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莱阳市建设局
在 建 筑 工 程 质 量 领 域 实
行“样板引路”工程，严把
原材料质量关，加大住宅
质量通病防治力度，全力
提升建筑文明施工水平，
推 动 全 市 建 筑 工 程 质 量
稳 步 提 升 。截 至 1 2 月 2 3

日 ，共 创 建 省 优 质 主 体 5

个，烟台优质结构主体 1 8

个 , 省 无 质 量 通 病 工 程 2

个；安全生产方面创建省
文 明 工 地 4 个 ，省 安 全 文
明 施 工 小 区 1 个 ，烟 台 文
明工地 1 8 个；省建筑工程
质量“泰山杯”一个。

针对提升工程质量，
莱阳市建设局严把原材料
质量关，对施工现场钢筋、

商品混凝土质量进行重点
控制，加强见证取样检测，
加大对原材料施工现场抽
检频率，今年经抽样、送检
发 现 的 多 批 次 不 合 格 材
料，通过发送短信方式在
第一时间告知质监、监理、
委托人员，做到检测信息
及时反馈，不合格材料及
时处理。针对居民质量投
诉的住宅质量通病焦点外
墙渗漏问题，组织了省专
家、设计、监理、施工各方
技术人员，从设计、施工角
度上反复研究探讨解决方
案和措施，出台了相关强
制性文件，通过质量通病
的有效治理提升住宅工程
质量。与此同时，在全市建

筑业推行安全文明施工标
准化建设，从建筑围挡、场
地硬化到施工安全防护各
个环节全面提升标准，并
根据建设、施工单位的能
力 和 水 平 以 及 工 程 所 在
区域位置，明确重点创优
工程项目，着力创建了山
水华庭二期、银座茂昌等
一 批 有 影 响 力 和 带 动 力
的 现 场 安 全 文 明 和 施 工
质量样板工程。以精品工
程 为 样 板 ，组 织 全 市 建
设 、施 工 、监 理 人 员 召 开
了两次现场观摩会，通过
样板工程的带动，促进建
筑 文 明 施 工 整 体 迈 上 了
新台阶。

张士新 孙菲菲

日前，莱阳市规划管理
处技术服务人员来到市内一
大型养鸡企业，现场踏勘养
殖棚选址，就一些手续审批
相关问题进行了详细地解
答，并为该公司选址提出了
一些合理化建议，指导规划
行政审批手续的办理，从而
实现了服务方式从“坐堂审
批”到“现场指导”的转变。

将服务“阵地”前移，深

入企业帮解难题，是莱阳市
规划管理处今年以来转变工
作作风的一个重要的创新举
措。他们在工作中紧扣“转作
风、重规范、提效能”这一主
题，将“强化服务意识、创新
服务方式、提高服务效率”作
为突出环节来抓。按照便民、
高效、廉洁、规范的要求，从
与企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审批
业务入手，创新服务方式，变

等企业上门办事为主动深入
基层帮解难题，结合企业实
际情况俯下身子现场指导、
现场办公，树立了规划管理
部门良好的对外形象。截至
目前，已现场指导办公60余
次，利用节假日服务企业20

余次，力所能及地帮助企业
解决了发展中遇到的难题，
受到广泛赞誉。

姜宇

公益性岗位规模控制研
究初探

当前，公益性岗位安置困
难群体就业已卓见成效。在看
到成绩的同时，有一点不容忽
视，那就是在日益庞大的公益
性岗位规模控制过程中存在
诸多问题，这俨然亟待各级政
府和人社管理部门解决，否则
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将偏离
政策初衷，走入误区。因此要
正视问题，必须让公益性岗位
开发管理符合政策规定，回归

政策本意。
公益性岗位规模控制研

究背景
1、岗位规模数量庞大，

无序开发严重。2、岗位设置
不尽合理，违背开发管理规
定初衷。3、政策局限性致使
公益性岗位人员缺乏就业稳
定性。4、规模控制与专项资
金实现平衡存在困难。

公益性岗位规模控制对
策探索

1、根据业务量大小和服

务对象总量确定公益性岗位
数量；2、注重公益性岗位规
模开发与社会效益的关联
性；3、通过信息化手段，实现
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工作科
学化、规范化；4、强化用人单
位和申请公益性岗位工作人
员资格审查监督力度；5、加
大就业专项资金拨付额度；
6、鼓励宣传多渠道就业和自
主创业；7、探索适合公益性
岗位的保障机制。

尤志娟

创 新 服 务 重 现 场 指 导

莱阳实行“样板引路”提升建筑工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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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拥有有高高学学历历，，还还想想学学门门好好手手艺艺
近年来不少大学生毕业后选择“回炉”学技术

本报12月25日讯(记者 李
静 ) 马上就要放寒假了，部分
高校的学生纷纷找到培训机构，
想学门技能，为以后就业做准
备。采访中记者发现，不光是在
校大学生比较热衷参加技能培
训，很多应往届本专科毕业生也
纷纷到培训机构“回炉”学习。有
的培训机构招收的学员里，应往

届本专科毕业生占到总人数的4

成。
快到假期了，今年的假期

对于烟台大学文经学院大四学
生杜冬艳来说与往年不同。近
两个月来，她参加了数十场大
大小小的招聘会和企业面试，
发现虽然自己的学历符合一些
企业的要求，但讲到实际操作
这一项，自己竟然什么都不会，
心里很着急。11月份，她便和班
里几名同学一起报了摄影和影
视后期处理的技能培训班，想
学个一技之长，再找工作的时

候也有底气。采访中记者了解
到，和杜冬艳有同样想法的大
学生不在少数。

不仅是在校的大学生着急
学技能，很多应往届本专科毕业
生也纷纷找到培训机构“回炉”
学习，以此来改变和提高自己的
工作现状及收入。不少学生称，

“回炉”后工资翻番待遇好，更受
企业欢迎。

已经专科毕业三年的赵海
燕这段时间也在参加技能培训，
她想以此来改变自己之前每月
只有1600元收入的状态。同时，本

科毕业后已经工作了10年的林超
也报名了培训班，“之前的工作
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瓶颈，我需要
寻找一条新路来发展。”林超看
好了电子商务的前景，他希望自
己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在我们这，这样的学生很
多，‘回炉’后工资待遇都提高不
少，还有的优秀学生已经自己创
业了。”烟台市华星视窗学院平
面设计专业的培训老师迟培霞
告诉记者，近些年一些本专科大
学生毕业后发现难找合适的工
作或薪资待遇不理想，便到培训

机构来重新学技能，有了一技之
长再加上原有的高学历，再就业
就容易多了。

“我们招收的300多名学生
中，本专科学生毕业后再来培训
的至少占四成。”华星视窗学院
校长毕燕海告诉记者，以前学校
招收的学员中，多是一些初高中
毕业生，近些年由于高校扩招，
初高中学员减少，而技能型人才
在市场上越来越受宠，不少找不
到合适工作的大学毕业生纷纷

“回炉”学技能，增加自己的就业
筹码，因此所占比例逐年提高。

不少应往届本专科毕业生纷纷来到培训机构“回炉”学习。 本报记者 李静 摄

学校应以市场为导向

提高学生实践能力

“我们学校的学生，很多都是拿
着四五个资格证书毕业。”烟台职业
学院招生与就业处处长刘佳振说，无
论是普通本科还是职业院校，都该把
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放在首位，“车
间是课堂，课堂也是车间。”

“大部分学生毕业都是要面向社
会，面向市场的，因此建议学校专业
的设置也应该以市场为导向。”鲁东

大学商学院刘教授说，学校应以市场
为导向，以就业为前提，调整人才培
养方案，建立健全职业生涯测评、规
划等相关体系，引导学生更新就业观
念，提高实践技能。学生自身也该尽
早做出职业生涯规划，确立职业发展
目标，密切关注社会发展，拓宽就业
择业渠道。

本报记者 李静

专家建议

在采访中，不少“回炉”者都表
示，对目前的工作待遇不满意，而
自己的高学历在实际工作中很无
力，所以不得不“回炉”学门技能，
来增加就业筹码。那么，大学毕业
生为何会出现这种“不接地气”的
情况呢？

“一些高校培养出的人才与市
场需求衔接不上。”烟台市人社局
工作人员表示，企业招聘员工看重
的是员工产生的价值，给企业带来

的效益，市场需要的是一些实用型
人才，而高校注重的是学生理论知
识的培养，这就使得学生毕业后在
就业中感觉力不从心。

业内人士表示，高校注重的是
学生理论知识的培养，素质的提
升，而技校和培训班更注重学生实
际操作能力的培养。如今，技校和
培训班恰好成为了高校和企业之
间的衔接桥梁。

本报记者 李静

技能培训成为高校与企业衔接的桥梁

采访中记者发现，很多人是顶
着压力“回炉”学习的。有人觉得大
学毕业后再去上培训班，大学都白
念了，感觉很“丢人”；有人觉得，

“回炉”不丢人，取得一技之长后再
找工作，与原来相比工资翻番，待
遇提高有何不可？

2011年大学毕业的陈红晨应
聘了一家图文印刷企业，每个月不
到2000元的工资刨除了房租和生
活费，什么都不剩。“找了那么多的
工作后，发现待遇好的工作有很
多，主要还是自己技能不够，所以
就找了一家培训机构参加技能培
训。”陈红晨说，培训老师讲课的方
式和大学老师不同，他们讲的更多

的是怎么在实践中操作。通过培
训，陈红晨学到了不少东西。她说，
虽然当时报班花了4000多元，但现
在换来的是每个月3000多元的工
资和领导对自己的认可。

还有王娟娟，本科毕业后她在
一家公司做销售，一个月2000多元
的工资，工作中屡屡受挫又不见提
高，让她觉得很没劲。于是王娟娟
决定到技校学个一技之长，然后再
就业。在参加平面设计和室内设计
的培训后，王娟娟在南方锻炼几个
月后回到烟台应聘了一家活动策
划公司，工作十分出色，月工资达
到四五千元，现在，她已经辞掉工
作自己做起了老板。

“回炉”不丢人，工资翻番涨

新闻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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