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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打造造精精品品职职教教，，助助力力区区域域经经济济
济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特色发展之路

本报记者 梁越
通讯员 艾华

理论实践相结合
提升职业技能素质

学校把提高学生职业技能
水平作为教学工作的中心，有
效地开展以“适合、有用、有趣”
为宗旨的课堂展示活动，提高
学生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实施

“五课一体”的教研模式，促进
“教中做，做中学”，不断提高学
生技能水平。

百闻不如一见，百见不如
一干。学校坚持“以赛促建、以
赛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发
展”的原则，不断推进教师教学
水平、学生技能水平和专业能
力的提升。该校成功承办省、市
两级现代农业技能大赛，积极
组织参加国家和省市大赛，7名
同学在国赛中获奖，2015年实
现了国赛金奖的突破。

据介绍，省赛以上获奖选
手可推荐升入大学深造，截至
目前，有十余名毕业生通过大
赛推荐获取高校深造的机会。

打造快乐德育
让每个学生都出彩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
完善，各种专业人才的需求量
日益增加，为职业中专毕业生
就业带来更好的机遇。该校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开展以

“好习惯成就好人生”为主题的
特色养成教育，以提高学生综
合素质，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

该校坚持德育活动课程
化，开展丰富多彩的第二课堂，

建有腰鼓队、舞蹈队和音乐、书
法、摄影等兴趣活动小组，开设
健身操、太极拳、礼仪队、羽毛
球、篮球、乒乓球、葫芦丝、剪
纸、陶艺、航海航天系列课程，
在多元化的兴趣发展中，每一
个学生都有了出彩的机会。

目前，学校累计获得文明
风采竞赛国家一等奖21人次，
学校取得山东省优秀组织奖、
山东省“校园风采最佳学校”荣
誉称号。

企业文化融入校园
营造良好育人环境

学校文化是学校的核心和
灵魂，校园文化是以学校文化活

动载体，提升品位、弘扬主旋律、
提高办学质量的一条必经之路。

职业教育的重心是为企业
培养一线劳动者，职业教育的
发展与企业密切相关。因此，作
为职业教育如何将企业文化元
素融入到职业学校文化建设
上，使之有机结合，培育现代职
业教育文化，创造出良好的育
人环境是职业学校需要研究的
重要课题。

据悉，该校坚持文化育人，
定期开展文明风采活动周，营
造出丰富多彩的宿舍文化、教
学文化、行为文化、教学文化、
制度文化等，将企业文化融入
到教学实践中去，不断提升学
生的职业精神。

如今，走进校园，每一面墙
壁都会“说话”，每一个符号都
引起思考，每一个理念都如此
传神，从而陶冶了师生的情操，
激发了师生的开拓进取的精
神。

职业教育反哺社会
服务区域经济社会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
发展，职业教育已成为一个城
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是城
市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
分。济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为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面对
社会开展了多项培训。

众所周知，济阳是一个传
统的农业大县，农业人口众多。
该校则与农业局、科技局等部
门联合开展了村级动物防疫
员、小麦春季管理、小麦联合机
手等新型科技农民培训，为农
民知识化，为新农村建设服务。
与县域企业开展企业岗位培
训、农村劳动力就业、再就业培
训、创业培训，使得先进的科学
技术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据悉，该校服务于地方经
济发展的措施还包括社区服
务、新型科技农民培训等，年均
各级各类社会培训超过1500人
次，被授予全国职工教育示范
点、山东省阳光工程培训基地、
济南市高级技能人才培训基地
等称号，成为济阳县“科教兴
县”、“教育兴农”的主阵地，为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在美丽的母亲河黄河之滨
这片沃土上，优秀的文化滋养
着高素质技能人才培养的摇篮
济阳县职业中等学校。该校始
建于1967年，2008年创建国家级
重点重点职业学校，2016年建
成山东省规范化中等职业学校。
建校50年来，该校坚持“厚德、厚
技、厚生”的育人理念，立德树
人，服务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
走出了一条特色发展之路。

济阳县职业中专特色德育活动——— 安塞腰鼓。 艾华 供图

济阳街道脱贫攻坚精准施策，扎实开展

55个个贫贫困困村村分分配配220000万万扶扶贫贫资资金金

本报记者 梁越
通讯员 杨翠萍

产业项目脱贫作用明显

今年，街道对5个贫困村分
配县级产业扶贫资金共200万元，
通过产业项目进行帮扶。其中葛
店、孟家、宋家、小高4个村经认真
考察及市场调研，将每村40万元
产业扶贫资金投资企业山东丰尔
达物流有限公司，年可实现村集

体经济收益5万元，目前已按程
序签订协议，12月份即可收到项
目投资收益3万元，35户77人将
得到项目分红资金约4万元，有
效地带动了贫困户脱贫。

街道积极争取上级优惠政
策，协调发改、国土等部门到实
地勘察，选出合适地块位置，在
贺铺、白衣店、五股道、赵家4个
村建设了50KW光伏电站，目
前正在进行施工，11月30日前
可实现并网发电，该项目年可
增加集体收入6万-7万元。

此外，街道还鼓励贫困村
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发展特色农
业。自2015年开始董家村共建
设4个集体大棚对外承包，成立
枣树种植专业合作社，建设三
箭苗木花卉产业园，通过“企业
+党支部+贫困村+贫困户”模
式促进集体增收群众致富，三
个产业项目集体收入今年将突
破20万元。24户60人贫困人口
将得到项目分红，收入将明显
增加。赵家村发展浅水藕种植
产业，优先向贫困户承包藕池，

实现村户双增收，目前土地流
转工作已完成。

同时，辖区内农业规模企
业通过土地流转、土地入股等
方式进行帮弱扶困，实现互助
脱贫，目前山东旭丰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已与街道各贫困村达成
用工协议，在建设济阳黄河稻米
文化产业园的过程中，优先安置
附近的贫困人口到企业打工。

创新党建扶贫夯实基础

街道充分发挥11个贫困村
“第一书记”作用，开展抓党建
促脱贫工作。通过第一书记组
织党员干部开展“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完善基层党建各项制
度，党务村务管理更加公开透
明，提升转化了一批软弱涣散
班子，使村级党组织成为群众
脱贫攻坚的“主心骨”。

“第一书记”单位与贫困村
贫困户结成帮扶对子，全力开
展帮扶工作。截至目前，11个贫
困村“第一书记”累计协调资金
40余万元用于村居环境整治、
办公场所建设、购置办公桌椅
等工作，贫困村群众生产生活
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街道抽调106名机关干部
到贫困村开展联户帮贫工作，
充分摸清情况，找准帮扶措施，
按照“不脱贫不收队，不脱贫不
脱钩”的要求开展帮扶工作。通
过《连心卡》架起了街道党员干
部与贫困户的连心桥，通过填

写《脱贫手册》，算好精准脱贫
明细账，确保年底通过各项措
施实现精准脱贫。

统筹社会救助兜底脱贫

为使贫困人口充分享受到
上级各项惠农扶贫政策措施，
街道组织专题培训会议5次，对
包户的党员干部及村“两委”进
行政策解读，与贫困户的实际
情况紧密结合，积极争取各种
项目和资金。

对无劳动能力特别是患有
重病、鳏寡孤独贫困群众突出

“输血”功能，整合用好危房改
造、低保、医疗、教育等多方面
资金资源，解决好吃穿、大病、
住房等问题。

今年以来，共为符合条件
的42人办理了低保、门规、临时
救助、大病救助等。对有能力的
贫困群众提升“造血”功能，通
过加强劳动培训、提供金融富
民贷、到企业打工或安排公益
岗位，获得稳定收入来源。通过
减少家庭支出和政策帮扶增收
两项措施，真正使贫困户有稳
定收入、有安全住房，实现脱贫
攻坚，不落一人。

通过实施产业项目带动脱
贫一批、社会扶贫增收一批、党
员干部帮包扶持一批、社会保
障兜底一批的脱贫战略，今年
济阳街道通过精准施策，将按
计划完成6个贫困村及587人贫
困人口的脱贫摘帽任务。

济阳街道共有市定贫困村
11个，其中市级特困村1个，共有
建档立卡贫困户770户，贫困人口
1426人，目前未脱贫人口607人。脱
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街道定向
施策、精准发力，贫困人口退出
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工作中，街道对建档立卡
的770户贫困户实施分类管理，
做到基本情况、致贫原因、脱贫
措施、帮扶责任人和帮扶内容
一目了然，认真解决好“扶持
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等
四个问题，切实做到扶贫对象
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
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
精准、脱贫成效精准“六个精
准”，扶贫攻坚工作扎实开展。 赵家村光伏发电项目施工现场。 杨翠萍 供图

“精准扶贫”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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