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大实事见证东营教育跨越
改善教育基础设施是重点
本报记者 李沙娜

17日，记者从东营市教育局获
悉，2011年东营实施了九大重点教
育工程，进一步改善了办学条件。

幼儿园标准化建设

估算总投资7 . 9亿元

2011年起，在全市范围内实施
为期三年的城乡幼儿园标准化建
设工程，估算总投资7 . 9亿元，新建、
改扩建幼儿园185所。

据介绍，2011年全市规划投资5

亿元，市县两级财政累计投入2亿
元，新建、改扩建幼儿园173所。其
中，市委、市政府将新建、改扩建64

所城乡标准化幼儿园列为2011年度
东营市10件民生实事之一，市财政
安排6000万元专款。目前，年度建设
任务已基本完成。

东城3所公办

幼儿园改造提升

按照市政府6月13日专题会议
要求，市财政投资近千万元，完成
了对市第一实验幼儿园、第二实验
幼儿园和海河幼儿园的改造提升。

记者从市第一实验幼儿园了
解到，该园购置了大型滑梯、攀爬
网、轮胎秋千、羊角球等玩法不一、
规则不一、锻炼目的不同的活动器
材近2000件，15个类别，7月份投入
使用，为幼儿的健康成长奠定了坚
实基础。

另外，二幼和海河幼儿园内也
绿化、美化了内外环境，改造刷新
了建筑物外立面，配套完善了院内
设施，改造提升工程的实施，极大
地改善了幼儿受教环境。

中小学办学条件

建设投资1 . 62亿元

2011年组织召开了东营市中小
学办学条件标准化建设现场观摩
暨动员会，要求2012年底前基本完
成各项目标任务。

据了解，东营市教育局还专门
成立了普通中小学办学条件标准
化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制定
了标准化建设实施方案，2011年全
市完成了标准化建设投资1 . 62亿
元。

中小学校舍

安全投资1 . 4亿元

2011年，东营市规划改造校舍

25 . 65万平方米。目前，全市累计改
造校舍26 . 2万平方米，完成投资1 . 4

亿元，超额完成年度任务。

中小学“211工程”

规划改造项目96处

2011年，东营市共规划改造项
目96处，其中热水热饭项目64处，取
暖 1 6处，改厕 1 6处，规划总投资
2075 . 05万元。目前，规划项目已全
部完成。

记者从垦利县董集实验学校
了解到，董集实验学校“211工程”中
地源热泵工程投资金额350万元，打
井224口，每口井深120米，采用同程
式连接，保证每口井供水与回水管
线长度相同，目前学校教学楼、宿
舍楼及餐厅室温都在20℃以上。

农村中小学

教学仪器得到更新

东营市教育局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2011年上半年，为农村中小学
配备了价值158万元的小学科学和
初中生物教学仪器，所有仪器全部
送货到校，投入教育教学。同时下
半年，投资118万元购置音体教学仪
器，正在进行招标。加强了全市218

所学校的教育装备管理软件系统
升级工作，基本实现了全市中小学
校教育装备管理的信息化。

实施中心城区

学校建设工程

据了解，2011年东营市中心城
区除继续协调做好科达、丽晶小学
续建工作外，还督促协调胜利教育
管理中心和东营区政府按照分工
做好了胜利五中扩建、锦苑西区小
学和金融小区小学新建工作，目前
三所学校均于12月中旬举行了开
工建设仪式。

职业教育

取得新发展

2011年东营职业学院成为“国
家级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
划”立项建设单位，市政府进一步
加大了投资力度，各项建设工程进
展顺利。市技师学院建设一期工程
顺利完成，并实现迁址新校办学，
二期工程开工建设。

据了解，东营职业学院制定了
《关于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的实

施意见》，与中国万达集团等28家
大型企业签订了校企合作办学协
议。利用国家骨干高职院校特殊政
策，今年首次开展单独招生取得圆
满成功，按程序、按计划实际录取
400人。879名学生被本科院校录取，
总录取率20 . 33%，居全省同类院校
第一位。

另外，垦利县投资2500万元建
设的职教中心实训基地已完成工
程建设；市教育局、财政局联合申
报了广饶县中专学校机电技术应
用、利津县职教中心数控技术、垦
利县职教中心实训中心建设等3个
国家、省实训基地建设项目，其中
利津县职教中心数控技术项目已
经批复，由中央投资180万元、地方
配套180万元购置的实训设备将于
2012年初到位。东营市国家级重点
中等职业学校达到3所。

积极引进

高等教育优质资源

2011年，东营市积极引进高等
教育优质资源，到北京王府学校、
辽宁营口大学园、大连理工大学等
高校进行了实地考察和洽谈。认真
做好了山东大学与我市战略合作
教育子项目的推进工作，成立了

“山东大学东营研究院”。另外，在
充分发挥当地高教资源优势，大力
促进胜利学院加快发展。积极争
取，努力将创办山东胜利海事职业
学院列入山东省“十二五”高等职
业教育发展规划。

同时，2011年教育局还积极关
注弱势群体的上学问题，进一步
健全了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
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切实落实
好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临时价
格补贴政策，增加了农村义务教
育贫困寄宿生生活补助预算，将
农村初中和小学寄宿生生活费补
助标准分别提高250元，达到1000

元和750元。
据了解，东营市全面落实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落实
资金 6 7 2万元，对 6 3 9 9名中小学
生、在园幼儿、农村义务教育贫困
寄宿生进行了救助，1 4 6 0名贫困
大学生获得贷款，23836人次获得
国学助学金。市财政投入 3 0 4万
元，按照本科1万元、专科5 0 0 0元
的标准，对371名低保大学新生进
行了救助。市财政投入5 0 0万元，
对959名未升学初、高中毕业生实
施了免费专业技能培训。

今年全市粮食流通

民生工程是重头戏

本报1月17日讯（见习记
者 杨琼） 17日，东营市粮
食局召开全市粮食流通工作
务虚会提出，2012年着力提
升粮油食品工程，提升快餐
便民工程，全市粮食流通工
作以民生工程为主。

会上提出了 2 0 1 2年全
市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工
作 思 路 ：提 升 四 大 民 生 工
程 。提 升 放 心 粮 油 食 品 工
程，重点培植面粉、大米、食

用油、杂粮等专业粮油配送
公司10家以上，新建放心粮
油店40家；提升放心快餐便
民工程，在中心城区建设沿
街中心门店达到15个以上，
社区供应网点达到160个以
上 ；提 升 农 户 科 学 储 粮 工
程，今年推广农户科学储粮
示范仓 1万个。提升粮油加
工转型工程，重点抓好广饶
半球、元灏、胜大新上面粉加
工等项目建设。

15日，随着春节的临近，农村群众赶年集置办年货的人数迅速
增加。为此，广饶交警三中队及时调整农村地区交通安全宣传措
施，采取交通安全“赶年集”的方式，把交通安全知识送到了广大农
民朋友的身边，极大地增强了他们的交通安全意识，为农村群众平
安欢度龙年新春佳节提供了有力保证。

本报通讯员 张景海 本报记者 王超 摄影报道

2011年东营新批

17家企业到境外掘金

本报1月17日讯（见习记
者 耿璐 通讯员 李鹏）

17日，记者从商务局获悉
2011年，东营市新签对外承
包工程合同额65056万美元，
同比增长10 . 9%；完成营业额
44991万美元；外派劳务人员
1460人。新批境外投资企业17

家，中方协议投资总额5918

万美元。
新批17家企业其中较大

项目有：东营市黄河三角洲
投资中心投资2100万美元在
香港设立YRD控股有限公司
和KY控股有限公司；山东陆

海钻采科技有限公司在阿联
酋投资980万美元设立道通
陆海石油技术服务有限公
司；盛泰集团有限公司在美
国投资960万美元设立国际
ARC盛泰有限公司（主要从事
飞机零部件的拆装销售）；山
东科瑞石油装备有限公司在
印度尼西亚的投资项目由100

万美元增加到500万美元等。
据了解，新批企业多是

石油装备企业，大多到境外
设立营销网络从事国内产品
的销售和后续安装和技术服
务等。

2011年食品价格强劲上涨

肉禽制品拉动东营CPI走高

本报1月17日讯（通讯员
徐凤梅 见习记者 耿

璐） 17日，记者从东营市统
计局了解到，与2010年相比，
2 0 1 1年东营食品价格上涨
8 . 6%，，直接拉动居民消费价
格总水平上升2 . 45个百分点，
对 C P I上涨的贡献率达到
55 . 7%，影响程度居八大类之
首，是导致CPI走高的主要原
因。

从食品类的结构看，在
监测的16类食品中有13类价
格上涨，涨价面高达81 . 2%，
涨幅超过10%的类别有4类，
分别为肉禽及其制品价格上

涨 2 3 . 4 % 、蛋 类 价 格 上 涨
15 . 2%、粮食价格上涨13 . 2%、
干鲜瓜果价格上涨12 . 9%；另
外，水产品类、在外用膳食品
类、干豆及豆制品类也分别
上涨了9 . 0%、6 . 0%、5 . 9%。

从对食品价格上涨影响
程度看，影响最大的是肉禽
及其制品，拉动食品价格上
涨4 . 11个百分点，占食品价格
上涨面的47 . 8%；其次是干鲜
瓜果类和在外用膳食品类，
两类合计占食品价格上涨面
的30 . 3%。肉禽及其制品价格
上升是拉动食品价格上升的
主要因素。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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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宣传

“赶年集”

龙腾方寸贺新春

17日，黄河口集邮研究会设计推出龙年正月初一拜年纪
念邮戳，主图由腾云驾雾的飞龙形象和“壬辰龙年”、英文“新
年快乐”等字样组成，表达了对新年事业兴旺腾飞、和谐盛世
瑞气呈祥的美好祝福。据了解，拜年戳将于大年初一（1月23

日）启用，并在指定的邮政服务网点免费供市民加盖收藏作为
纪念。

本报记者 李金金 本报通讯员 高钧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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