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环泽
本报通讯员 高 洁

10月30日，记者在枣庄市山亭区看到，农
村最好的房子是学校，全区设施最先进的是
学校。经过近几年埋头发展，山亭教育终于跃
出低谷，实现跨越发展，赢得了群众称赞。

区委书记毕志伟告诉记者：“十九大报告
中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
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为
革命老区、经济欠发达区，我们将贯彻落实好
十九大精神，把教育作为最大的民生工程来
抓，坚决不让一名学生掉队。”

4年投入10亿多元

地处大山深处的徐庄镇涝岭小学，一共
有6个教学班236名学生。记者看到，教学楼和
餐厅是新建的。课间，孩子们正在人造草坪上
踢足球。每间教室都安装了柜式空调，活动黑
板下面装有多媒体教学显示屏。

据校长王建华介绍，最近3年，区里投入
400多万元新盖了教学楼。学校建筑面积从过

去的1080平方米扩大到2960平方米。图书室、
微机室、舞蹈室、心理咨询室等功能室面积超
过教室，跟城里小学一样标准。

中午放学后，孩子们有序进入餐厅，每人
一份菜、两个馒头、一碗稀饭。王建华说：“每
名学生每月只须交80元，便吃得饱，吃得好。”

区教育局长高玉龙表示，近年来，区委、
区政府把学校建设列入政府“惠民实事”，教
育投入占财政收入近三分之一。区里把大班
额项目建设与教育均衡县创建相结合，4年先
后投资10 . 4亿元新建学校9所，改扩建学校14
所；购置电脑、“班班通”设备等12万台件；购
置课桌椅、音体美器材、仪器等22万套。

借力名校带动提升教育水平

上午10点多，在枣庄第四十中学初二二
班，记者看到一名中年人坐在教室最后一排
正认真听课。他是该班学生徐斌的父亲徐兴，
10月30日轮到他来班里助学。

据校长陆繁伟介绍，自从2014年跟枣庄
市第十五中学结对以来，借鉴十五中经验，开
展学生家长助学，每天两名学生家长到班级
轮值，跟学生一起听课、活动、用餐，使学校教
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今年9月份来四十中任教的孟猛等6名枣
庄十五中教学骨干，引入五环节教学、小组合
作竞学等先进教学模式，学生成绩明显提升。

截至目前，十五中先后有40多名教师在
四十中支教，与此同时，四十中也派出60多名
教师去十五中任教深造，交流互鉴中，四十中

教学水平大幅提高，从原来全区最差的学校
跃升为先进学校，在校学生由过去的321人增
长到现在的2160人。

1983年建区的山亭区，师资力量弱。如何
尽快提升教育水平？区委、区政府领导认为，
要开放办学，借力域内、域外优势教育资源。

实验小学是山亭教学质量最高的小学，
区里成立实验小学集团，将城区4所小学纳入
到该集团，目前，在校生达到7000人。规模化
办学，实现了教学观念、教学模式、评价标准
一致，规范化、精细化、品牌化满足了人们对
优质教育的需求。

“以前，我们想方设法把孩子往实小送。
现在再也不必为孩子上学舍近求远了。”这是
山城街道东山亭村学生家长周峰的心声。

去年，山亭区与全国十大品牌教育集团
之一的上海翔宇教育集团合作办学，翔宇全
面托管职业中专、全面接收翼云中学、智力扶
持十八中。

据统计，目前全区已有4所区直学校、20
所镇街学校、10所镇街教研室，与临近的市直
学校及周边滕州市8所学校、10所镇街重点学
校、10所镇街教研室合作办学，结对发展。区
内组建教育集团2个，组建学前教育联盟9个，
参与结盟学校突破80所。

打破城乡壁垒

教师交流常态化
33岁的顾伟是枣庄四十中初二年级三、

四班的英语教师，除了每周要在本校带10节

课，每周三她还要开车去20公里外的徐庄涝
岭小学教三年级英语。

记者看到，顾伟的寓教于乐英语教学取
得了成功，这些刚入校连ABCD还不会读的小
学生，现在已经能用英语进行简单会话了。

在涝岭小学，四十中的7名教师要在这里
进行为期一年的“走教”，弥补了该校英语、音
乐、体育教师的不足。

交流是双向的。地处城头镇的枣庄37中
办公室主任张景伦，作为候备干部到城里的
四十中挂职教英语。他告诉记者，一年多来，
四十中的分层教学、差生转化等教学方法和
德育教育、活动开展等经验受益匪浅，提升了
自己的教学和管理水平。

为破解教师结构不合理难题，区委、区政
府大胆改革，打破壁垒藩篱，出台多项规定，
鼓励城区教师到农村学校支教、农村教师到
城区挂职培训，让教育系统人才活了起来。

2014年以来，全区有762名教师参与城乡
交流，占专任教师总数的21%。另外，跨体制、
跨镇街交流调整、挂职锻炼教育干部57人次。

随着城乡交流的深化，全区建起4个名校
长工作室、16个名师工作室，通过学术交流、
科研互助等途径，带动129名首席教师、学科
带头人参与，辐射带动乡村学校473名青年教
师成长，改变了部分农村学校“无市名师、无
区学科带头人、无区骨干教师”的格局。

高玉龙表示，“我们计划用三年时间，争
取全区中级以上职称教师全部交流一遍，有
效缩小校际之间教育教学的差距，进一步优
化区域教育师资结构。”

4年投入10 . 4亿元，借力域外优势资源开放办学———

山亭：打造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高地

□记者 王兆锋
通讯员 郭长龙 马朝霞 报道
本报临清讯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壮大

集体经济，说到农民心坎上了。今年，我们
村整修村内大路10多公里，村内胡同铺设水
泥路面10多公里，预计投入130多万元，虽说
有上级‘户户通’补贴，可如果没有强大的
村集体收入，这些事情连想都不敢想。”10
月31日，临清市唐园镇李官寨村党支部书记
徐玉生说。

为壮大集体经济，李官寨村进行了探
索。随着村里黄金梨种植面积的扩大，村党
支部、村委会牵头成立了“临清康园进出口

贸易中心”，并申请注册了“康苑”牌绿色
食品商标。黄金梨种植户本着自愿的原则，
把黄金梨以市场价卖给贸易中心，贸易中心
再销售到全国各地。除去相关费用，每斤大
约有0 . 05元的利润，归村集体所有，这一
项，每年收入3万元左右。

徐玉生介绍，村集体另一个增收途径就
是利用110亩集体土地，进行小麦育种，麦
种比普通小麦每斤要贵0 . 4元，收获麦种后
可种大豆等经济作物，这一项村集体每年收
入20多万元。

村集体富了，群众享受到红利，村民的
新农合费用，村集体负担50%—80%，19户贫

困户新农合费用全部由村集体负担，村里孩
子考上了大学有奖励。村内的道路、照明、
绿化等基础设施有了极大改善，基层党组织
威望不断提高。

临清市因村制宜、一村一策，引导鼓励
人往基层走、钱往基层投、政策往基层倾
斜，探索出增加村级集体经济收入的“4+
3”模式。

在有资产的村居推广四种模式：集体土
地经营增收模式，把集体土地有偿承包给种
植大户、致富能人或个体企业。闲置土地挖
潜增收模式，充分整合坑塘、窑厂等闲置资
源，进行有偿转让、承包、租赁。集体资产

管理增收模式，抓好机井、水泵等各项集体
财产的管理，开源节流、保值增效，这是大
多数村居采用的形式。村居开发建设增收模
式，在城中村、城郊村、紧邻市场的村等地
理区位较好的村居，通过征迁改造进行村集
体经营开发，增加村集体收入。

在没有资产的村居推广三种模式：村民
土地流转增收模式，村集体把农户的土地流
转过来，再把流转过来的土地租给种植大户
或外来投资者，收取一定费用，流转出来的
差价收益作为村集体收入。特色产业带动增
收模式，围绕种植、养殖、加工等产业，村
集体领办、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村集
体企业，开展农产品销售中介服务，增加村
集体收入。旅游发展增收模式，在拥有丰富
生态文化资源的村居发展生态文化旅游。

目前，全市600个行政村中，有集体收
入的村350个，两年来总收入4600万元，村级
经济“造血”功能显著增强，群众得以共享
乡村振兴的红利。

如何多渠道壮大村集体经济

看看临清的“4+3”

□王宜琦 袁壮志 报道
本报威海讯 威海市文登区违法建设治理行动领导小

组加强信息沟通，建立新增违法建设每日“零报告”制度。
该区要求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

任，主动作为，对属地新发生的违法建设必须在第一时间
摸清数量、位置、面积等信息，报告已经采取的具体措
施，提出处置意见。无论是否有新增违法建设都必须实行
每日“零报告”制。

区直单位对发现的新增违法建设行为及时介入调查，
进行现场勘验，制作笔录，下达期限为1天的《限期拆除
违法建设通知书》，期限内没有拆除的，立即启动行政强
制措施，坚决将新增违法建设消灭在萌芽状态。

文登区违法建设治理行动领导小组每月召开一次违法
建设治理工作分析会，通报“零报告”制度落实情况，和
镇街违法建设治理进展情况，并针对各镇街上报信息，研
究制定具体治理措施，指导各镇街有条不紊地依法开展违
法建设治理工作。

实施“零报告”制度以来，文登区违法建设治理工作
实现了上下联动、全防全控、严查严管、不留隐患。截至
目前，文登区已拆除新增违法建设12起，共计233平方
米，有效遏制了违法建设蔓延的势头。

文登：新增违建查处

实行“零报告”制

□李明 张永民 报道
本报利津讯 11月1日，在利津县黄河故道湿地，成

群的天鹅在水面上嬉戏觅食，与湿地里的野鸭相映成趣，
构成一幅和谐的生态画卷（上图）。据黄河三角洲自然保
护区一千二管理站负责人王天鹏介绍，自10月15日首次发
现12只天鹅踪迹，到10月31日短短半月时间，数量已达560
只，较往年同期数量明显增多。

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一千二管理站地处刁口河流路
黄河故道，总面积72 . 85万亩，是东北亚内陆和环西太平
洋鸟类迁徙的重要“中转站”和越冬栖息繁殖地。

近年来，随着黄河故道湿地生态环境不断改善，到这
里的水鸟数量逐年增多，最多时有近千只大天鹅来此越
冬，成为大天鹅重要越冬栖息地之一。同时，还有东方白
鹳、白枕鹳、白琵鹭、灰鹤、豆雁等12余种珍惜鸟类聚集
于此，形成了鸟类和谐大家园。

首批大天鹅
飞临黄河故道湿地

关注义务教育均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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