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城文化产业园挂牌“国家级”
是全国第六家、省内唯一获此殊荣的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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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管理，树立质量意识；创新模式，塑造学校品牌
——— 山东省薛城区邹坞镇第一中学教育纪实

山东省薛城区邹坞镇第一
中 学 是 一 所 农 村 中 学 ，座 落 在

“安阳古城”，与“中陈郝古瓷窑”
毗邻。该校近年来在教育主管部
门的关心支持下，在王吉堂校长
的带领下，先后荣获了“枣庄市
规范化学校”、“枣庄市德育工作
先进单位”、“枣庄市实验教学管
理示范学校”、“枣庄市平安和谐
校园”、“薛城区首批教学工作示
范校”、“薛城区首批教师发展学
校”、“薛城区文明校园”等荣誉
称号，连续九年获得薛城区教育
局 教 育 教 学 管 理 先 进 单 位 。目
前，该校正以先进的教学设施和
优美的校园环境为保障，以全面

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终极目的，
唱响“质量一流、服务一流、文化
一流”的主旋律，打造特色鲜明、
家 长 放 心 、社 会 满 意 的 学 校 品
牌。

建章立制，兑现奖惩，发挥管
理制度效能。该校一直将制度建
设作为学校工作的重中之重，严
格落实各项规章制度。建立学校
办公会制度，充分发挥办公会成
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建立健全制
度管理与人文管理相结合的学校
管理新模式，为教师搭建公平竞
争的平台，充分调动了教职工的
积极性，提高了教师自主管理的
积极性，形成全员民主管理的良

好局面。同时建立德育为首的德
育工作新模式，加强德育的针对
性，拓展德育教育途径，加强德育
队伍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理念先行，模式创新，提高
课堂效率。课堂教学是学校教育
的生命线。为了解决课堂教学中
的低效、学生课外负担太重的难
题，该校积极推行“合作探究、当
堂达标”的课堂教学模式。该模
式的基本环节是：情景导入、诱
发 欲 望 — —— 借 助 学 案 、尝 试 自
学——— 发现问题、合作解决———
总结归纳、反思拓展——— 梯度练
习、达标检测。它充分体现了学
生的自主学习，教师围绕学生设

计教学。该模式培养了学生的综
合能力，提高了课堂效率。

采取有效措施，树立质量中
心意识。该校重点落实“六项教
学制度”。一是落实教学专题研
究办公会议制度和每学期教学
总结分析会议制度。二是落实教
学工作责任制，即“一把手”全面
负责制、分管领导直接负责制、
级部主任包级制、教研组长包科
制、以班主任为核心的任课教师
班级集体负责制和班主任坐班
制度。三是落实教学检测反馈机
制，实施“日清—周结—月评”制
度，即任课教师当堂检测把好课
堂教学质量关，做好堂堂清；级

部主任和教研组组长把好日常
测评诊断关，做到“阶段清”；教
导 处 抓 好 期 中 、期 末 考 试 质 量
关。四是落实学科教学集体备课
制度。五是落实领导干部推门听
课制度。六是落实教学常规指导
反馈机制，不断提高教育教学的
执 行 力 和 落 实 力 ，向 落 实 要 效
能，向效能要质量。

梅 花 香 自 苦 寒 来 ，目 前 该
校，教风正，学风浓，以“和顺管
理、和雅德育、和合模式、和美文
化 、和 卓 质 量 ”为 主 的“ 和 谐 教
育”已经形成，成为薛城区农村
教育的一面旗帜。

(刘文 李琦 刘吉亮 )

本报枣庄12月9日讯(记者 白
雪岩) 7日，台儿庄古城国家级文
化产业试验园区揭牌，这是全国第
六家、省内唯一获此殊荣的园区。
园区以古城景区为核心，是一处集
文化创意、项目孵化、人才培养、影
视体验、传统教育、休闲娱乐功能
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产业示范园。

12月7日，在台儿庄古城国家

级文化产业试验园区揭牌仪式上，
市长张术平介绍，2011年3月，枣庄
市委、市政府以台儿庄古城景区为
核心，着眼于文化产业发展和休闲
旅游的双重定位，依托大战文化和
运河文化的深厚底蕴，规划建设一
处占地18平方公里、一处涵盖九大
文化产业的综合性文化产业示范
园。同年，台儿庄古城文化产业园

成功创建成为首批山东省文化产
业示范园区。今年，被文化部命名
为国家级文化产业试验园区。今
后，古城国家级文化产业试验园区
的建设水平要做到高起点、有特
色、重创意，将其打造成为枣庄市
文化产业发展的龙头、创意产业的
孵化基地。

近年来，枣庄市委、市政府深

化文化体制改革、把加快文化产业
发展作为推进城市转型的重要举
措，围绕打造产业发展的龙头和载
体，历时三年多时间高标准实施了
台儿庄古城重建。台儿庄古城运营
以来，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突破
400万人次，今年成功创建成为国
家5A级旅游景区。同时，枣庄把文
化遗产保护与文化产业发展有机

结合，以重建的台儿庄古城为载
体，努力打造百庙、百馆、百业、百
艺等“四百”文化业态，推动了文化
与旅游的融合发展，促进了文化遗
产的保护与传承。2011年，全市文化
创意产业增加值实现65 . 8亿元，同
比增长19 . 6%，占全市生产总值的
比重达到4 . 22%，接近支柱产业占
比5%的标准。

冬季用血趋紧

血站启动

爱心血库

本报枣庄12月9日讯
(记者 赵艳虹) 9日，记
者从枣庄市中心血站了解
到，随着冬季天气变冷，各
流动采血点的采血量逐渐
减少，季节性缺血现象已
开始显现。为确保冬季医
疗临床用血的需要，市中
心血站已启动爱心血库，
组织爱心血库的成员参加
了献血，但库存量仍很紧
张。

据血站的工作人员介
绍，由于夏季白天太热，所
以工作人员就增加夜间采
血次数。“但天气转冷后，
市民都不愿出门，所以献
血的市民就越来越少，街
头献血车也鲜有人光顾。”
每到冬季献血人数就会减
少，并出现季节性缺血，因
此冬季血站只能联系单
位，组织人员自愿参与献
血。虽然启动爱心血库后，
可暂时保证医院临床、手
术用血，但库存量仍旧紧
张。

除了天冷，出门的市
民人数减少，导致季节性
缺血外，冬季采血也有一
定的血液报废量。据了解，
这与献血者的饮食有关
系。每年12月以后的这段
时间里，因为有元旦、春节
两大节日，单位、个人的聚
会次数较多，饮食也过于
油腻，导致血液合格率较
差，使不少献血者在献血
前体检筛查中被拒。

工作人员表示，虽然
现在库存量可以暂时保证
医院临床、手术用血，但为
了保证元旦、春节期间的
用血量，血站将会继续联
系爱心单位组织人员参与
献血。同时也希望市民可
踊跃参与献血，保障临床
用血。

12月8日，枣庄

台儿庄古城与枣庄

学院开展了倡导绿

色出游“千名学子

游古城”活动，向身

边的人宣传“低碳、

健康、文明”的生活

新风尚，倡导更多

市民绿色出行。

图为12月8日，

枣庄学院的大学生

们骑着公共自行车

倡导绿色出行。

本报通讯员

高启民 摄影报道

滕州这家“厂中厂”真是胆大妄为

被查封后依旧偷偷生产

本报枣庄12月9日讯
(记者 孔红星) 滕州市
一家机械车间对外出租
后，内部非法生产化工产
品，被查处后仍然继续生
产。目前，该“厂中厂”因再
次违法生产，被滕州安监
部门查封。

本报 7 月 3 日 C 0 8 版
《“厂中厂”偷偷生产化学
品》曾报道滕州市木石镇
一家机械厂将车间对外出
租，车间内部从事危险化
学品加工，该“厂中厂”因
存在非法建设、生产行为
被查处。近日，木石安监中

队在对辖区生产经营单位
进行冬季安全巡查时，发
现位于镇工业园区内存在
化工产品飘散气味等迹
象。

经过现场实地勘察，
发现是今年被滕州市安监
局查封的“厂中厂”的醋酸
钙、丙酸钙生产装置，使用
原料为醋酸和氢氧化钙
等。经多方了解，该厂自6

月18日接受滕州市安监局
有关询问后，虽获得办理
安全许可事项相关告知，

同时写出有关停止生产经

营保证书，被批准将生产

装置主配电盘封条移除，

但至今未办理任何安全审

批手续。经现场调取当班

生产、出入库、锅炉运转等
记录和对有关员工询问，
初步认定该单位为未经批
准，擅自从事化工产品生
产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

为打击安全生产违法
行为，维护辖区安全生产
稳定形势，木石安监中队已
经向滕州市安监局报告该
企业非法生产经营情况，同
时考虑装置内物料特性、生

产压力等的安全注意事项

的前提下，将不影响装置整

体安全性能的成品脱水工

段压滤机部位进行查封处

理，待相关物料排出、压力

排除、锅炉停炉时，再会同

滕州市安监局对整套装置

进行立案查封。

““绿绿色色出出行行””游游古古城城

7月3日曾刊登“厂中厂”被查封的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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