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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忠德

2015年7月，青岛西海岸新区烟台前小学
新校竣工。时隔八年，这所因村居改造只能临
时外借校舍办学的村小掀开了崭新一页，学
校也随之更名为“凤凰岛小学”，并与区内传
统名校香江路第二小学实行一体化管理。

就在此时，走马上任、身兼两校校长的顾
玉利却遭遇到了两个“想不到”。

一个“想不到”让他踌躇满志。
“200米标准塑胶跑道操场、可以容纳300

多人同时就餐的餐厅、高标准建设的跆拳道
场馆……这样的基础设施条件，当时来看，就
是放在城区小学里也可以说是一流的。”顾玉
利告诉记者。

事实上，这样的“想不到”在如今青岛西
海岸新区已并不少见：2016年，该区公共财政
教育经费支出40 . 5亿元，比2015年增长9 . 1%；

向农村倾斜，近4年投入2 . 5亿多元提升体育设
施、多媒体、计算机、实验室设备、塑胶化操
场；对学生规模不足300人的村级小学按300人
核定公用经费；先后投入13 . 8亿元改、扩、新建
11所农村学校。

大手笔的投入还不仅仅体现在硬件上：
每年投入交通补贴7300万元，为农村学校
37000名学生开通411辆校车；安排3684万元用
于教师午餐补贴，投入1100万元为在镇（街）
学校工作2600名教师开通班车。

正当顾玉利踌躇满志之时，另一个“想不
到”却给他泼了一头冷水。

“2015年9月，学校开学，招生计划近300人
的我们，最终只有56个学生报名，硬件条件这
么好的学校，家长怎么就不愿意往这送孩子
呢？”顾玉利很疑惑。

事实上，农村小学普遍存在地处偏远、教育
资源薄弱、师资力量不足等问题，即使硬件建设

大幅度提升，学生家长对其信任度依然不高。
为改变这种情况，青岛西海岸新区创新“品

牌学校+薄弱学校”的联盟办学模式改革，最大
化释放品牌学校优势，顾玉利的“身兼两职”就
是由此而来，“联盟办学不仅仅是简单的复制，
而是向薄弱学校输出育人理念、管理人才、骨干
教师、课程等资源，做一个升级版。”

同时，西海岸还将全区91所小学划分为
11个教研联合体，37所初中划分为8个教研联
合体，通过信息化手段让优质教育资源共享
变得简单，新区教体局装备与信息技术办公
室负责人张林峡介绍：“新区成立了慕课联
盟，构建覆盖全区各级各类学校的信息化体
系，目前已有200多个学科协作组活跃在教育
资源网络平台上，产生了30000多个教案、课件
等优质教学教研资源，使偏僻学校的学生也
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

教育最终要看教师。为推进乡村教师资源

配置进一步改善，2015年以来，青岛西海岸新区
全面推行“县管校聘”管理改革，开展教师全域
有序流动，调配教师从超编学校到缺编学校和
薄弱学校任教。西海岸新区教育体育局人事科
负责人管延端介绍，新区通过“提高乡村教师生
活待遇；职称评聘、评先树优、专业培训向乡村
教师倾斜；开展城乡干部教师交流”等九条措
施，积极落实乡村教师支持计划。

2016年，青岛西海岸新区九年义务教育
入学率、巩固率达到100%和99 . 7%，义务教育
阶段教师学历合格率100%，全区98%的中小学
创建为青岛市现代化学校。在省委组织部组
织的2016年度全省群众教育满意度测评中，
新区以88 . 92分位居各区市首位。

“今年是我们招生的第三年，报名人数达到
了220人，这又是我的第三个想不到，仅用了三
年时间，学生家长们就为我们的城乡一体化办
学投了信任票！”顾玉利兴奋地告诉记者。

一位校长的“两个想不到”
——— 青岛西海岸新区义务教育城乡一体化侧记

□记者 王洪涛
通讯员 李朋 鞠春娟 报道
本报蒙阴讯 今年蒙阴县苹果丰收，让蒙

阴的电商们大展身手。日前，家住野店镇大石
头村的邢士东坐在电脑前一边查看订单一边告
诉记者：“每天仅苹果一项订单量就能破百，
板栗、核桃等农特产品销售也很火。”

邢士东2014年2月不幸因车祸造成身体高
位截瘫，家庭生活十分困难。针对邢士东的情
况，蒙阴县扶贫部门主动上门与他共同探讨脱
贫路子，在了解到邢士东想发展电商后，组织
技术人员上门手把手提供技术指导，并引导邢
士东从电商做起，当年就实现销售收入10万
元，使他实现了自己养活自己的愿望，摘掉了
贫困帽子。

邢士东所在的野店镇是果品大镇，依托这
一优势，尝到电商甜头的邢士东想要进一步扩
大网上销售规模。为帮助邢士东从脱贫走向富
裕，蒙阴县又为他争取了创业补助5000元，建
起了野店镇骑马岭电商服务站，主要在网上销
售蜜桃、苹果、板栗、地瓜等干鲜果品及当地
特色农产品，2016年服务站网上销售20000余
单，销售额达到40余万元。

“今年地瓜干、核桃、山楂还有板栗销售

得都非常好，我跟农户签订收购合同，以高于
市场价收购，让村里其他贫困户和我一起致
富。”邢士东说。通过电商模式自主创业实现
自食其力后，邢士东还主动帮助村里的群众，
特别是贫困群众增收致富。

邢士东成功脱贫，是蒙阴县万千贫困户走
上致富路的一个缩影。

“依托县内优势产业，我们精选了果业、
兔业、旅游业、来料加工业、电子商务业五大
扶贫产业，这些产业不但规模大、链条完善，
辐射带动能力强，而且群众参与程度高。”蒙
阴县扶贫办主任张广宝说，目前县里贫困群众
纷纷种下致富树、养起脱贫兔，实现了农产品
触网、家门口赚钱，在绿水青山里淘得了真金
白银。

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蒙阴县树立以发展
产业促进脱贫攻坚，以脱贫攻坚倒逼产业发展
的双向思维，抓住产业支撑这个“牛鼻子”。
据张广宝介绍，截至目前，蒙阴县制定落实了
62项支持产业发展和直接惠及贫困群众的扶贫
激励政策，全县共有1 . 2万余户贫困户以组合
叠加的渠道和形式参与到五大产业的各个环节
和链条中，户均年增收4000元以上，既实现了
眼前脱贫，又实现了长远发展。

蒙阴：五大产业扎牢扶贫保障网
62项扶贫政策带动1 . 2万多贫困户户均年增收4000元以上

□记者 刘磊
通讯员 陈晗 报道
本报淄博讯 “多亏了街道区域化党建工作搭建的平

台，让我们有更多机会和辖区单位一起开展志愿服务活
动，解决了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让服务居民的好事真正
落到了实处。”11月27日，淄博市张店区公园街道小西湖
社区书记高慧笑着对记者说。

今年以来，公园街道与辖区驻地单位及社会组织构建
了共建共驻共享、互建互联互通的区域化党建工作体系，
并以此为平台，发挥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激活
区域内各种资源，提升街道社区为民服务水平，做到区域
资源共享、志愿队伍共享、服务范围更广、服务领域更专
业。目前，公园街道有59支由社区、驻地单位和社会组织
志愿者三方联合组成的志愿服务队伍，3000余名注册志愿
者。

同时，公园街道还改造升级了区域化志愿服务中心。
现在居民走进志愿服务中心，扫一扫二维码就能成为街道
志愿者，或者在“微心愿”发布平台填写自己的“微心
愿”，街道将合理的心愿发布给社区、驻地单位或社会组
织，由他们为其提供志愿服务，街道负责反馈回访。“志
愿服务不再是冷冰冰的标志，而是通过区域化党建这一平
台，整合资源，提高我们的服务水平，让广大党员和百姓
群众都能切实感受到实惠和便利。”公园街道党工委书记
王雷说。

□记者 栗晟皓
通讯员 胡芳泰 报道
本报莒县讯 “‘政银保’保证保险贷款为我们合作

社解决了融资难题，这下扩大经营规模有保障了。”12月
15日，莒县峤山镇华山养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华山高兴
地说。得知今年县里推出了“政银保”保险贷款政策，他
主动找到太平洋财险日照中心支公司办理小额贷款保证保
险业务，获得100万元生产贷款，解决了扩大生产规模的
资金问题。

今年以来，针对当前金融机构准入门槛的提高，中小
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该县结合省市“政银保”
保证保险贷款的要求，制定出台“政银保”保证保险贷款
实施方案。目前，该县正在为6家小微企业办理该项贷
款，预计放款额1100万元。同时，在农村金融工作中，该
县大力开展省新型农村合作金融试点工作，选定4家农民
专业合作社进行信用互助业务试点。目前，试点合作社先
后为社员提供信用互助资金114笔600余万元，解决农业发
展资金需求，促进农民增收。

为提升金融服务质效，该县在金融系统开展“改进作
风、强化服务、提升效能、刷亮窗口”活动，动员县域各
金融机构比学赶超，服务实体经济；制定出台引进和扶持
高层人才创业创新发展办法，吸引金融人才到县域金融机
构服务；加大金融人才推荐选拔力度，1名优秀金融人才
进入山东省“齐鲁金融之星”行列。

张店：区域化党建搭平台

服务居民出新招

莒县：金融服务组合拳
助农助企发展

广告

□王洪涛 公茂栋 报道
入冬以来，邢士东（左一）的生意还是那么忙。12月21日，他和家人正在给一批发往

东北的蒙阴土特产打包装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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