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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孙会杰

9月14日，中秋假期，寿光市侯镇中心小学
四年级二班学生雪倩邀请了长笛社团社员，一起
排练长笛。如今，雪倩已经练习长笛两年了。

而之前，雪倩是一个特别内向的孩子，说话
声音特别小，从不主动与人交流。当同学们在课
间嬉戏打闹的时候，她总是一个人静静在角落里
发呆。

后来，在老师的鼓励下，雪倩加入了学校组

织的长笛社团，并很快爱上了长笛。雪倩和小伙
伴们一起探讨技艺，一起排练，一起外出表演，
渐渐地，雪倩变得开朗了、自信了，学习成绩有
了明显提升，还当上了班长。

在侯镇中心小学“和美教育”的哺育下，众
多小学生和雪倩一样综合素质得到提升。

2016年，侯镇中心小学借特色学校创建契
机，挖掘自身艺术教育优势，提出了“和美教
育”。这个教育就是以民乐为龙头，辐射体育、
书法、绘画、舞蹈等方方面面，让每个孩子和而
不同、美美与共。

侯镇中心小学开设了唢呐、笙、横笛、扬

琴、柳琴、阮、琵琶、古筝、二胡、大贝司、大
提琴、打击乐等12种音乐课程，编写了《民乐之
声》校本教材。

在课程选择上，该校实行“自主申报
制”，学生根据兴趣爱好自主认领课程。学校
整合音、体、美课程，用一节体育活动课、一
节音乐课（单周）或一节美术课（双周）、一
个大课间共同组成每周五下午统一的授课时
间。

在师资配备上，学校挖掘校内外资源，采
用“双向指导制”，即以学校教师为主，辅以
社会义务专业教师和特长家长，共同参与到学

生学习指导中来。在课程评价上，学校实行学
期“考级”制，设置了课程“级别”，每学期
对学生进行检测，颁发“考级证书”，“逐级”
提升学生艺术素养。

2017年，“和美课程”起步，2018年实践调
整完善，如今侯镇中心小学形成了“和美教育”
新课程体系。

侯镇中心小学先后登上了寿光音乐厅和央视
少儿频道等舞台，被誉为“全国建制规范且具备
音乐会专场演奏水平的农村小学”。学校被授予
山东省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山东省艺术教育示范
学校。

□记者 石如宽 通讯员 孙瑞璞 报道
本报寿光讯 今年中考后，寿光孙集一中的

初三学生庆庆被寿光一中录取。按照庆庆平时的
成绩，基本没有希望被高中录取。但初三后，庆
庆被安排到孙集一中课改实验班。“我们通过有
针对性的训练，加上庆庆自己的发奋努力，各科
成绩提高很大，最终被一中录取。”孙集一中校
长孙志华说。

和庆庆成绩相似，孙集一中还有坤坤、琪
琪、雅迪、青青、勇勇等5名同学被寿光一中录
取，悦悦被寿光现代中学录取。与庆庆不同的
是，这些同学是通过特长训练被录取的。

“推行课改实验班一年来，从中考成绩来
看，今年我们的AB优秀率达到了55%，比去年提
高了接近12个百分点。更重要的是一部分中游学
生通过努力达到了普高正取的等级，部分同学通
过特长考试被正取。”孙志华说。

在教学的实际操作中，特别是到了毕业年
级，老师们注重的往往是优等生的培养。如何最
大限度地挖掘中等生的潜能，提高他们的成绩，
或者是选择一项适合自身发展的特长项目，孙集
一中进行了探索。

自2017年开始，孙集一中党支部通过干部酝
酿、教师讨论并得到有关专家的指导，决定在毕
业年级推行中等生课改实验班。为此，该校专门
召开了九年级家长会，争取了家长支持。

针对中游学生的特点，孙集一中在教师备
课、上课、辅导、评价等方面制定一系列有针对
性的措施，做到因材施教，对症下药。孙集一中
抓特长培养，学生根据自身的优势选报特长项
目，由辅导教师进行筛选考核最终确定。利用大
课间、音体美课堂对特长生进行培训辅导，实现
全面发展。课改班和一般班之间实行开放式动态
管理，经过几次统一考试，依据成绩在课改班和
一般班之间随时调整。

□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报道
本报寿光讯 10月7日至13日这周，寿光地

利农产品物流园蔬菜价格定基指数为87 . 46点，
较上周89 . 37点下跌1 . 91个百分点，环比跌幅
2 . 1%，同比跌幅26 . 9%。

这周监测的10大蔬菜类别指数中，6类下跌3
类上涨1类持平。其中，下跌明显的类别是菜豆
类、茄果类、白菜类，环比跌幅分别是14 . 9%、
13 . 9%、11 . 6%。上涨的类别是甘蓝类、瓜菜类、
菌菇类，环比涨幅分别是30 . 6%、7 . 6%、1 . 2%。
水生类持平。

据分析，周指数继续小幅回落，主要原因有
两方面。一是凉爽的天气对秋菜生长较为有利，
省内货源大幅增加，且运输便利、包装费用减少
等因素共同拉低菜价。二是部分蔬菜品种产地较
多，上市期重叠，使得货源充足，价格相互制
约。

现阶段正值秋菜上市的旺季，省内及地产菜
出产量会越来越多，且外省菜供应仍较充足。预
计，近期蔬菜价格指数将继续呈下滑趋势。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隋艳玲

“我们上课用的是多媒体，做实验有专门
的实验室，教室里有空调，下课喝水有饮水
机。什么都很方便。”寿光建桥学校初中二年
级三班学生宋雨桐说。

“我们学校的操场很棒，有塑胶跑道，有
各种体育设施，校园也很美。”寿光北洛小学
四年级一班学生唐悦说。

而在70年前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寿光全县
仅有不足五分之一的适龄儿童能够进入小学学
习，1951年始建初中一处，1955年才建设第一
所高中学校，但在经过文革动荡后校舍破败不
堪。“土房子，黑屋子，里面坐着个泥娃子”
是当时寿光教育的生动写照。

“特别是农村小学这一块，房屋由于长时
间失修，好多成了危房，桌凳也基本上破坏，
所以有好多学校没有桌凳，用砖或泥土垒桌子
垒凳子，也有孩子自己带，七高八洼参差不
齐。”今年79岁的原寿光县教育局局长姜思义
说。

从“黑屋子土台子”到“最美的楼房在学
校”，从“有学上”到“上好学”，从“人民
教育人民办”到“办好教育为人民”，新中国
成立70年来，寿光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从泥桌子到现代化教室

自1979年开始，寿光发动群众集资改造中
小学校舍，1979年到1990年共计投入4283万元
用于城镇中小学校舍改造，1986年全县农村中
小学达到教育部提出的“一无两有”，即校校
无危房，班班有教室，人人有木质课桌凳。
1990年，寿光城镇中小学学校规模、校舍、课
桌凳、运动场地、校园环境全部达到山东省城
镇校舍改造“五达标”要求。与此同时，寿光
把普及义务教育作为教育改革发展的重点，高
标准推进“两基”建设，1996年以优异成绩通
过全国“两基”先进县市验收。

“两基”就是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
本扫除青壮年文盲。1986年国家颁布《中华人
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1988年颁布《扫除文
盲工作条例》，寿光制定了九年义务教育十年

规划，到1997年被国家表彰为全国“两基”工
作先进市，刚好用了10年时间。

1998年至2001年是寿光教育布局结构大调
整大优化时期，年教育投入分别达到2 . 3亿
元、3 . 2亿元、3 . 21亿元、3 . 28亿元，三年撤并
改建小学291处。1999年，寿光投资2 . 1亿元新
建寿光现代中学。2003年，寿光投资1 . 5亿元建
设寿光世纪学校。2004年，寿光四中整体合并
到寿光中学。2007年，寿光投资4 . 2亿元整体迁
建寿光一中。2011年，寿光投资7亿元建设了寿
光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2014年，寿光投资3 . 6
亿元建设了世纪教育集团东城学校。2016年，
寿光投资2 . 2亿元建设了现代中学东校区，投
资2 . 6亿元建设了世纪教育集团凤华学校。2017
年，寿光投资2 . 5亿元整体迁建寿光二中。

全省首先告别小煤炉取暖

上档升级的不仅是校舍，还有相应的配套
设施。2002年开始，寿光合班并校、校舍改

造、校园餐厅建设、农村薄弱学校改造、标准
化学校建设等工程有序推进。始建于1986年的
寿光市建桥学校见证了全市教育事业的发展变
化。

据建桥学校退休教师寇兴邦介绍，原建桥
初中占地72亩，刚建校时只有十几间教室，六
七十名教师，300多名学生，一个炉渣操场，
一个食堂，没有餐厅，学生打上饭回教室吃。

2009年，寿光投资5 . 8亿元建设建桥学桥新
校区。新校占地面积460亩，建筑面积12万平方
米，容纳学生近万名。校内操场、宿舍、食堂
配套齐全。在学校的多媒体课堂，老师上课，
黑板上同步播放着电脑课件，图文并茂地向学
生传授知识。伴随着寿光教育事业的发展，如
今这样的学校、这样的上课方式，寿光城乡所
有孩子都能享受到。

在圣城街道东关小学教师张敏看来，现代
化教育设备上档升级，让教师们告别了一支粉
笔一本书、一张嘴巴讲满堂的传统教学模式，
进入了声光电多媒体综合运用、师生互联互
动、网上遨游冲浪的全新的信息教育时代。

教育均衡不仅是教育资源的均衡，还有教
育服务的均衡。近年来，寿光先后实施四大工
程：接送学生安全工程保障学生上下学交通安
全，农村中小学塑胶操场工程改善农村中小学
运动场地条件，安全饮水工程解决在校生课间
安全饮水问题，取暖改造提升工程使寿光市成
为全省第一个告别小煤炉取暖的县市。

目前，寿光有大中小学校、幼儿园313
处，其中全日制普通本科高校1处，中等职业
学校1处，高中6处，初中34处，小学87处，特
教学校1处，学前幼儿入园率，小学生、初中
生入学率均达到100%，高考成绩更是屡创佳
绩，高考上线数、上线率和名生培养一直位列
潍坊各县市区首位。

县域教育现代化的领跑者

位于寿光的潍坊科技学院占地2400多亩，
全日制在校生达3万余人，生源来自全国各

地。
徐雨晴是该校的大四学生，学的是机器设

计制造及自动化专业。去年12月，徐雨晴和同
学代表中国大学组，参加了在俄罗斯圣彼得堡
举行的世界机器人大赛，从64个国家组队中脱
颖而出，最终斩获团体亚军。“成绩的取得得
益于学校为我们搭建的学习和实践平台。有了
更多的实践，我们的水平才能不断提高。”徐
雨晴说。

2004年，寿光六中、潍坊水产职业中专合
并到潍坊科技职业学院。2008年，教育部同意
在潍坊科技职业学院基础上建立潍坊科技学
院，为本科院校。学校现设贾思勰农学院、中
印计算机软件学院、建筑工程学院、士官学院
等16个二级学院，开设41个本科专业，38个专
科专业，形成了以工学为主体、农学为特色，
理学、文学、艺术学、医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
的综合院校。

与高等教育并驾齐驱的是职业教育。2011
年，寿光投资7亿元新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该校现有教职工630人，专任教师490名，全日
制在校生6582人，设有现代农艺、海洋化工、
现代服务、机械数控、机电、汽车工程等11个
教学部35个专业。学校积极与国内外高端企业
联合办学，搭建了校企合作、校校合作、资源
共享的平台。

70年来，寿光市作为“教育均衡发展”的
发源地和县域教育现代化的领跑者，创造了从
学前教育到研究生培养的全链条高水平人才培
养体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寿光市教育和体育局局长李玉明说，下一
步，寿光将紧紧围绕“建设现代化教育强市”
这一总目标，扎实推进教育综合改革，立足规
范发展抓好学前教育，努力扩大优质学前教育
覆盖面，进一步优化学校布局，坚持优质教育
资源向农村地区、薄弱学校倾斜，聚焦新高考
改革抓好高中教育，创新高中教育“学习能力
提升、职业生涯规划”多元教育模式，突出产
教融合抓好职业教育，为全市经济社会实现高
质量发展贡献教育智慧、教育力量。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十一假期，在位于寿光洛城街道东马家庄
村的青州市阳光和美饲料厂寿光分厂内，洛城
街道安全环境保护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对生产车
间进行了安全检查。经查，发现该企业存在安
全出口上方应急灯未通电、灭火器未按照规定
进行定期维护保养、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
案未按规定进行备案等诸多问题。随后，洛城
街道安环办工作人员对其负责人进行了问询，
并下达处罚决定。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责令该企业限期整
改。”洛城街道安环办工作人员李云波说。

“我们保证五天之内整改完毕，以后我们
争取自查自纠，保证安全生产。”饲料厂负责
人杨玉芳说。

在寿光开展的安全生产“百日会战”攻坚
行动中，洛城街道开展安全生产“诊断式”隐
患排查行动。该街道划分工业企业、农村、蔬

菜合作社、工业建筑工地、城中村建筑工地、
社区、学校和卫生院、三个镇区“八大领
域”，各口分别按照应查企业清单，班子成员
带头进行拉网式检查，每到一处都要留详细的
安全检查记录表，列明检查时间、隐患内容、
整改措施、整改时限等要求，层层传导压力到
村、企业、商铺。在拉网查的同时，聘请安全
专家对重点企业进行“诊断性”检查，确保检
查无死角。

洛城街道安环办主任李勇说：“我们在聘用
5名注册安全工程师基础上，又聘请第三方中介
服务机构潍坊金联益康安全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4名潍坊级注册安全工程师，对涉氨制冷、粉尘
涉爆、受限空间等重点企业进行检查，详细列明
隐患整改措施、整改期限以及注意的事项，帮助
企业从根上提升安全管理水平。”

木器加工行业作为粉尘涉爆行业，是此次
检查的重点。在山东东宇鸿翔装饰材料有限公
司内，检查人员重点对企业作业场所火花探测

和自动报警装置设置情况、粉尘清扫制度、线
路套管是否符合要求等情况进行逐一检查，检
查一处记录一处。针对查处的问题，责令其限
期整改。

“该单位在涉爆粉尘和天然气使用方面无
重大安全隐患，但线路套管和消防器配备方面
还存在不足，我们责令限期整改。”洛城街道
安环办工作人员刘坤升说。

“我们会在要求的限期之内，及时整改完
成。”东宇鸿翔安全环保部部长孟令国说。

据介绍，对于检查出的问题，工作人员积
极落实回访复查制度，紧跟整改期限，对整改
落实情况进行无缝追踪。在寿光卫东化工有限
公司阻燃剂厂的厂区内，检查人员就针对前期
检查中发现的隐患点和限期整改事项进行了逐
个复查。

“我们在之前的检查中发现了几条问题，
然后今天来企业对前期提出的问题进行验收。
比如前期卸车台账记录不是很规范，加液罐中

伴热管线未套管，循环水塔没有防雷设施，新
建的消防泵房中保温设施不完善。通过这次验
收，企业问题全部整改完毕。”洛城街道安环
办工作人员李斌说。

排查隐患的同时，洛城街道还组织辖区所
有企业，聘请本企业以外专家参与，开展安全
隐患自查，深度剖析，多形式组织企业开展安
全生产教育培训。截至目前，已组织危化品、
涉氨、木器、纺织、人员密集场所等95家企业
进行了安全培训，培训4000余人次。

截至目前，洛城街道累计检查各类生产经
营单位1619家，排查隐患2259项，已整改971
项，立案处罚9起、罚款9 . 3万元，责令停产停
业整顿4家，关闭取缔6家。

“我们将进一步克服麻痹思想，消除侥幸
心理，从早从紧、抓实抓细。在抓好隐患排查
的同时，把安全培训、行政执法和关停取缔作
为当前首要工作，确保安全生产‘百日会战’
攻坚行动各项措施落到实处。”李勇说。

寿光开展安全生产“诊断式”排查

侯镇中心小学———

学生才艺展示登上央视舞台

从“黑屋子土台子”到“县域教育领跑者”

寿光教育70年天翻地覆

□石如宽 戴玉亮 报道
寿光文家中学老师在给学生演示实验。

□石如宽
戴玉亮 报道

寿光市职业教育中
心，学生们在现代化实
验室里做实验。

孙集一中课改
让中等生赶上来

货源大幅增加
菜价继续下跌

■中国·寿光蔬菜指数

孙集一中初三教师正在上课。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10月15日上午9点，寿光市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大厅内，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
学院院长、教授王玉香作了文明实践培训的报
告，台下100多位文艺爱好者聆听。

这是我省文艺界在寿光举办的“文艺进万
家、健康你我他”新时代文明实践文艺志愿服务
活动的一部分。

据了解，文艺志愿服务活动共3项。一是文
艺志愿者培训班，省文联专家就新时代如何做好
文艺志愿服务工作进行授课培训，同步开展摄
影、非遗文化展览、小型文艺展演等活动。二是
文艺志愿服务“蒲公英”合唱培训，省音乐家协
会老师对师生进行合唱辅导。三是齐鲁红色故事
巡讲，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组织人员讲述红色故
事。

寿光市文联主席孙荣美认为，文艺志愿服务
专家、艺术家们的培训、指导，贴近实际、生动
有趣，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又具有现实指导意
义，充分展示了新时代文明实践文艺志愿服务活
动“文化惠民、文化乐民、文化为民”的宗旨，
使基层群众真正受益。“高层次专家教授现场指
点，让我们受益匪浅，为我们开展志愿服务提供
了更明确的方向，也有了更切实的操作。”寿光
市音乐家协会主席孟庆帅说。

“我喜欢唱歌，但水平很难提高，有了高水
平老师指点，感觉进步很大。”寿光歌唱爱好者
孙美云说。在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中，寿光市发
挥文联桥梁和纽带作用，牵头成立新时代文明实
践文艺志愿服务中队，引导直属23家协会全部组
建文艺志愿服务队，立足业务特长、发挥资源优
势，秉承“到人民中去”宗旨，开展系列志愿服
务活动。自今年2月份活动启动以来，已累计开
展活动160余场次，受益群众近万人次。

文艺界新时代文明实践
文艺志愿服务活动
在寿光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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