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邹城校企联手发展职业教育

职校学生就业机会更多了
本报邹城5月23日讯 (记者 黄

广华 见习记者 黄丽丽 通讯员
徐峰) 校企合作办学为邹城市的

职业教育发展带来新气象。近日，5家
大型企业在该市设立就业实习基地，
与青岛海尔等企业签订“订单式”
培养协议，并举办“冠名班”，职业学
校学生的就业机会更多了。

邹城市深化校企合作办学力
度，今年3月份以来，先后到市内外

10余家知名企业，考察用工需求，洽
谈合作办学事宜。在巩固原有合作
企业的基础上，新拓展济宁东岳汽
车、邹平无棣电厂等合作企业，与东
远石油、潍坊福田雷沃重工等5家大
型企业签订就业实习基地，并与青
岛海尔、莱阳动力集团、烟台矢崎等
企业签订“订单式”培养协议，举办

“冠名班”。校企共同商讨课程设置，
学生技能培养与用工岗位深度对

接，实现了校企双赢，为学生就业创
造了良好条件。

根据全市招商引资和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点领域和优势产业，邹城
市分析研判专业设置，加强企业用
工信息调研，提高与地方经济发展
的吻合度，逐步打造了一批名牌特
色专业。目前，数控加工、电工专
业、机电技术应用等8个专业分别被
评为省市级名牌专业，初步形成了

长线专业与短线专业一体，技能培
训与学历教育并重的现代化职业教
育专业体系。

邹城高级职业技术学校与30多
家省内外大中型企业合作交流，8个
专业被评为省市级名牌优秀专业，学
生就业率达98%以上，服务经济社会
发展能力明显增强。2012年，学校成
功创建全国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
示范学校。

推广退耕还林铺设富民之路
本报记者 黄广华 见习记者 黄丽丽 通讯员 许平 王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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峄山镇今年规划退耕还林5000亩，
种植苹果、核桃等经济树种。在坚持群
众自愿的基础上，多形式流转土地。不
愿意种植林木的农户，经村集体评估置
换土地。政府统一整地、统一供苗、统一
栽植，栽植后竞标管护，每户最小承包
单元5亩以上。

“把土地承包出去，比自己种划算。
既能收租金，在‘打工’的同时学技术，还
能分红。”峄山镇大四村的村民王梅说。

峄山镇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邹城
市退耕还林的一个缩影。2012年，邹城
市参照我国西部地区退耕还林的做法，

制订了市级退耕还林政策：从经济林建
设当年开始，市财政给予资金补助，连
续补助4年。在信贷支持方面，以“村级
信用联盟”的运作形式，对退耕还林的
农户或公司给予小额担保贷款支持，享
受贷款优先、利率优惠政策。鼓励“退耕
还林”农户或公司自愿参加保险，市财
政承担保险费用的50%。市财政每年列
支3000万元专项资金、按每亩900-1100

元的标准，对验收合格的、连片500亩以
上经济林基地建设进行奖补。

邹城市副市长宋景春说，实施退耕
还林工程的目的是生态富民。怎样才能

富民？土地流转是突破口。只有实行土
地流转，才能形成规模效益，才能真正
增加农民收入。

邹城市把退耕还林生态富民工程
作为构筑邹城生态屏障、统筹城乡一体
发展、促进山区农民增收致富的战略性
工程。聘请省林业规划设计院的专家制
定规划，山、水、林、田、路、景综合治理，
果园与公园、园艺与园林有机结合，规
划10年内退耕新建经济林基地30万亩，
逐步把邹东山区打造成为济宁市集林
果生产、观光采摘、生态体验、休闲旅游
为一体的“东花园”。

在退耕还林生态富民工程建设中，
邹城市坚持山、水、林、田、路统筹规划、
综合治理。按照统一的技术标准，高标
准实施立体开发。

城前镇是邹城市村庄最多、面积
最大的乡镇。去冬今春，城前镇以退
耕还林为契机，启动了康王岭流域农
田水利综合治理工程，计划用3年时
间投资2000余万元，将康王岭打造成

集观光、旅游、采摘为一体的万亩生
态农业示范园。一期工程流转东康
王、西康王、小柳峪等7个村庄、3 6 0 0

亩土地，重点实施退耕还林、水利灌
溉设施配套、道路管网铺设和设立生
态观光点等。

小柳峪村是康王岭一期工程涉
及的7个村之一，村支部书记徐守军
说：“听说镇里要治理康王岭，发展林

果，老百姓很支持，土地流转非常顺
利。”

如今，城前镇在康王岭、苗沟和渠
庄等9个流域、18个村栽植了近万亩的
春雪桃、黄金桃、香玲核桃等，建成塘坝
8处，新挖大口井3眼，铺设桥涵21处，新
修道路60余条。为提升综合效益、增加
群众收入，退耕还林区内地堰、路堰、斜
坡全部栽植金银花。

目前，邹城市退耕还
林生态富民工程已建成核
桃、大枣、大樱桃、苹果、桃
等高标准经济林基地4万
亩，连片1000亩以上的基
地20处，其中3000亩以上
的5处，初步形成了 “一
镇一品”的林果产业发展
格局。

邹城市林业局局长刘
芳介绍，今年全市启动实
施了以退耕还林、荒山绿
化、绿色通道和镇村绿化
为核心的生态建设六大工
程，将完成成片造林6万
亩，新建绿色通道1 0 0公
里、农田林网2万亩，创建
果品质量安全示范区1万
亩、绿化样板村50个。

邹城市还扶持得阳枣
业、康美食品公司等20余

家林果生产加工企业，和
十八趟、盛世良田等70个
专业合作社合作，走“公司
+合作社+基地+农户”的
新路子，解决企业原料来
源和农民林果销售的后
顾之忧，实现农企双赢。
与孔圣堂制药公司、亳州
兴科中药材公司签订订
单协议，林下发展丹参、
玄参、白术等中药材，地
堰镶绿砸金银花、花椒
等，提高复种指数，年亩
增收2000元以上，有效弥
补了果树前三年不能收
益缺点。

三年后，邹东山区将
发展成为山上松柏葱郁、
山中花果飘香、山下林果
环绕、田间地堰青翠、山间
道路林荫的秀美新山区。

规模有了，技术怎么
保障？邹城市与山东省果
树研究所签订了技术合作
协议，实行“技术托管”，在
科技、人才、信息和项目等
方面进行全面交流与合
作。

目前，邹城市已先期
启动建设连片面积300亩
以上的精品示范园9个。
山东省果树研究所副所
长周广芳带领的果树科
研团队分树种下派技术
人员，靠在邹城市经济林
基地建设一线，从整地挖
卧龙沟、苗木选择到现场
栽植、栽后管理，提供全
程技术服务。

在专家的指导下，今
年峄山镇从青岛农业大
学、山东省果科所引进
T337自根矮化砧和俄罗
斯矮化砧等苹果品种，在
沈庄村建立了500亩的苹

果示范园，推广立架栽培、
矮化宽行等先进实用栽培
技术。济宁市林业局果树
站站长杨玉良介绍，矮砧
集约高效栽培是苹果产业
的发展方向，是实现优质
高效发展的重要举措，可
以实现一年栽植、二年结
果、三年丰产的效果。

退耕还林工程从建园
开始，省果树研究所各树
种专家跟踪指导、全程监
管。造林前先行配套建设
路、水、电等基础设施，6万
亩项目区新修生产道路
500余公里、新建整修水库
2 0个、塘坝6 8个、蓄水池
200余个，埋设管线20余万
米，安装变压器15台。新建
经济林基地推广应用优质
苗木、立架栽培、矮化宽
行、微灌设施等20余项国
内领先实用技术，打造精
品示范园。

年内新增成片造林6万亩

省级专家提供了技术服务

小柳峪村将成农业示范园

退耕还林享4年资金补助

在邹城市，村民如

果把土地承包出去，既

能收租金，在‘打工’的

同时学技术还能分红。

不仅如此，如果建设经

济林，财政还给予4年的

资金补助，同时在信贷

方面也享受相应的支

持。这就是邹城市正在

实施的退耕还林生态富

民工程。

张庄镇连青山一景(资料
图)。

凤凤凰凰山山一一景景。。（（资资料料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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