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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董清林

潍坊市特级教师、寿光圣城中学语文教师丁
立美创立了“读行诵写”四位一体教学法，颇受
学生欢迎。“既要引导学生大量阅读，更要鼓励
学生研学旅行，这样学生更容易有感悟、有启
发，写作文才能言之有物。”丁立美说。

在圣城中学，丁立美成立了丁立美名师工作
室，创新了语文教学方法。

“她创立的‘读行诵写’四位一体教学法，
展现了学生深厚的文化底蕴、自信的舞台感染、
灵活的学习风格，在全市经验推广大会上引起强
烈反响。”圣城中学校长齐永胜说。

在寿光，共有36名像丁立美这样的特级教师
成立了工作室，在研课题37项，培育省特级教师
2人、市特级教师3人、学科带头人11人。

为让特级教师发挥应有的作用，寿光市制定
出台了《特级教师工作室建设实施方案》，设立
省、市、县3级特级教师工作室。

教师成长需要搭建专业成长平台作为“助推
器”。自2000年以来，寿光利用暑假开展全市教
师集中培训，培训经费从最初的每年100万元增
至目前的300余万元。近年来，该市强化了高层
次培训，先后组织1000多人次到复旦大学、北京
师范大学、浙江大学等进行专题研修。

寿光立足教育新形势，每年为中小学教师量
身定制培训课程，针对中小学校长、班主任、名
师、学科教师的不同特点，安排不同的培训内
容，采取专家论坛、专题报告、经验交流等形式
实施全员培训。每次培训结束后，都进行结业考
核，并把结果作为学分登记、教师资格定期注
册、年度考核的重要依据，确保了培训效果。

寿光市教科研中心副主任杨振华说，寿光充
分发挥学科教研员和骨干教师的领头雁作用，通
过“成立一个组、构建一个团、实施一个计划、
开展一个活动”的培养模式，全面提升教师的教
学水平。

“前几年，从教师招考情况看，引进人才的
层次相对偏低。近两年，我们改变传统的教师招
录方式，提前面向国家重点高校招录优秀毕业
生。仅2019年就引进97名，占年度教师招聘计划
的1/3，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显著提升。”寿光
市教体局局长李玉明说。

作为首批山东省中小学教师“县管校聘”管
理改革示范区，寿光自2015年开始推行“县管校
聘”改革，4年来共交流轮岗教师2294人。

“县管”就是由编制、人社、财政等部门会
同教育部门核定教师编制、职称岗位、进人计
划、绩效工资等总量，教体局在核定总量内对教
师队伍进行动态调整。“校聘”是学校自主聘用
管理教师。

寿光要求各学校在教体局核定的岗位数内遵
循“按需设岗、竞聘上岗、按岗聘用、合同管
理”的原则，牢牢把握“设岗、竞岗、晒岗”的
工作流程，确保公正透明。

“县管”与“校聘”相互补充促进，打破了
用人上的“终身制”，逐步建立起符合教育规律
的选人用人新机制。2018年以来，先后有海口、
广州、哈尔滨等市的20多家单位慕名来寿光取
经。

作为教师队伍的龙头，干部校长队伍的打造
是重中之重。寿光市聚焦校长治校育人的薄弱点
和兴趣点，建立起市、镇、校3级联动的校长梯
级培养工程，激发校长成长潜力。

2018年5月，寿光市第十四届初中校长论坛
举行，全市34名初中校长互相把脉问诊，寻找学
校发展的“金钥匙”。寿光市教科研中心副主任
张瑞海说：“这样的校长论坛，我们每年举办一
届，至今已经是第十四届。在思想碰撞中，不同
的学校从不同角度带给校长们不同的启示，实现
了‘教学相长’的双促进、共提升。”

寿光坚持把市内挂职和外出考察作为提升校
长能力的重要手段，让校长们走出去、学真功，
用最前沿的视野看问题、谋进步。2017年4月，
寿光市128名乡村小学校长分4批到城区的世纪教
育集团挂职锻炼。2018年3月，全市109名乡村小
学校长分2批到圣城小学、实验小学等城区学校
挂职。化龙镇实验小学校长王新勇说：“这次挂
职学习，让我们走进‘身边名校’，开阔了办学
思路。”

2018年4月，寿光市组织80余名中小学校长
到深圳莲花中学、广州市江南中学等地研学。8
月，160名中小学校长、幼儿园园长分别在杭
州、苏州参加了为期一周的专题培训。

“我们始终坚持把练师能、铸师魂作为教师
队伍建设的基础工程，在教师队伍引进、培养、
使用、管理等方面大胆改革、锐意创新，全面提
升了教育的核心竞争力，为教育现代化推进提供
了有力保障。”李玉明说。

□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报道
本报寿光讯 9月16日至22日这周，寿光地

利农产品物流园蔬菜价格定基指数为91 . 20点，
较上周94 . 68点下跌3 . 48个百分点，环比跌幅
3 . 7%，同比跌幅40 . 5%。

监测的10大蔬菜类别指数中，6类下跌3类上
涨1类持平。其中，下跌明显的类别是甘蓝类、
白菜类、叶菜类，环比跌幅分别是 2 3 . 8 %、
9 . 5%、8 . 3%。上涨的类别是瓜菜类、葱姜蒜类、
菌菇类，环比涨幅分别是18 . 5%、1 . 3%、1 . 0%。
水生类持平。

周指数持续走低，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
是随着秋季深入，省内蔬菜产量明显增加，运
输、包装等成本费用也在降低，带动菜价下滑。
二是外省大部分蔬菜上市期逐渐结束，货源在卖
相、质量方面有所下降，价格偏低，牵制菜价上
涨。

秋意渐浓，昼夜温差较大，北方蔬菜供应量
继续减少，省内及地产蔬菜上市不断加快，加之
“十一”假期临近，市场蔬菜调入量会有所加
大，近期蔬菜价格指数下跌的可能性较大。

□ 本报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9月23日上午，在寿光市洛城中心幼儿园
新园，小朋友正在彩虹跑道、海洋主题操场上
活动。

“新园设施很先进。教室我们也看过，宽
敞、舒适。课堂、盥洗室、寝室都是分开的。
孩子在这里，我们很放心。”隔着围栏观看孩
子玩耍的刘佳兰说。

据介绍，洛城中心幼儿园新园建筑面积
12650平方米，设立小班、中班和大班24个班
级，有教职工87人，可为830名儿童提供教育。
该幼儿园全部按省级示范幼儿园标准进行配
备，设有美术馆、木工坊、搭建馆，每班配有
桌椅、空调、钢琴、触摸一体机等，办公区各
室齐全，有监控室、档案室、图书资料室、绘
本馆、科学发现室等。

“把洛城中心幼儿园建成高品质、高品
位、高质量的一流示范性幼儿园，让每一个
孩子得到最大的关爱，受到最佳的教育，得
到最好的发展。”洛城中心幼儿园园长李华
君说。

据了解，该园由洛城街道洛西村投资5000
万元建设。“用村集体收入投资办学，交付给
学校使用，每年可以收入租金，增加集体收
入。以后，学校校舍还是村里的集体资产。”
洛西村党支部书记刘文喜说。

近年来，寿光市教体局以“兴办人民满意
教育”为目标，全力破解大班额问题。今年，
寿光市投资5 . 76亿元，新建五所义务教育学校

和幼儿园。其中，洛城屯田小学、洛城中心幼
儿园、圣城中学幼儿园3所学校年内建成投
用，寿光一中附属学校与悦动城小学2所学校
开工建设，新增中小学及幼儿园学位8280个。

新学期，洛城街道屯田小学投入使用，吸
引了附近的屯东、屯西、六股、李家等村的孩
子在这里上学。这所学校由屯西村投资8000多

万元建设，分设幼儿园、小学两个教学部，共
有36个教学班1620名学生。

“这个学校设施好，我们附近的孩子上学
有了更多的选择。”屯东村村民韩有利说。

“投资办学，既能让孩子接受好的教育，
也保证村集体收入保值增值，还留下了学校这
个固定资产。”屯西村党支部书记葛茂学说。

2016年，屯西村投资1 . 5亿元建设现代中学
东校区，设置小学、初中共计72个班级。现代
中学是寿光名校，东校区解决了附近孩子上名
校的难题。据介绍，现代中学东校区每年为屯
西村增加1200万元的租金收入。

近年来，寿光创新模式，多渠道筹集资
金，全面改善学校布局。“我们积极推进政府
与社会资本合作办学，把发展民办教育同扩张
优质教育资源相结合，大力倡导民间办学，争
取社会投资。”寿光市教体局局长李玉明说。

新学期，圣城中学幼儿园投入使用。新园
占地面积15 . 2亩，建筑面积9779 . 8平方米。
“新园总共有23个教学班级，比原先多了6个
班级，多容纳200多名幼儿，大大缓解了入园
难题。”圣城中学幼儿园园长宋珊说。

寿光市经济开发区实验学校占地86 . 8亩，
主要建设5栋单体工程。其中，幼儿园12个班
360人，小学18个班810人以及初中12个班600
人，共容纳学生1770人。该校属民办非营利学
校，由寿光城投集团投资建设、运营。

寿光一中附属学校，占地260亩，由泰和
华宇房地产开发公司投资建设，目前已确定一
期建设用地范围及面积。

今年，侯镇投资900余万元，新建了可容
纳180名幼儿就读的官庄幼儿园，解决了侯镇
西北部幼儿入学难题。同时，投资415万元为23
处学校购置了电脑、触屏一体机、桌椅等物
品，保障了教学需求。

“学校多了，孩子上学方便。现在感觉，
哪儿都是学区房。”寿光居民张康敏说。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程艳琳

9月12日，在寿光市婚姻登记处，志愿者
王中梅和于翠娥在做婚姻调解工作。“我们接
待了 3对夫妇，调解成功一对，感到很高
兴。”王中梅说。

王中梅和于翠娥是寿光市婚姻家庭志愿者
辅导中心的志愿者。这样的志愿者从去年的84

人发展到现在的260多人。
“我们希望创造一个婚姻家庭辅导的‘寿

光模式’，降低离婚率，促进家庭、社会的和
谐与稳定。”寿光市妇联主席崔凤芹说。

寿光市关工委提供的数据显示，在潍北监
狱服役的寿光籍犯罪青少年中，有大约30%的
青少年来自离异家庭，而在离婚的夫妻中，
95%的夫妻是有孩子的。

“夫妻不睦，家庭破裂，妇女合法权益受
到侵害，特别是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受到影
响，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和谐稳定。”崔凤
芹说。

而根据另一组数据，寿光市离婚夫妻中年
轻人占到离婚总数的59%。

为降低寿光市离婚率，维护妇女儿童合法
权益，促进家庭和美社会和谐，寿光市成立了
由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任组长，综治、妇
联、法院、公安、司法、民政、财政等相关单
位参与的婚姻家庭纠纷预防化解工作领导小
组，推动全市家庭纠纷预防化解工作网络和队
伍建设。

去年1月8日，依托寿光市民政局婚姻登记
处，寿光市婚姻家庭志愿者辅导中心正式成
立。中心占地面积近200平方米，配备8个辅导
室，依托社会志愿者开展离婚劝和服务。

婚姻家庭调解工作比其他的调解工作更需
要耐心。为此，寿光市妇联通过报社、电视台
等媒体面向全市发布志愿者招募公告，招募了
一批具备法律素养、热心公益事业、善于沟通
调解的志愿者到中心开展服务。在260多名志
愿者中，有妇联干部、女企业家、退休干部、
传统文化讲师、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师、律
师等，巾帼志愿者占比78%。

据介绍，全体志愿者被分成了14个小组，
每周二、三、四在中心轮流值班。组长和副组
长均由专业能力强的妇联干部、公检法司退休
老领导、老干部等担任。

据介绍，来办理离婚登记的夫妻，大多数
都“心存怒气”，如果强行让他们接受调解，
效果会大打折扣。“每对前来离婚的人员在签
订离婚协议前，我们先对他们进行登记分流，
由专人负责发放顺序牌，并填写“婚姻家庭辅
导工作记录表”，再交给志愿者开展一对一调
解工作。”崔凤芹说，这样一来，可以确保每
一对前来离婚的夫妻都是经过志愿者调解的。

志愿者董丽华作婚姻调解志愿服务一年多
了，又自学了心理学，成为一名婚姻家庭咨询
师。

调解的案例多了，董丽华有了一套自己的
调解技巧。“孩子在不幸的婚姻家庭关系中受

到的影响最大，有的人在填表的时候，写到孩
子的年龄时会流泪。我们在调解时，就会先从
孩子的角度入手。”董丽华说，“另外，我们
在接触每一对前来办理离婚的夫妻时，都会先
从‘面相’上判断调解成功的概率，如果有一
方看起来面露忧愁，那这段婚姻就还有回旋的
余地。”

“如果两个人态度都很坚决，思路很清
晰，那我们也不会过多干涉。”于翠娥说。

为了保证调解的效果，中心还制定了“跟
踪辅导”制度。对已劝和以及处于犹豫期的待
定离婚夫妻，及时建立档案，通过电话、微信
或登门走访等方式，跟踪了解情况。

据了解，运行一年多来，寿光市婚姻家庭
志愿者辅导中心共接待离婚夫妻2145对，办理
协议离婚的1437对，经调解和好的708对，调解
成功率达33%。“协议离婚数比去年同期减少
214对，17年来首次出现回落。”崔凤芹告诉记
者。

据介绍，在做好离婚劝和工作、对问题家
庭进行“围追堵截”的同时，寿光市妇联遵循
“疏堵结合、标本兼治”的原则，开展婚前知
识培训，从源头上预防家庭矛盾纠纷的产生。
到目前为止，共举办培训班49期次，培训新婚
夫妇5500多人次。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9月7日早上6点，寿光市善德公益服务中
心义工李秀凤就从纪台镇李家庄村出发，赶往
寿光蔬菜高科技示范园，参加“弘扬志愿服务
精神、献礼新中国70周年”主题升旗仪式。

活动现场，千人共同唱响《我和我的祖
国》。随后，伴随着音乐无人机悬挂国旗缓缓
升起，身穿红色马甲的志愿者在地面上排成
“70”字样，参演人员手拿红黄旗变化“文明
寿光”不同图案，进行活字印刷表演。

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志愿者成为主体力
量。寿光依托志愿服务指导中心，以各级党员
干部、专业技术人员为骨干，以退休人员、
“五老”人员及各类“土专家”“田秀才”等
乡土人才为补充，组建社科理论、政策法规、
卫生保健、文体娱乐等10大类专业志愿服务中
队，创办、领办善德、红柳等志愿服务小分队
4316支，17 . 8万名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村组
农户，开展活动近万场次。

9月12日上午，寿光市“化龙义警”治安
志愿者活动启动暨授旗仪式在化龙派出所大院
举行，所长隋新光为队伍授旗。

为解决原有的群防群治力量存在管理失
位、组织涣散、措施不当、保障不力、效果不
佳的问题，化龙派出所组建了450余人的义警
队伍。该队伍由化龙辖区环卫职工、银行职
员、加油站职工、学校教职员工、小区物业、
快递物流、网格长、公交司机等组成。

隋新光说，“化龙义警”队伍是以个人的
时间、技能等资源开展社会治安防范和公益服
务活动的人员，是一支覆盖各行各业，自愿参
与社会群防群治的治安志愿者队伍。

为确保这支队伍规范开展勤务，按照“五
统一”标准，化龙派出所为义警配备了反光背
心、别肩灯、帽子、哨子、红袖标等装备。

针对义警队伍不同的岗位特点，化龙派出
所制定了8条工作职责，制作了义警队伍工作
联系卡，明确了联系民警、工作注意事项等，
为义警履行好防范宣传、预警提示、纠纷化
解、巡逻防控、线索举报、情况反馈等工作提
供了导引。同时，化龙镇建立了“化龙义警”

教育培训和奖惩激励机制，调动义警的工作积
极性和主动性。

今年9月，孙家集街道78个村全部成立了
由村“两委”成员、网格长、警务助理等组成
的平安巡防工作队伍，守护百姓平安。

平安巡防队伍主要开展治安、消防等方面
的宣传教育，引导群众树立安全意识，同时巡
防中认真做好巡逻记录，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我们要求所有巡防工作队伍要带着政策、责
任、感情，积极走街串巷，用脚步丈量短板，
用实干架起桥梁，积极营造安全的社会环境，

为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孙家集街道党
工委副书记王立伟说。

“自从有了巡防队，我们感觉心里踏实多
了。”孙家庄村村民李秀安说。

9月3日，文家街道联合寿光电视台志愿者
队伍，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公益献爱心摄影慰
问活动，为文家街道静山社区75岁及以上的老
人免费拍摄婚纱照。

老人们脱掉平日里朴素的穿着，换上了西
装和洁白的婚纱。“好久没这么拍照了，好看
吗？是不是有点儿别扭？”一位老太太问老

伴。化好妆之后，志愿者为老人挑选饰品，帮
助整理衣着。

“当年一斤肉，一壶酒，两根红烛，随便
穿身衣服就是一场婚礼。那时候也没有一张记
录幸福的合影，今天算是圆满啦。”79岁的刘
宝山说。“看到老人开心，我们的付出就值得
了。”寿光电视台志愿者唐甜甜说。

“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志愿者在寿光各
行各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积极影响，成
为文明实践的先锋。”寿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朱金华说。

推进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办学

寿光今年新增8280个学位

寿光17 . 8万名志愿者服务城乡

闹离婚，志愿者先调解

寿光协议离婚数回落

□石如宽 戴玉亮 报道
寿光市洛城中心幼儿园新园，小朋友在老师的带领下做游戏。

□石如宽
戴玉亮 报道

在寿光，活跃着
17 . 8万名志愿者。图
为志愿者参加新中国
成立70周年的活动。

□石如宽 戴玉亮 报道
在寿光市婚姻家庭志愿者辅导中心，志愿

者们就解决婚姻矛盾等问题进行探讨。

平台助推
寿光教师成长

省内蔬菜产量增加
菜价持续走低

■中国·寿光蔬菜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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