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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宋学宝 郑颖雪

脱贫攻坚战役打响以来，潍坊市充分发挥
畜牧养殖大市优势，统筹全市畜牧系统力量，
组织实施“六畜兴旺”工程助力脱贫攻坚，科学
制定规划，狠抓措施落实，畜牧产业精准扶贫
取得良好成效，去年以来已带动836户1750人通
过发展畜牧业实现脱贫致富。

龙头企业带动，贫困户脱贫

昌乐县鄌郚镇北冯家沟村75岁的徐志良说
什么都不会想到，被贴了大半辈子“贫困户”标
签的他竟然成了村里“挣钱最多的老人”。来到
徐志良家，他指着院里的新房告诉记者：“这南
屋是去年才加盖的，月台也是去年新起的，屋
里的地面也修成了水泥地面。”

徐志良生活的改变发生在2013年4月，山东
阳春羊奶乳业有限公司的奶山羊养殖合作社
发展到了北冯家沟村。针对一家一户单打独斗
发展养殖形不成规模、市场不好找、收入没保
证的现实情况，潍坊市畜牧系统逐村分析贫困
村基础条件和优势，积极引导畜牧龙头企业投
入到扶贫中来，与养殖贫困户结成利益共同
体，以此带动贫困群众脱贫增收。

在潍坊市畜牧系统的带动下，山东阳春羊
奶乳业有限公司创新实行“公司+基地+合作社
+奶山羊村+银行”的五位一体“阳春扶贫”模
式，寻找到了公司效益同农民脱贫致富的最佳
结合点，探索出了“产业依托、龙头带动、市场
主导、快速脱贫”的阳春模式。没有资金，公司
联合银行提供贴息贷款；没有技术，公司统一
提供技术；羊奶没有销路，公司以高于市场价
签约回收……阳春羊奶为农民发展奶山羊养
殖提供了保障，解除了养殖户的后顾之忧，解
决了贫困群众发展畜牧业脱贫致富过程中遇
到的众多问题。

“投资小，厂家保证回收羊奶，投资当年就
能见到效益”，厂家的承诺让徐志良最终下了
养羊的决心。“我现在养着9只产奶羊，羊奶3块
钱一斤回收。一年下来，毛收入3万多元，刨除成
本，还剩两万多元。”徐志良告诉记者，在村里
的老人里边，他绝对是挣钱最多的。

据测算，加上羊绒等附加产品收入，一只
羊的综合收益每年能够达到2500元。目前，阳春
乳业为养殖户提供9000多万元担保贷款，建成
规模养殖基地21个，发展奶山羊合作社57个，奶
山羊村260个，奶山羊存栏量达40余万只，带动
近万名贫困群众实现了脱贫致富梦想。

合作社带动，特色养殖收益高

“党支部+合作社+贫困户”的扶贫模式，是
立足潍坊产业优势，通过把贫困户纳入产业化
经营链条，促进贫困户持续稳定增收脱贫致富
的主打产业扶贫模式。潍坊市畜牧系统大力实施
畜牧合作社、家庭牧场培育工程，重点培育畜牧龙
头企业22家、畜牧合作社67家、家庭牧场45个、农
牧循环发展经营主体50家。这些养殖业新型经营
主体，成为带动群众脱贫致富的重要力量。

安丘凤舞山孔雀养殖专业合作社，通过提
供技术服务、吸引贫困户入社打工等方式，带
领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合作社对有养殖能力、
愿意养殖孔雀的贫困户，免费发放孔雀苗，并
提供“统一技术服务、统一投入品管理、统一动
物疫病防治、统一市场运作、统一资金管理”的
五统一服务。合作社在发展养殖的基础上，成
立了安丘市永久祥工艺制品有限公司，主要制
作销售动物标本、加工羽毛制品，吸收贫困户
加工制作孔雀羽毛扇子、孔雀羽毛耳坠、孔雀
羽毛头饰等工艺品，实现了贫困群众入社发展
生产、入股分红、打工创收等多种参与途径。目

前，已带动马家寨庄村22户44人全部脱贫。
曾是临朐县冶源镇巩家桥村致富能手的

聂象波因病致贫，连续几年时间闭门不出。在扶
贫部门的帮助下，他发现目前玄凤鹦鹉在市场上
供不应求，于是，他养殖鹦鹉等观赏鸟，并成立了
巩家桥观赏鸟养殖合作社，实行“品种创新、技术
推广、高于市场价格收购、畜牧部门技术指导”运
营模式，该养殖基地不到一年就实现收入20多万
元，聂象波年纯收入6万元，村集体拿出收益部分
的30%发给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户。

项目带动，“托管奶牛”助脱贫

畜牧系统把发展产业项目作为脱贫攻坚
的重要举措，综合考虑贫困人口分布和畜牧业
发展实际，重点在山区发展畜牧业项目，通过
项目建设与精准扶贫同步推进，在推动全市畜
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的同时，带动帮扶贫
困户脱贫。去年以来，累计投入扶贫资金576万
元用于发展畜牧项目。

临朐县柳山镇辛庄村，由于位置偏僻，一
直没有合适的发展路子，贫困人口相对较多。
村民崔兰英今年80岁，老伴去世早，大儿子没有

劳动能力，二儿子在家种地，家庭主要经济来
源就靠种的二亩地的花生、玉米。10年前，她也
盘算通过奶牛养殖增收致富，但没有任何养殖
经验的她尝到了苦头。

辛庄村很多村民都有养殖奶牛的传统，但
由于技术落后，规模小，以前分散的养殖模式
制约了村里奶牛养殖产业的发展。

临朐县畜牧局奶业管理办公室主任郭成
亮告诉记者：“通过依托国家粮改饲示范县项
目，为辛庄村争取到产业扶贫资金46 . 8万元，结
合项目要求，购买了36头优质荷斯坦奶牛。”
奶牛被放到兴备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玉强
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实行“奶牛托管”。
畜牧部门抽调畜牧技术骨干组建脱贫攻坚
“技术服务专家团”，到村到户进行跟踪服
务，围绕圈舍规划设计、品种改良、饲养管
理、疫病防治、资源利用等方面提供信息和
服务。辛庄村51户贫困户以奶牛入社成为合作
社成员，连续5年每年每头奶牛固定分红3500
元，实现了长效稳定脱贫。

“现在不用我们管理，省了不少心，年底还
有分红。”项目落成后，崔兰英被吸纳为合作社
社员，成功脱贫。

□记者 郑颖雪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记者近日从潍坊市旅游发展委员

会获悉，潍坊市决定在4A级旅行社率先设立首席
调解员制度。

据了解，旅游首席调解员制度是新形势下解决
旅游矛盾纠纷的重要机制之一，对维护旅游市场秩
序和推动旅游企业依法经营和诚信经营发挥着重要
作用。首席调解员熟悉旅游相关法律，有较强责任
心和沟通能力，热爱纠纷调解事业，能够在第一时
间公平公正解决旅游纠纷，对维护潍坊市旅游经营
者和旅游者的合法权益，推动旅游市场健康有序发
展将起到重要作用。

□记者 冯砚农 通讯员 宋世海 报道
本报潍坊讯 今年以来，坊子区以新老城区为

重点，全面开展城市违法建设专项整治行动，现已处
理存量违法建设12 . 97万平方米。

专项整治行动由坊子区城管执法大队牵头，组
织国土、规划、住建、房管、凤凰街道、坊城街道等部
门对全区违法建设进行了排查摸底。随后，由区城管
执法大队联合国土、规划、凤凰街道、坊城街道等各
方面力量，开展集中拆违治违行动，消除违建存量。

截至目前，这个区已处理存量违法建设建筑面
积12 . 97万平方米，其中，拆除2038平方米，通过处罚
整改的建筑面积12 . 77万平方米，累计查处进度已完
成任务量的43%。

□记者 张蓓 报道
本报潍坊讯 历时近一个月的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于日前结束。在山东代表团中职学校夺得的
40枚金牌中，潍坊市获得17枚，占总数的42 . 5%，
实现连续8年名列全省第一,充分展现了潍坊市作为
国家级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试验区的实力。

2017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由教育部、人社
部等37个部委、单位联合举办，共设19个分赛区、
万余名选手参赛。潍坊市作为分赛区之一，承办了
“现代模具制造技术、工业机器人技术、服装设计
与工艺、汽车营销”4个项目的比赛。

■ 脱贫攻坚看潍坊

龙头企业、合作社、扶贫项目齐带动

潍坊：“六畜兴旺”工程助力脱贫攻坚

□ 本 报 记 者 都镇强
本报通讯员 郑 鑫 崔明军

昌乐县五图街道邓家庄小学的孙红是一位
刚刚入职3年的年轻教师，也是两个孩子的妈
妈。她潜心教学研究，跨年级任教数学、英语、科
学3个学科，连续3年各科教学成绩均列全县前
茅。不久前，孙红被学校任命为该校教导处副主
任。“素质能力、教育质量面前人人平等。孙红老
师的成绩在那里摆着，干的活人人都能看到，我
们的老师对此都心服口服。”邓家庄小学校长何
吉洪对学校的人事安排底气十足。

像孙红这样的业绩突出者被推上专业引领
岗位，这只是昌乐教育用人机制改革的一个缩
影。着眼于培育一支业务精、能力强、善管理、活
力足的教育教学专业管理队伍，昌乐县结合教
师绩效考核结果综合运用，明确提出以教师专
业水平和教学业绩为主要依据，坚持“专业人干
专业事”“合适的人干合适的事”，对那些在实干
中做出业绩的，坚决打破“论资排辈”，不拘一格

予以重用。全县以学校为单位，将分学科或相近
学科设立“N个教研室”，下设学科备课组长数
名，通过竞争上岗、公开遴选，鼓励更多教学管
理骨干脱颖而出，成为当前教学研究主力军，也
为全县教育持续发展储备高质量管理人才。

以前，学校教学管理，长期单纯靠教师良心
行为，或谓依赖教师职业自觉而进行的管理，经
常造成教师职业责任感缺失和精准激励约束不
到位问题。据统计，昌乐县拥有高级职称教师
621人，坚守一线教学的496人，占不到八成；还
有部分高级教师尽管身处一线，但大多转任音、
美、品社等所谓“小学科”或非考试学科，承担较
少工作量，高级教师应有的专业引领作用没有
充分发挥出来。另外，因为缺乏精准评价机制，
在教师职称评聘、干部提拔任用等过程中相对
容易出现不公允现象。

实践证明，没有科学的评价标准，就难以真
正激发教师自我发展的动力；没有教师队伍的
潜心育人和责任担当，全面落实党和国家教育
方针，全面提升教育质量就是一句空话。

截至今年5月份，昌乐县54所学校制定了40
个《教师绩效考核方案》，全部通过教职工大会
或教代会表决通过，平均满意率为97 . 6%，其中
全票通过率达到了55%。考核方案突出业务能
力和师德素养两大核心，用好工作量、教育质
量、师德表现“三把尺子”，是昌乐县教师绩效考
核标准的主要把握和政策遵循。

以教师工作量标准制定为例，昌乐县实验
小学把编入课程表、列入正课、每班45个学生、
每节课40分钟作为1个标准课时，一名教师一周
完成的标准课时数确定为1个标准工作量。对应
各科基础标准课时数，语、数、英学科为12节，品
社、科学为14节，其他为16节。不足或超出标准工
作量的部分，分别按语、数、英标准课时数量12
节，品社和科学标准课时数量14节，其他学科标
准课时数量16节的办法减少或增加周工作量。

教师工作业绩不仅体现在工作量上。在工
作量实现可核定基础上，各学校对校内各类人
员其他工作业绩进行了进一步细化和具体化。
比如，昌乐特师附属小学则将教师团队教学成

绩“打包”，按比例纳入个人教学成绩量化，与此
同时，突出教师专业化导向，把学习培训、课题
研究、公开教学、学生社团辅导及相关荣誉称号
获得情况一并纳入业绩量化“篮子”，教师专业
发展的导向性更加明确。

教师绩效考核考出了士气，考出了干劲。教
师心气顺了，干劲足了，主动寻找工作量争上一
线教学岗位的多了。据悉，昌乐县教育局今后每
年七一前后、教师节、春节，都将分层组织开展
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
优秀教师、教学能手、师德标兵等评选表彰，在
政治上、待遇上向那些业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
倾斜，在全县教育系统党员干部和教师队伍中
营造起你追我赶，比学习、比能力、比奉献、比业
绩的干事创业新气象。

“推进教师绩效考核管理，只是我们质量提
升机制的核心举措之一。我们将不断探索完善
一系列体制机制，全面提升教育质量，促进学生
全面发展、健康成长。”昌乐县教育局党委书记、
局长任瑞成说。

突出业务能力和师德素养

昌乐推进教师全员绩效考核管理

4A级旅行社

设立首席调解员

坊子处理存量违法建设

近13万平方米

潍坊在全国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上斩获17枚金牌

□通讯员 单景龙 王帅 报道
本报潍坊讯 山东省医师协会近日组织开展了

第七届“山东省十佳医师”系列评选表彰活动，潍
坊医学院附属医院皮肤科主任刘国艳教授荣获“山
东省十佳女医师”称号，肝胆胰外科主任李世平教
授荣获“山东省优秀医师”称号。

此次活动经过层层推荐筛选，由山东省医师协
会组织评审委员会评审，旨在弘扬当代医师救死扶
伤、爱岗敬业、乐于奉献、文明行医的精神风貌，
促进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实现“健康中国”的目
标。

潍医附院两医生

受到省医师协会表彰

□记者 张蓓 报道
本报潍坊讯 6月29日，由潍坊市经信委、商

务局、外侨办、清博大数据联合主办，北京恩源科
技有限公司、山东潍坊公众平台承办的“产业·文
化·活力·品质——— 中国(潍坊)城市品牌传播高端论
坛”举行。

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
家武家奉，人民日报研究部副主任丁丁，清博大数
据CEO郎清平等分别站在理论与实践的角度对城市
品牌建设、营销和发展等内容进行了阐述讲解。

中国(潍坊)城市品牌

传播高端论坛举行

聆听城市声音
触摸城市脉搏

□记 者 张 蓓
通讯员 韩 丽 报道

6月29日，潍坊市城市规
划艺术馆接待了一群特殊的参
观者——— 潍坊盲校的孩子们。
展馆将展项的“不可触摸”改
为“可以触摸”，在讲解员的
带领下，孩子们通过触觉和听
觉，用心灵感受这座城市的变
化。现场的每一个孩子“看”
得都那么认真，那么细心，他
们通过指尖去触摸、通过大脑
去想象潍坊这座美丽城市的样
子。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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