不
好，李宝先在地里撒了20公斤生物菌肥和两吨
微生物有机肥，还用了沤制好的稻壳鸭粪。
“这样一养地，当年的彩椒，8000棵苗子没有
一个死的。”李宝先说。

李宝先用的生物菌肥和微生物有机肥，都
是寿光市政府集中招标的。微生物有机肥的市
场价每吨在2500到3000元，招标后价格降为
1000到1400元，财政上每吨再补贴300元。

“十二五”期间，寿光累计投入4000万
元，实施沃土工程，对需要改良的28万亩大棚
蔬菜土壤全部进行了改良。现在，寿光已经启
动了第二轮的土壤改良工作，计划再利用5年
时间，市财政每年补贴800万元，对需要改良
的土壤再改良一遍。

大水大肥，土地被“呛”

稻田镇东庞陈村大棚户陈亮主要种植大西
红柿和黄瓜。“最初，用点肥料产量就蹭蹭上
涨。我就以为，想要高产出就得加大化肥的用
量。当时建一个大棚的投入也要十多万元，谁
不想增加点产量，产出更多的蔬菜。”陈亮
说，施肥多时，一亩地用150公斤化肥。

2000年以后的数年时间，陈亮发现，自家
的土壤板结越来越严重，盐渍化现象也在加
剧，蚯蚓也都不见了。地随之越来越“馋”，
肥料、水分用得越来越多，产量却开始逐步下
降，周围蔬菜种植户“死棚”现象也越来越
多。陈亮疑惑：“肥料多了，蔬菜病怎么多

了，产量也不行了。”
寿光农业专家魏家鹏说，蔬菜生长速度和

阳光、温度密切相关。设施蔬菜大棚是人工营
造了一个夏天的环境，让蔬菜可以在寒冷的冬
季或者低温季节生长。棚内温度高，蔬菜生长
较快，产量也高，肥料需求自然比露天菜要
大，但菜农因为单纯追求高产量，容易过量施
用化肥，且大水大肥，土地被“呛”。

这些大水大肥环境生长出来的蔬果口感较
差。“瓜没瓜味、果没果味、菜没菜味”，社
会上逐步对设施蔬菜有了很多说法，一些消费
者也开始用脚投票。

魏家鹏说，大水大肥导致土壤有机质缺
乏，结块变硬，土壤活力不在。而大水漫灌的
方式导致地下水的盐分上升到地表，高温蒸发

后，留下了盐分，土壤含盐量越来越高。
为了应对这些情况，2010年，寿光制订了

《沃土计划示范工程实施方案》。自2011年开
始，推动测土配方施肥和新型肥料（微生物
肥、水溶肥）的使用，引导菜农科学施肥，逐
渐改良耕地质量，促进农民增产增收。

花钱少一半，地养好了

2014年，寿光在全市范围内增加了“沃土
计划”扶持力度。陈亮能以较低的价格买到政
府补贴后推广的生物有机肥。陈亮说，一亩地
一茬以前用150公斤化肥，现在只用政府补贴
的生物有机肥几十斤，再加上一些鸡粪，算起
来，花钱少一半，关键是“地养好了”。

孙家集镇石门董村村委会文书代金榜说：
“施用微生物肥料，没过多久土就松软了。去
年我两个大棚，用了800公斤微生物肥料、7箱
水溶肥、5桶促根肥，相比以前化肥少用了2/
3、鸡粪少用1/2。但菜长得更好了，产量增加
了15%左右，而且病虫害也少了。”

文家街道桑家营子村桑钢城的大棚，土壤
中也出现了蚯蚓。在土壤表层，密密麻麻地长
满了小蘑菇，满棚的西红柿在绿叶的衬托下更
显生机勃勃。在古城街道垒村郑坤明的棚里、
纪台镇玉皇庙村张全新的棚里、古城街道刘家
庄村杨秀云的棚里，土壤里也都出现了蚯蚓。

寿光市农业局提供的衡量土壤活力的专业
数据显示，沃土工程实施区的土壤物理性状和
环境得到了有效改善，土壤有机质由原来的
1 . 56%提高到1 . 71%，肥料利用率提高了15%以
上，土壤孔隙度由原来的48 . 3%提高到49 . 5%。

观念、成本制约土壤改良

“土壤有机质含量的恢复需要一个较长的
过程，所以土壤改良也相应需要几年甚至数十
年的时间。”寿光市土肥站站长赵明会说，
“有机质含量、土壤孔隙度、土壤容重等指标
距离健康土壤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

魏家鹏认为，不少农民“老把式”经验种
菜观念根深蒂固，化肥使用也有一些惯性，农
业推广存在技术难落地、百姓不接受等状况。
要想大面积推广生物有机肥，不仅要让菜农看
到有机肥的优点，还要让他们买得起。

“生物肥价格很高，政府竞标补贴后，使
用起来的成本才和使用化肥获得的产量持平。
但如果没有补贴，在地力可以保证的情况下，
大家肯定还是会选择使用化肥。”魏家鹏说。

寿光市农业局局长张茂海说，寿光将继续
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力度，力争到2020年，土壤
有机质含量提高到1 . 8%以上，肥料利用率提高
15%以上，蔬菜产量增加10%以上，逐步解决设
施蔬菜土壤中存在的各项问题，从根本上保障
农产品质量安全。

寿光持续实施沃土工程修复土壤

大棚里，久违的蚯蚓“复活”了

□石如宽 报道
洛城街道东斟灌村村民李宝先，在大棚里观察彩椒长势。

□石如宽 报道
羊口中学两名学生，正在学

校的读书角阅读。

□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报道
本报寿光讯 记者从寿光市物流园价格指数

检验检测中心获悉，3月27日至4月2日，寿光农
产品物流园蔬菜价格定基指数为117 . 10点，较上
周108 . 09点上涨9 . 01个百分点，环比涨幅8 . 3%。
蔬菜总体交易量环比减少6%，同比增长2%。

在监测的10大蔬菜类别指数8类上涨2类下
跌，其中上涨明显的类别是瓜菜类、白菜类、甘
蓝类，下跌的类别是根菜类、茄果类。

价格指数检验检测中心经理隋玉美分析，导
致蔬菜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有：全国范围内出现
大范围降温雨水过程，市场蔬菜到货量减少，加
上菜花、西兰花等大宗蔬菜陆续退市，供应趋
紧，菜价上涨明显；不良天气，特别是南方的连
续性降雨，使得蔬菜在采摘、运输过程中难度加
大，且收购价格出现一定程度上升，助推菜价上
行；阴雨天气对设施蔬菜生产影响显著，瓜菜类
蔬菜价格涨幅较大，对指数拉升起到了重要作
用。

蔬菜价格明显上涨

■中国·寿光蔬菜指数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您好，电动车请走非机动车道。”“现在
是红灯，请等一会儿再过马路。”4月1日上午，
寿光市圣城街与银海路路口，交通志愿者杨玉茂
正在指挥交通。

这个路口的4个交通平安岛都有交通志愿者
指挥交通。记者注意到，他们一边向车辆、行人
宣传文明出行的交通法规，一边帮助交警维护交
通秩序。

“当前，寿光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文明交通行为是一个城市的重要形象，也是全国
文明城市创建的关键一环。”寿光市公安局交警
大队公共关系办公室主任李昌福说：“行人、电
动车闯红灯、逆行、越线、过马路乱穿行等交通
违法行为，还不少。我们一方面加大了执法力
度，另一方面通过发动群众开展志愿活动，提高
市民文明出行意识。”

杨玉茂说：“个别市民闯红灯、逆行、跨越
护栏等交通违法行为，不仅影响了交通安全，而
且有损城市文明形象。交通志愿者通过参加文明
交通劝阻活动，让更多市民参与到文明行动中
来。”

2012年，寿光市公安局成立了文明交通志愿
者团队，并面向社会招募志愿者。现在全市已有
固定文明交通志愿者500余人，组织了3000多人
次的活动。

每次开展交通志愿者活动，李昌福都在微
博、微信上发布征集文明交通志愿者的通知，人
们自愿报名。经过交警培训后，志愿者才可以上
路执勤。

文明交通
志愿者达500余人

□通讯员 杨超 李长安 报道
本报寿光讯 日前，寿光纪台镇同兴村党支

部书记毛湘玉非法占地，受到党内警告处分。田
柳镇刘家桥村党支部书记刘乐德违反财经纪律，
受到党内警告处分。稻田镇孟家村原会计步玉霞
套取小麦直补款，受到党内警告处分。上口镇杨
家邵村原党支部书记杨东湘违反财经纪律，受到
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去年以来，寿光市纪委立足监督执纪问责职
能，在坚持中深化，在深化中坚持，严字当头，
露头就打，认真整治和查处侵害群众利益不正之
风和腐败问题，共查处问题320起，通报曝光典
型案件39批176起184人。

寿光实行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
题线索排查制度，对反映的线索进行分析研判，
按照属地管理和职能范围，向有关镇街区、市直
部门单位集中交办一批问题线索，限时办结。同
时实行“一拖二拖五”纪律审查联组办案办法，
成立4个纪律审查联合组，每个组由1个纪检监察
室、2个派驻纪检组、5个镇街纪委组成，集中查
处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严查侵害群众利益
不正之风

□通讯员 李秀生 李长安 报道
本报寿光讯 “我们发现市政务服务中心机

关党委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市政务服务
中心管理办权力运行及部门单位审批服务方面还
存在一些问题。我们把这些问题分门别类形成问
题清单，进行反馈。”寿光市纪委相关负责人
说。

今年以来，寿光按照省委、潍坊市委关于建
立市县党委巡察制度的总体部署，围绕“健全组
织快、建章立制快、展开工作快、取得成效快”
的目标要求，迅速行动，发挥巡察“利剑”作
用，推进责任落实，有序推进巡察工作。

针对市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效率不高、企
业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寿光市委专题部署巡
察组进驻，利用元旦后一个月的时间，对市政务
服务中心机关党委开展常规巡察，对进驻中心的
市直部门单位审批服务事项开展专项巡察。巡察
采取民主测评、问卷调查、个别谈话、走访服务
对象、受理来信来访、调阅文件资料等方式，深
入了解情况，累计发放并收回调查问卷198份，
个别谈话102人，走访企业23家，发现并梳理重
点问题3大类10个方面，向相关部门单位移交边
巡边改问题9个，其他个别问题16个。3月份，有
关部门召开巡察情况反馈会议，向被巡察单位党
组织进行了反馈，提出了整改要求。

晒出问题清单
落实主体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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