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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众报业记者 田连锋 姜洋
张珈玮

都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但授“渔”却是一个漫长又艰辛的过程。20
多年来，先后有十批援疆和三批援兵团的
山东干部人才，用身上的汗水，让山东对口
援疆的果实越结越丰硕；用脚下的泥土，把
山东援疆的部署从蓝图变成美好的现实。

“退休鸡”变成“战斗鸡”

6月8日8点多，喀什地区的太阳刚刚
升起，来自山东的援疆干部李华和姚常良
就起床盘算起这天的工作：去齐拉尼村查
看村民庭院种植、林下养殖；去对口帮扶
村里整理贫困户资料；到贫困户家走
访……

今年3月，李华和姚常良作为山东省
第十批援疆干部，来到喀什地区麦盖提县
央塔克乡，分别任乡党委副书记和副乡
长。这也是山东首次选派乡镇干部进行援
疆工作。

齐拉尼村是姚常良的帮包村。今年以
来，在驻村“第一书记”和山东援疆干部
的带动下，村民木萨在自家的15亩枣园搞
起了林下养殖。起初，因为担心风险和隐

患，木萨一度犹豫。
“不一定要从小鸡苗养起啊。可以试

试‘退休鸡’，好养！”说到养殖，李华
冒出了个“金点子”。他所说的“退休
鸡”，就是养殖场里那些过了产蛋高峰的
成熟蛋鸡。“退休鸡”虽然比雏鸡略贵，
但成活率高、风险小，能有效克服养殖技
术匮乏的弊端。

在山东援疆干部和驻村“第一书记”
的帮助和指导下，木萨夫妇俩摇身一变成
了“鸡管家”。如今，木萨夫妇林下养殖
的规模已经扩大到了1000只，每天能收
600-800枚鸡蛋，还雇用了村里的两名贫
困户来枣园帮忙。

“金点子”带来新活力，“退休鸡”
成了枣园的“战斗鸡”。

木萨为记者算了一笔账：每天收800枚
鸡蛋，能卖320元；减去饲料成本150元，仅
鸡蛋带来的收入每天就能有170元。待这些
蛋鸡产蛋量下降后，还可以出售，不但能收
回买鸡的成本，还能有一大笔收入。

有了成功示范在先，齐拉尼村村民纷
纷开始在自家枣园、庭院空闲处搞起了养
殖。

“我能叫你一声爸爸吗”

6月10日，当记者来到喀什地区岳普
湖县向日葵小学时，山东援疆教师刘峰正
在给三年级的孩子们讲数学课。

刘峰来自泰安市宁阳县乡饮乡韦周中
心小学，这是他第二次来到岳普湖的学校
进行教学。刘峰还记得，第一次援疆时，

有一位叫苏比努尔的学生有一天突然对他
说：“你要是我爸爸该有多好啊！我能叫
你一声爸爸吗？”

“他们留恋我，我也留恋他们啊！这
次来，是圆孩子的梦，其实也是圆我的
梦。”刘峰说，除了帮助当地孩子提高成
绩外，援疆更要“授人以渔”，为学校带
出一支业务精、有干劲的教师队伍。因
此，在2019年初，学校要把数学教研组组
长的重担交给刘峰时，他义不容辞地接下
了这个担子。

此次他所在的向日葵小学学生基础较
差，中高年级数学平均分仅在30分左右。
刘峰一边为学生巩固基础，一边为数学教
研拟订方案，带领教师队伍不断成长。一
年下来，刘峰所带的班级，数学平均分从
30分提高到45分，其中有4名同学分数达
到90分以上。

2019年第一学期期末考试结束后，三
年级三班的阿卜杜克热木从30分进步到60
分以上。他拿着成绩单，扬着大大的笑脸
告诉刘峰：“刘老师，您就像爸爸一
样。”

如今，班里的很多孩子都亲切地称刘
峰为“刘爸爸”，这是刘峰最幸福的时
刻：“孩子们的笑脸和认可是对我最大的褒
奖，我没有辜负山东援疆教师这个名字。”

重启尘封十年的手术室

6月14日，来自德州市人民医院肛肠
科的主治医师史忠瑞，正在乌鲁木齐市西
郊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三坪农场

医院坐诊。今年4月，他和其他两位援疆
医生一同来到这里，开展为期一年半的医
疗对口支援工作。

三坪医院设有一间手术室，但已尘封
多年未使用了。山东援疆医生到岗后，首
先使手术室初步恢复了功能，具备肛肠科
病人的收治及手术条件。

4月8日，史忠瑞接诊了一名令他印象
深刻的患者。“他来三坪医院是想要办理
转诊手续的。我看过后，建议患者可以在
三坪医院手术治疗。”史忠瑞说，之所以
这样建议患者，主要是考虑到如果转诊，
患者的治疗花费会比在三坪高，而且离家
远，家人陪护比较麻烦。此外，史忠瑞还
有一点小小的“私心”：“我既然来到这
里，就要展示我们的技术水平，不能给山
东丢脸。”

一开始，史忠瑞就受到了患者母亲的
强烈质疑：“三坪能做得了这种手术？别
治了一半再说不行让我们转院！”史忠瑞
开始向患者和家属耐心细致地介绍病情和
自己在微创无痛手术治疗肛肠疾病方面的
经验。慢慢地，他得到了患者和家属的理
解信任，患者决定就在三坪医院进行手术
治疗。

4月9日下午，史忠瑞顺利地为患者进
行了手术。直到手术结束，史忠瑞才知
道，这是近十年来三坪医院手术室实施的
第一场手术。

“我相信，只要我们全心全意为当地
百姓服务，带动当地医疗水平进步，就一
定能得到当地居民的认可，切实让当地百
姓受益！”史忠瑞说。

□记者 方垒 通讯员 王豪 报道
本报济南7月11日讯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

汛期，短时强降雨多发频发，为切实做好强降雨
防范工作，省水利厅印发《关于切实做好强降雨
防范工作的通知》，要求切实做好“测防报”，
强化水工程调度和工程巡查。

根据预报，11日夜间到12日夜间，我省有一
次较明显降水过程，南部地区降水量较大，局部
100毫米以上。11日20时，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
联合发布山东省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7月
11日20时至7月12日20时，日照市、临沂市、枣庄
市山丘区一带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包括日照市莒
县南部、五莲县南部、岚山区大部，临沂市平邑县
东北部、沂南县南部、蒙阴县大部、费县大部、兰山
区东部、兰陵县大部、郯城县大部、临沭县大部、莒
南县大部，枣庄市山亭区南部。其他地区也可能因
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

为切实做好强降雨防范工作，《通知》要
求，在水工程调度方面，要切实做好河道安全行
洪工作，及时开启拦河闸坝，确保河道行洪通
畅。要严格执行水库汛期调度运用计划，严禁违
规超汛限水位运行，对预报可能发生洪水的大中
型水库要提前预泄，腾空库容，在洪水来临时要
加强科学调度，果断拦洪削峰。小型水库要严格
落实“三个责任人”和“三个重点环节”。

《通知》要求，要切实做好“测防报”，着
力防范山洪灾害。要紧盯山洪重点防御区和降雨
重叠区，充分发挥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作用，及
时发布山洪预警，提请地方政府组织做好人员转
移、应急救援、危险区管控等各项工作，同时建立
山洪灾害预警信息反馈机制，强化预警执行效果。

在做好防御工作的同时，我省还将着眼于雨
区叠加的最不利情况，在抓好前期发现问题整改
的同时，继续组织暗访检查组对河道、水库等工
程隐患问题进行再排查再梳理，协助指导城乡低
洼地区、学校、工矿、重要设施等单位和部门做好安全隐患排查。

山东援疆干部人才“授人以渔”，把部署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留下一支支带不走的人才队伍

□ 本 报 记 者 齐静 杨淑栋
本报通讯员 戴巍

初夏时节，细雨绵绵。6月24日一
早，记者驱车前往“县委书记的榜样”
焦裕禄的故乡——— 淄博市博山区源泉镇
北崮山村。洁净坚实的石板村路，蜿蜒
于青瓦白墙间，沿着街道回溯，焦裕禄
的经典名言抬眼即是。

“猕猴桃是娇贵的水果，种植环境
不能太干，也不能太湿，这种滋润的小
雨最好！夏剪是关键时期，你看，这根
分枝太长，还有多余的花要掐掉……”
在村民焦裕德的猕猴桃园里，说起猕猴
桃的养护，焦裕德颇有心得。因曾患脑
梗，焦裕德落下了肢体三级残疾，行走
间步履有些蹒跚，干一会儿活就得坐下
歇歇。

2006年，焦裕德在淄博市中心开
了家快餐店，眼瞅着日子越来越红
火，他却突发脑梗，并留下了严重的
后遗症——— 双腿行走困难，左手丧失
劳动能力。当时，焦裕德的母亲患有
神经末梢炎，手指弯曲无法劳作，妻
子又有哮喘病，儿子还在上小学。一
场变故让整个家庭雪上加霜。“那段
时间日子难过，一家四口挤在住了30
多年的老土坯房里，墙体裂了也没钱
修。”焦裕德说。

“看着老焦的生活情况，我们心里
也着急。”北崮山村党总支书记、村委
会主任焦和方说，“‘让老百姓过上好
日子’是焦裕禄的终身追求，作为他的
家乡人，我们村党总支有责任帮助困难
村民渡过难关。”

得知焦裕德的困难后，村里很快为
他和老母亲申请了低保救助，并将其纳
入贫困户。结合焦裕德家实际情况，焦
和方多次劝说他种植猕猴桃。“源泉猕
猴桃牌子响，一斤能卖四五元，比种庄
稼收益高。不仅如此，镇上还有专家教
种植技术哩！”焦和方的话最终打动了

焦裕德。
2014年4月，焦裕德把八分多的口

粮地平整了，花一千多元钱买了70多株
桃苗，开始种植猕猴桃。为了方便焦裕
德照看猕猴桃，村党总支“特许”他把
房子建在猕猴桃园旁边，还帮他顺上了
自来水，解决了生活用水和浇地难题。

猕猴桃从幼苗生长到成熟结果，大

约要3年时间，这段时间对新手来说至
关重要。“俺成了猕猴桃种植户，可以
免费参加镇上组织的猕猴桃种植培训活
动。”焦裕德说，从搭架、抹芽到挑
头、剪枝，自己的猕猴桃种植知识几乎
都是从这些培训中获得的。不仅如此，
源泉镇还为所有种植猕猴桃的贫困户购
买了猕猴桃种植保险。如果受灾绝产，

种植户可享受果实保额1500元，树木保
额500元。

2017年9月，焦裕德迎来了第一个
猕猴桃丰收年。1800多斤的猕猴桃，
他边摘边卖，整整卖了近1个月。当
年，焦裕德收入4000多元。同年，源
泉镇整合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发展猕
猴桃扶贫产业项目，焦裕德每年能享
受到1000多元分红。次年，焦裕德的猕
猴桃产量又有所提高，销售猕猴桃收入
达6000元，再加上扶贫项目分红、各类
政策补贴等，他和媳妇一年收入能达到
1万多元，终于摘了“穷帽”。

到2019年9月，北崮山村92户贫困
户基本达到脱贫标准。村内40多家企
业，解决村民就业不成问题。依靠土地
租赁，北崮山村村集体年收入约40万
元。自2017年开始，北崮山村开展村容
村貌集中整治，通过垃圾清理整治，共
建成5处文化广场。

如今，脱了贫的焦裕德开始憧憬起
更美好的生活。“等今年的猕猴桃卖完
了，俺想拿出钱来再换个新三轮车，这
次准备买个电动的。烧油车每个月要花
100多元钱油费，使电的话能稍微便宜
些。”焦裕德乐呵呵地盘算，猕猴桃种
上七八年，就会迎来盛果期，产量比现
在还要多；有了好用的电动三轮车，可
以拉着猕猴桃到更远的地方，卖个更好
的价钱，到时再把家里的房子整修一
遍……

依靠猕猴桃种植等产业项目，北崮山村92户贫困户基本达到脱贫标准

抱上“金果果” 奔上小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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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在省宏观经济研究院
战略规划所所长刘德军看来，出口转内销
并不是产品、市场的简单“搬家”。企业
不仅需要根据国内市场的消费需求、消费
偏好进行适应和转变，渠道建设、品牌打
造、市场推广等也都需要经历一个长期而
复杂的过程。

针对众多出口型企业产品质高价优，
却缺少国内品牌知名度这一最大“痛
点”，淄博市委宣传部牵头，联合多方打
造“齐品·淄博”品牌，通过搭建文创产
品集中展示、交易一体化平台，集全市之
力帮助企业打开国内市场销路。首场“部
长带货”网络直播带货活动，20余家企业
参与，40款产品一销而空，吸引了455 . 8
万粉丝观看。

“应该看到，5月份以来，外贸整体
形势在持续向好，企业感受也比较明
显。”于浩表示，随着需求有所恢复，企
业也要判断好怎么抓取机会。“鼓励企业
使用海外仓，国际市场需求起来后，现在
开始装船出去也要一个月时间，而存在海
外仓可以马上供给。”

既解近忧又谋长远：拼抢

技能人才

最近，威海市和日照市的两位人社局
局长都在为了同一件事情而奔忙——— 招
工。威海是局长带头，15路人马去9个省
份的21个城市对接；日照则是局长带领市
内部分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负责人，赴河南
新乡、郑州和山西太原等地对接。

保企业、稳就业，二者相互促进、融
为一体。要推动企业走出当前的“低
谷”，并谋求长远发展，就要有人才支
撑；而企业发展了，自然就会推动就业。
但在调研中，受访企业集中反映同一个问
题：招工难。这里的“难”，不仅是指招
聘大学生等青年人才，更多的是指向年轻
的技术工人。疫情，让招工形势变得更加
严峻。

三角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魏楠表
示，所谓转型升级，转到最后是“人”，
再智能化的设备，也需要一线员工去驾
驭。以三角轮胎新建的一个智能化工厂为

例，这里对一线操作工的数量需求是大幅
减少的，对他们劳动技能的要求甚至是降
低的；而对负责管理、运维、保养智能装备、
系统的员工，需求增加，传统意义上的维修
工、保全工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技术进步的
需要。“这类知识型、技能型员工，在哪都是
抢着要。”

充分发挥市场的力量，是企业引进人
才、推进就业的有效方式。此次日照市人
社局与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联手，正是探索
市场化方式精准快速推进人力资源配置。
在疫情初期，他们已有成功经验——— 为有
效缓解日照三奇医疗卫生用品有限公司的
用工难题，山东杰出人力资源集团汇集全
网招聘资源以及线下人才超市，仅用了4
天时间，就收到1500多人的咨询信息、
500多人的求职信息，最终分批次成功输
送300余名员工。

从深层次看，解决企业用工问题，要
靠产城融合、校城融合。淄博市与山东理
工大学的深度“牵手”就是一个范例。山
东理工大学招生就业处副处长宋红丽告诉
记者，淄博市在人才引进、平台建设等方

面对学校给予大力支持，定期组织学生到
淄博企业体验或者实习，无形之间加强了
学生的情感认同，而学生毕业后，学校也
会重点推荐当地企业岗位。伴随淄博市
“人才金政37条”落地实施，去年以来，
毕业生本地就业率不断提高，有效缓解了
企业用工难。

技能人才除了引进，还要自己培养。
我省最新出台以工代训补贴政策，对企业
而言是“正中下怀”。作为“先行者”，
威海市参加以工代训的企业职工已有6062
名。“鼓励企业让职工边工作边培训，而
且是自己的工程师培训自己的职工，既稳
定了职工队伍，又提升了技能水平，企业
还能得到补贴，一举三得！”三角轮胎人
力中心培训发展副经理孙庆同说。

留住青山，赢得未来。截至4月底，
全省登记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总量分别发展
到323 . 7万户和737 . 5万户。千万市场主体
是全省稳就业的最大根基，与企业共渡难
关，期待政策上更为精准，行动上更有力
度，服务上更有温度，切实答好稳企业保
就业这一长远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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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端看点

□记者 王建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为认真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坚决遏制炼化行业违规

建设行为，促进规范健康发展，近日，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
化厅发布《关于建立全省炼化行业违规建设行为公开举报制度的通
知》，公布了公开举报的范围、举报方式和相关工作要求。

公开举报范围包括违法违规建设行为和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
目录（2019年本）》规定属于“淘汰类”的200万吨/年及以下常减压
装置。其中，违法建设行为主要包括一次炼油加工能力，对应生产装
置为常减压装置；二次炼油加工能力，对应生产装置为催化裂化、催
化重整、加氢裂化、延迟焦化四类装置；PX（对二甲苯）、乙烯、
MDI（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加工能力。

炼化行业建立

违规建设行为公开举报制度

□记者 张春晓 实习生 孙泽宇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2020年山东省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

划招募公告》发布，今年全省共计划招募“三支一扶”人员2994名。
报名时间为2020年7月14日9:00-7月18日16:00。

“三支一扶”招募范围为28周岁以下（1992年7月14日以后出生）
省内普通高校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以及省外普通高校
和国家承认学历的海外高校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山东户籍及
湖北户籍毕业生（含年龄超过28周岁的2018-2020届全日制毕业生）。
自2017年起，由国家统一下达招生计划，考试招生执行相同政策和标
准的非全日制研究生，可报考符合条件的相应岗位。各市根据岗位特
点和基层需求可适当将部分岗位学历要求放宽到专科。对于重点扶持
区域，可按不超过50%的比例面向具有本地户籍或本地生源高校毕业
生招募。取得高级工、预备技师职业资格的高级技校或技师学院全日
制毕业生，可报考符合条件的岗位。

“三支一扶”人员服务期为2年，服务满2年且考核合格的，采取考核
考察的方式公开招聘为原乡镇（街道）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聘用合同
中约定5年的最低服务期限（含“三支一扶”计划服务年限）。

全省计划招募

“三支一扶”人员2994名
7月14日开始报名 湖北籍毕业生可报名

□记者 张春晓 通讯员 刘海鹏 范洪艳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印发《关于在企业试

行设立特级技师岗位的通知》，明确在我省已备案开展技能人才自主
评价的企业中，试行设立特级技师岗位。

参评特级技师人员，应为企业生产科研一线岗位从事技术技能工
作并具备相应条件的在职在岗高技能人才。参评人员在具备高级技师
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高级技师岗位工作满4年且仍在从事本职
业（工种）工作等基本条件的同时，还应在产品研发、技术革新、人
才培养、取得经济效益等方面为企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

通知规定，我省开展技能人才自主评价的企业，根据工作需要和
企业技能人才队伍现状，自主设立特级技师岗位，采取评聘结合方
式，开展特级技师评聘工作。聘用到特级技师岗位的人员，按照企业
正高级工程师兑现工资待遇，并在人才服务、政策支持以及参与社会
事务等方面，与正高级工程师享受同等待遇。

山东试行设立特级技师岗位

焦裕德正在猕猴桃树下劳作。

□记者 方垒 通讯员 张润泽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从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了解到，为进一步提升

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水平，我省于近日印发《关于推行建筑起重机械
“一体化”管理的指导意见》，加快解决建筑起重机械租赁、安
装、拆卸、维修和保养等分段管理带来的安全问题，实现责任明
晰、管理到位、衔接顺畅，有效防范遏制起重机械生产安全事故，
推动建筑施工本质安全生产水平提升。

《意见》明确，建筑起重机械“一体化”管理是指对于房屋建筑工
程施工现场纳入特种设备目录的塔式起重机和施工升降机等建筑起
重机械，租赁、安装(含加节、附着)、拆卸、维修及保养等工作，统一由同
一家建筑起重机械“一体化”企业组织实施。其中，建筑起重机械“一体
化”企业应当原则上自有塔式起重机、施工升降机的总数不少于30台。

在“一体化”管理方面，“一体化”企业应为独立法人资格企业，具
备相应起重设备安装专业承包资质和安全生产许可证同时，“一体化”
企业应当具备与生产经营规模相适应的技术管理能力，依法履行建筑
起重机械产权备案、变更、注销、报废程序，严格落实安拆告知、使用前
自检、使用中日常检查制度，定期做好维修保养和巡查检修，杜绝“带
病”运转。

建筑起重机械

推行“一体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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