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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饶县大王镇是东营市的南大门，全镇总
面积122平方公里，辖1处省级经济开发区、97
个行政村、23个居民小区，境内常住人口16万
人。作为革命老区，大王镇在革命战争时期建
立了全国最早的一批农村党支部，保存了全国
首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诞生了邓天
一、李耘生等诸多仁人志士；在抗日战争和解
放战争时期，出现了清河大地第一支抗日武装
力量，第一届广饶县委就诞生在大王刘集。

大王镇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传统农业镇发展
到如今的全国百强镇，经济建设方面已经形成
了以工业主导型为主，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的完
善产业体系；社会事业、生态文明建设以及文
化事业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获得40多项
国家和省部级荣誉称号。

大王镇40多年的发展历程与我国40年改革
开放的进程实现了同频共振，既是改革开放的
参与者，也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1986年，大
王镇成为鲁北第一个“亿元镇”；2003年，成
为鲁北第一个“百亿镇”；2011年，成为全省
第一个“千亿镇”；2017年，全镇规模以上企
业主营业务收入达1513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11 . 2亿元，在全国综合实力百强镇排名中列
第63位、全省第1位。

坚持高标准高质量发展

“我们的奶牛场和鲜奶吧、青贮玉米种
植基地、有机肥厂进行全面整合，通过现代
化的种植管理模式为奶牛场保质保量地提供
青贮原料，实现了‘以养带种，以种补养，
种养结合，提高效益’的良性循环。并且在
各个大型社区通过鲜奶吧的形式，以连锁经
营的方式发展，现有市内加盟门店52家，鲜
奶吧均用当日鲜奶，实现了牧场直供，全程
冷链，建立了完善的质量跟踪监督体系，确
保牛奶品质安全，实现了产、供、销完整的
产业链。”大王镇金煜家庭农场的负责人成
美玉介绍道。在高效生态农业高速发展的大
环境下，金煜家庭农场积极扩大种植、养殖
规模，努力打造规模化生产、集约化经营的
农业生产基地。通过不懈探索，构筑了一条
有机循环产业链。

大王镇一直坚持高标准高质量发展。一
是加快工业转调步伐。在推进实施重点工业
项目的基础上，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互联
网+”与主导产业融合度持续增强。大力发展
人才战略，依托镇内企业院士工作站、博士
后工作站等125家科研机构，吸引国内外知名
专家1 7 8人。二是加快发展高效生态特色农
业。沿潍高路两侧打造一条高效生态农业、
精品农业示范带，重点扶持发展嘉颐高效生
态科技示范园等一批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提
升全镇农业发展层次和水平。三是大力发展
现代服务业。建设面积5000亩的大王保税物流
园区，推进实施华泰泰强物流、恒丰京港物

流等大型物流项目，重点建设海关综合监管
区和恒丰京港大厦，努力将大王打造成区域性
保税物流交易中心和商贸物流集散地。四是加
快小城市建设步伐。以现代化小城市为目标定
位，推进西部片区特色小镇规划设计。基础设
施配套日趋完善，常态化推行常天湿法保洁，
加快美丽乡村创建，统筹推进天然气进村入
户、旱厕改造、光伏发电等工程建设。

坚持以人为本

大力发展社会事业

“开学之前我们就知道要到新学校上课，
大家都很期待。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我很早
就来到学校啦。看到干净、整洁的校园、宽敞
的教室，我和同学们都很开心，学习的劲头也
很高。”大王镇实验小学五年级二班的史清秀
高兴地说道。

多年来，镇党委政府将义务教育学校布局
调整与小城市发展规划紧密结合，不断加大教
育配备投入，完善办学条件，教育教学环境进
一步优化。去年实验小学建成投用，今年，投
资8500万元新建一流标准的育才小学，目前已
全部完成各楼的主体建设，校园道路、多媒体
等配套设施正在稳步推进。两所新建学校的投
入使用将对该镇解决大班额问题、实现小班额
教学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育才小学的建设将
对推进城乡教育公平、提升该镇西部片区农村
教育水平更是意义非凡。

加大教育投入，在建成投用实验小学的
基础上，2018年加快育才小学建设。全面实施
健康中国战略，完成49处农村社区医疗卫生
室标准化创建，市二院妇女儿童医院已投入
使用。严格落实各项惠农政策，城乡低保、
五保供养等标准持续提高，社会化养老实现
破题。推进平安大王建设，深入开展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等专项行动，加快“雪亮工程”
建设，完善矛盾化解机制。狠抓安全生产，
推行“网格化”实名制监管，集中开展“打
非治违”等行动；健全完善消防体系，规范
有效管理镇一级消防站、5处取水泵站、2处
取水码头、7万立方米应急河道。持续实施
“三年增绿”工程，大力开展植树造林，森
林覆盖率达38%以上。狠抓阳河、织女河2条
过境省控河流整治，累计投资1 . 5亿元实施了
阳河织女河综合治理工程，打造“智慧河
道”。总投资3750万元实施胜利路、永安路雨
污分流工程，对镇内3座污水处理厂进行了提
标改造。从严落实“网格化”监管体系和河
长制职责，环保夜查、机关干部包联企业制
度实现常态化。

深入实施文化强镇战略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
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习主席党
中央，反腐倡廉意志强。为了实现中国梦，带
领人民奔前方，带领人民奔前方……”七一前
夕，大王镇大王西村新时代文明传习中心在大
王西村文化广场举行了“我爱我家”文艺汇

演。一曲新编《东方红》，利用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 枣木杠子乱弹的形式，老曲新唱，
将新时代文明内容融入其中，传承优秀传统文
化的同时，新时代文明也深入民心。

大王镇扎实做好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
充分发挥志愿服务作用。在大王西村和吴家
村各试点建设一处新时代文明传习中心，努
力将其作为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重
要阵地，作为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
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抓手，打造成为融思想
引领、道德教化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城乡基
层综合平台，打通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
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更好满足人民群
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培育向上向善
的力量。

从1985年起，每年举办一届金秋花节；从
1990年起，每年开展“爱祖国，爱家乡”活动
月；连续举办了26届消夏文艺晚会。加快构
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全镇建设村级
文化服务中心、村级文化广场，建成25个乡
村剧场；对全镇 9 7个农家书屋进行改造提
升，实现全镇农村Wi-Fi全覆盖。目前全镇庄
户剧团15个，文艺队300支；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2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项、县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3项。将红色文化与旅游资源相
结合，打造了《共产党宣言》纪念馆等7处红
色教育基地；依托中共刘集支部旧址纪念
馆、《共产党宣言》纪念馆等多个红色景
点，建立了占地4万亩的国家AAAA级红色刘
集旅游景区。

□魏东 李明 王军艳 张玉霞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努力
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
教育。“有质量”三字清晰指明了未
来教育发展的一大着力点。

好风凭借力，扬帆正当时。广饶
县稻庄镇顺势而为，抓抢机遇，坚持
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地位，以
“让稻庄的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为
目标，坚持以“优质均衡”为主题，
以“教育现代化”为主线，以改革创
新为动力，完善机制，突破重点，打
造特色，提升内涵，加快教育转型发
展、内涵发展。

夯实基础

改善教育条件

8月30日，临近开学，稻庄镇实验
中学学生宿舍改造、浴室建设等已进
入尾声。该校所有宿舍都安装了空
调，每层宿舍楼都新设立了洗浴间，
淋浴设施已安装完毕。

据悉，今年暑假期间，该镇投资
300余万元，为两所中学的学生宿舍安
装空调265台，改造宿舍楼，设立洗浴
间，安装太阳能等设备，2300余名学
生居住条件得到了有效改善。

近年来，稻庄镇把教育摆在优先
发展的战略地位，从布局调整、设施
完善等各方面加大投入，努力为学生
创造好的入学条件和学习环境。据统
计，近10年来，全镇教育事业投资总
额超过了1 . 5亿元。

科学调整学校布局，促进教育均
衡发展。自2009年底，该镇全面实施
教育园区建设。2010年，为镇实验中
学和中心小学投资1800万元，建设集
教学、办公、实验、图书为一体的功
能齐全的现代化综合教学楼。同时，
根据乡镇学校布局调整需要，2011年2
月份顺利完成了徐楼小学、淄河店小
学及中心小学的整合，促进了南部学
校教育的均衡发展。

2 0 1 3年，北部教育园区建设启
动。以大营初中综合楼建设为重点，
投资1000万元建设6000平方米教学楼1
栋，投资600余万元建设大营初中学生
公寓楼项目，投资500万元建设了大营
初中餐厅、报告厅，投资360余万元建

设大营园区标准化塑胶操场项目。同
时，优化整合教育资源，原佛王小
学、大店小学撤并到新建的大营小
学，使北部学校学生享受到优质公平
的教育资源。

之后，该镇每年都拿出大批资
金，持续加强学校硬件设施建设，全
面改造薄弱学校，大力建设规范化学
校，各学段孩子受教育条件不断改
善：各学校校园面貌焕然一新，硬件
条件全面跃升，教室内宽敞明亮，校
园网、中小学“创客”空间教室等信
息化水平不断提升，食堂干净整洁，
学生住宿条件不断改善……

改善教育环境从未止步。随着全
面二孩政策的实施，该镇学前教育提
前布局，2017年投资1000余万元建成
稻庄镇徐楼学区幼儿园，2018年投资
2 0 0 0余万元开工建设镇直幼儿园，
2020年规划盛世华府幼儿园，解决幼
儿入园紧张问题。小学教育则立足解
决大校额、消除大班额，2017年8月新
成立稻庄镇实验小学，有效缓解了教
育资源紧张问题。

协调发展

提升教育质量

“因循守旧，只会停步不前；锐
意改革，方能开拓奋进。”只有用教
学质量这根主线连为整体，实现协调
发展，才能引导教育事业全力加速。

稻庄镇以提升教育质量为核心，
推动各学段教育协调发展，取得显著
成效。镇实验中学被评为全国和谐校
园、山东省中小学教师远程研修组织
工作先进单位。全镇五处中小学均被
评为“市级教学教研示范学校”“市
级规范化学校”“市级教育现代化学
校”；中心幼儿园、西水幼儿园均被
评为“省级示范幼儿园”“东营市现
代化学校”。2018年中考成绩在全县
乡镇学校位列前茅。

学前教育注重均衡发展。在加大
投入改善学前教育办学条件的同时，
该镇突出质量均衡，不断加大学前教
育管理和改革力度。镇教育办成立了
学前教育办公室，把全镇16处幼儿园
划分为4个中心片区，通过建立交流
培训机制，由4个片区中心园帮扶带
动所辖园共同发展。加强幼师队伍建

设，从全镇各中小学选派优秀中层干
部担任园长，加大公益岗招考力度，
充实学前教育师资力量。加强幼儿教
师培训，今年已组织4次约150人外出
培训，进一步提升教师专业水平。

素质教育全面开花。围绕“学校
有特色、教师有特点、学生有特长”
的建设目标，各学校在全面落实国家
课程的基础上，积极开发地方课程、
校本课程，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课程体
系。同时，着眼于推进学生全面发
展，依托乡村少年宫和学生社团活
动，努力打造艺术工作室，开发诗意
课程，乒乓球、围棋、武术、书法、
民族舞、合唱等社团活动丰富多彩。
中心小学开设了儿童画、电子琴、声
乐等十余种各具特色的红领巾小社
团，利用每天下午大课外活动时间开
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使校园的每一个
角落翰墨飘香，歌声阵阵，琴声悠
扬，书声琅琅。

稻庄镇实验中学是一所以实施素
质教育为中心，以全面发展育人为原
则的镇办初级中学。镇实验中学以教
研组为阵地开展语文拓展课、数学拓
展课、英语拓展课、安全与心理健康
教育及书法课的研发，开发独具特色
的校本教材。该校探索实施的“滚动
式·双环节和谐高效课堂”教学模式
在全市推广。这种教学模式以小组合
作为呈现形式，一般四人作为一个学
习小组。在小组内，每位成员的分工
明确，一号同学总体掌控小组内成员
的学习，二号同学负责记分，三号同
学负责掌握小组内的纪律，四号同学
负责小组成员的卫生。“该模式采用
‘捆绑式’评价，只有小组内每个成
员齐心合力，才能将整个小组的成绩
不断提升。采用这种教学模式，可以
使集体智慧的利用最大化，让孩子们
学会与人合作，学会向他人学习。”
该校老师乔来红介绍说。连续 1 0年
来，稻庄镇实验中学素质教育质量一
直位于全县前列。

人才强教

打造一流师资队伍

今年3月13日，广饶县对2017年度
优秀人才工程人选在媒体进行为期5
天的公示，包括首席技师、和谐使

者、名师名校长、广饶名医、文化之
星在内，共有55人上榜。其中，稻庄
镇实验小学刘宝东、稻庄镇实验中学
庞江泉入选首届广饶名师，稻庄镇实
验小学李文艳入选广饶名校(园)长。

古语云：“善之本在教，教之本
在师。”教师队伍是教育发展的决定
性因素。该镇通过各种平台，培养壮
大师资队伍，让更多老师成长起来、
优秀起来。

提升教师队伍业务素质。以“请
进来”“走出去”等方式，开展多种
形式的培训交流活动，2017年全镇共
有200余人次先后到中国石油大学、东
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地学
习。每年教师节拿出近30万元，用于
表彰优秀教职员工和骨干教师外出学
习培训。

该镇通过加强听评课活动，在全
镇范围内举行同课异构、镇优质课评
选、学校间送课、名师示范课、青年
教师展示课等活动，让老师相互学习
先进的教学方式和教学理念，提升教
学能力。同时，定期组织教导主任针
对本校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研讨。
这些活动的开展，促进了南北学校间
的交流，使全镇课堂教学整体水平有
了明显提高。

此外，该镇每年都组织开展全镇
新上岗教师集中展示课活动，实施骨
干带青年教师培训计划，发挥骨干教
师的示范作用，利用同课异构、听帮
带等形式，促进青年教师专业发展。

“德高为师，身正为范。”近年
来，该镇在师德师风上做足了文章。
建立师德建设长效机制，以《中小学
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东营市教师
“八要十不”守则》《东营市关于加
强教师职业道德考核的意见》为抓
手，通过“立师德、强师能，树师
风”主题实践、“寻找身边的感动”
优秀师德实例征集、“做一名干干净
净的人民教师”“感动在我身边”
“我心中的好老师”评选等活动，大
力加强教育行风和师德师风建设，教
师的政治思想素质进一步提升。

①提高基础教育设施水平
②稻庄镇中心小学鼓号队队员在

排练
③西水幼儿园举办春季亲子运动会

工业园区

大王西村新时代文明传习中心内，枣木杠子剧团正在排练

筑牢教育基石 托起未来希望
——— 广饶县稻庄镇打造全市教育强镇创办人民满意教育综述

①①

②②

③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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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催生全国百强镇——— 大王镇

专版2018年9月13日 星期四

电话:(0546)8355199 Email:dzrbdyxw@163 .com


	2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