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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潍坊坊：：改改革革催催生生发发展展新新动动力力
□杨国胜 郑颖雪 侯君华

改革开放40年来，潍坊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执行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始终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不断推进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
建设和党的建设，促进了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位于潍坊高新区的盛瑞传动股份有限公司，最早
主要从事重型柴油发动机零部件制造，处于产业价值
链末端，以来料来图加工为主，发展比较缓慢。最
初，公司以“拥有自己独立自主总成产品”这一朴素
的目标，开启了企业转型升级的道路。2006年，公司
开始进入国内还处于空白的8挡自动变速器(8AT)领
域，开启了从产业价值链末端向高端的跨越。公司通
过“以老养新，以新促老”的基本方针，历经10年艰
辛，累计投入超过10亿元，率先实现了国内高端自动
变速器的产业突破，获得行业第一个中国专利金奖和
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助推企业完成了转型发展。自
2016年以来，以8AT系列产品为平台的企业新动能已逐
渐成为企业发展的主要动力，占据了企业总产值的半
壁江山。零部件产品在8AT的“赋能”下，逐步完成
升级改造，已连续三年销售年均增长超过30%。

以鼓励盘活挖潜、加强动态管理等方式，引导企
业在原有土地上实施技术改造、增资扩产、发展转

型，或由政府利用存量资源开展招商引资，实现新常
态下的产业转型升级。全市累计有400多家企业实现
“零增地”转型升级，节约用地2600多亩，降低用地
成本3亿多元。2016年被授予全国节约集约用地模范县
(市)称号，2017年获评全国首批国土资源节约集约“四
个创新”示范点。

潍坊滨海区体制机制改革如同开闸放水，使一大
批符合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等标准的干部脱颖而
出，走到开发建设的前台上，让这块开发的热土迎来
了活力与担当。2017年5月以来，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
发区(以下简称滨海区)按照“企业化管理、市场化运
作、专业化服务”和“法定机构+市场主体”的思路，
重点围绕“机构整合、岗位聘任、绩效考核、薪酬激
励”四大领域，积极探索国家级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
的潍坊滨海模式，取得初步成效。

滨海区在部门整合、人员双向聘任以外，在综合
行政审批和执法、园区市场化、公司化运营、国企国
资优化配置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实践，构建了“大审
批”“大执法”、园区“法定机构+市场主体”、国企
“法定机构+集团公司”大格局，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
的潍坊滨海体制机制改革模式。推动大部门整合、全
岗位竞聘、KPI绩效考核、分配激励四大领域改革。适
应了当前形势，滨海区改革推进快、改革影响广、改

革成效好。
正是有了改革创新的开拓，潍坊市综合经济实力

不断提升，“从经济总量看：2017年实现地区生产总
值5858 . 63亿元，是1978年的248 . 9倍，经济规模快速膨
胀。从发展速度看：1978—2017年，39年平均增长
12 . 2%，高于全省经济年均11 . 5%、中国经济年均9 . 5%的
增长速度。”政府服务效能显著提升。政府职能进一
步转变，在全省率先公布实施市县两级政府部门权力
清单、责任清单，累计下放市级审批事项189项。率先
颁发全省首张“三证合一、一照一码”营业执照。电
子政务平台建设、政务信息公开工作进一步加强。公
务卡制度全面实行，“三公”经费支出逐年下降。社
会治理现代化水平进一步提高。

在社会建设方面，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各项
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进一步
提高。“去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
8%、8 . 3%；市区户籍人口达到191万，全市城镇化率提
高到60 . 15%。”民生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十二五”
时期，全市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达到79%，城镇
新增就业56 . 7万人，转移农村劳动力59 . 9万人，实现了
城镇“零就业家庭”动态消零。建立了城乡一体的居
民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保险。全市中小学标准化率提
高到97%，国家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实现全覆盖，

中高职与本科贯通衔接人才培养试点规模不断扩大。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逐步完善。

在文化建设方面，2009年8月、2011年4月、2012年2
月，三次被表彰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先进地区。2010
年、2012年两次被省委、省政府表彰为全省文化体制
改革先进市。2013年、2015年两次被省委、省政府评为
文化强省建设先进市。2015年2月28日，在中央文明委
召开的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表彰暨学雷锋志愿服务
大会上，潍坊市以地级市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荣获第四
届“全国文明城市”称号，实现了潍坊人民十年夙
愿。优秀传统文化有续传承，文化软实力持续提升，
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人民群众精
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公共文化事业繁荣发展。

今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
改革开放40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
“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也是潍坊市建
市70周年。潍坊市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准确把握
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要求，准确把握稳中求进的工作总
基调，牢牢把握走在前列的目标定位，以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实施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全
面推进“四个城市”建设，努力实现经济平稳健康发
展，民生福祉持续改善。

□杨国胜 张蓓 侯君华

这是一堂探究《我与沂山》的系列课程。课上，
围绕沂山的植物，孩子们从科学角度观察，从数学角
度统计，从美术角度绘画，从文学角度描述，对自己
的家乡有了深刻认识。针对沂山上的油松、柿子等大
树古树被卖掉的问题，老师和孩子们一起分析背景、
政策规定，探讨解决方案。课下，孩子们通过“禁挖
大树古树，保护绿色文物”社会实践活动，加深了对
生态问题的认识。

这是偏远的山区学校课堂上出现的一幕。海尔希
望小学坐落于沂蒙山区临朐县蒋峪镇，是一所典型的
山区农村小学，他们的课程曾让不少来自大城市的教
育工作者“刮目相看”。

2017年，教育部公布的“中小学德育工作优秀案
例名单”中，也两次“点名”潍坊。2018年，山东省
教育厅组织评选出了一批中小学德育课程一体化实施
典型案例，潍坊有16例入选，数量居全省第一。

以上都是潍坊市中小学德育课程一体化实施的实
践见证。在同一个地方，德育能形成优秀案例集群，
并不多见。它们背后，是一个“学段纵向衔接、学科
横向融通、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的德育课程一体
化体系。

2016年以来，潍坊市加强制度设计，大力开展立

德树人制度创新。把培养学生做人、做事品质能力放
在突出位置，以生活、综合、学术、传统“四化”为
导向深化课程改革，丰富课程资源，满足学生兴趣、
特长培养。制订《潍坊市中小学德育课程一体化实施
试点工作方案》，形成德育课程、学科课程、传统文
化课程和实践活动课程“四位一体”的德育课程实施
新格局。出台《潍坊市普通中小学德育一体化实施评
价工作方案》，从办学方向、制度建设、课程实施、
组织保障、育人成效等5大方面制定16项评价指标45条
评价要素，制定《潍坊市中小学德育一体化实施评价
负面清单》，全面深入推进德育一体化实施，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

学科育人是德育一体化的主渠道，课堂改革是
“牛鼻子”。潍坊市根据国家新课改要求，全面探索
高效课堂之路：调整教与学的关系，坚持先学后教、
以学定教，全面加强自主互助学习型课堂建设，在义
务教育阶段学校基本形成了“自主学习、合作讨论、
展示质疑、点评讲解”四环节的课堂教学结构，将独
立思考、质疑创新、互助合作、尊重他人等重要品质
的培养贯穿于课题教学全过程。

在潍坊，课堂改革早已蔚然成风。潍坊市育华学
校的孩子们发现，如今的英语课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小学五年级有一篇介绍英国巨石阵的文章，在这节课
上，孩子不仅完成了英语听、说、读、写等知识学

习，还了解了埃及金字塔、中国长城、秦始皇兵马俑
等世界文化遗产。课程融合不仅打开了全科育人的视
窗，也让课堂教学更有吸引力，深受学生欢迎。

让孩子们觉得有意思的不仅是语数英等主要学
科……

作为普通的地级市，每年中小学生获各级、各类
奖项的小发明、小制作、小论文等成果在20万件以
上。成绩从何而来，一份数据让答案逐渐清晰：目
前，全市92%以上学校开发了15门以上的活动育人课
程，95%以上的学校开发了体育节、读书节、风筝节等
特色课程；让每名学生至少掌握2项体育运动技能和1
项艺术特长；全市在册学生社团达到9871个；15 . 3%的
学校拥有100处以上实践基地等。

音体美课程的开齐上足，社团的遍地开花，在潍
坊，是有强硬后台支撑的。这个“后台”便是潍坊市
多年来的“多次考试、等级表达、综合评价、多元录
取”中考招生制度，升学录取既有综合录取，也有特
长录取、推荐录取。不必担心升学，学生既可用更多
时间发展兴趣特长，也可用更多精力提升薄弱学科，
让考试真正成为服务学生成长的制度。

教育满不满意，群众说了算。在省委、省政府组
织的年度经济社会综合考核群众满意度调查中，潍坊
市民对中小学教育工作的满意度连续多年名列全市各
行业第一。

一堂有意思的课

潍坊市发挥课程育人合力 创新德育一体化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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