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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5月2 5日讯 (记

者 康宇 通讯员 张美荣

苏茂清 ) 21日，济宁市兖

州区韦园片区、酒仙桥街道木

材公司片区，历经60天，被征

收 户 签 协 议 1 0 0 % 、交 房

100%，该片区棚改后，一片老

城即逝，现代化的兖州生态东

城迈出第一步。

从繁华马路拐入逼仄破

旧的胡同，东一绕西一绕，便

来到了一幢老房前。一间老

屋，几床旧被，没有暖气。70

岁的张永华就是这间老屋的

主人。他曾经身患重病腰以下

甚至瘫痪，现在虽可以正常走

路，但仍需坚持服药。老伴儿

袁淑真68岁，患有胆结石。38

岁的二儿子与媳妇早已分居，

只留下一个1 0岁的孩子。现

在，这个四口之家蜗居在这所

60年代建的老院里。

吴艳丽是韦园片区第三

工作组成员，当她得知老人一

家的情况后，便主动为老人出

谋划策。“带着孩子去精神病

院看看病，如果够条件给孩子

办个残疾证，政府有保障政

策。”吴艳丽说。“感谢政府为

我们送来这么好的政策。”在

张玉华老人主动要求下，丈

量、评估登记，签字都顺利的

完成。

兖州区房屋征收办副主

任颜峰介绍，在棚改征收工作

组，“白加黑”、“五加二”基本

成了一种常态。每天早上8点

准时进入棚改征收现场，中午

简单地吃点饭，来不及好好休

息就又投入了工作，下午6点

回家后，晚上还要为了计算数

据加班到深夜。

群众担心尺寸有误，他

们就把数据精确精准到一丝

一毫。群众拿不准该选什么

样的户型，他们就根据每家

每户的实际情况去做精核细

算。在整个棚改征收工作中，

居民们有犹豫、有质疑、有不

舍……但是这种种情绪都在

工作人员的耐心讲解中消磨

了。

“一体化教学”覆盖21个专业，全省职业院校都在看济宁

技技能能扎扎实实，，来来晚晚了了招招不不到到人人

韦园和木材公司两大

片区地处兖州老城区，大多

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建的

破旧不堪的老平房，排水等

基础设施陈旧，卫生脏乱

差，很多一家三代居住在几

十平方米的平房里，给这两

个片区群众的生产生活带

来极大不便。

据了解，两大片区

共涉及单位28家，居民698

户，直管公房60余户，商户

近70户，征求面积8 . 5万平方

米，从征收意见到签订协

议、交房，仅用了短短60天

的时间，创造了棚户区征收

的“兖州速度”。

自3月21日，韦园片区、

酒仙桥街道木材公司片区

征收工作正式启动以来，为

切实保障广大棚户区改造

居民的切身利益，本着“让

利于民”的原则，在注重政

策连续性的基础上，制定了

更为优惠的征收补偿方案，

补偿标准提高，奖励幅度加

大，对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

偿的，按照认定房屋建筑面

积评估价值的10%给予一次

性奖励，对住房和生活有实

际困难的“双困户”给予更

好保障，特别是对按期签约

搬迁居民的奖励标准提高

了一倍，使广大群众更加受

益、更得实惠。

本报记者 康宇

698户棚改居民都已签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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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短短6600天天他他们们创创下下

棚棚户户区区征征收收新新速速度度

698户棚改居民要搬家，现代化生态东城迈出第一步

棚棚改改后后，，这这片片老老城城要要大大变变样样

本报济宁5月25日讯(记者
贾凌煜 通讯员 徐文锋)

25日，全省职业能力建设工作
暨技工院校教育教学改革现场
会在兖州区召开。济宁市工业
技师学院学院的“一体化教学”
模式走在全省前列，引来省内
众多从业者参观学习。

2 5日下午，济宁市工业
技师学院的师生们向往常一
样上课。与其他学校不同，教

室里，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
们这边学完理论，转身就能
操作实践。从2012年开始，学
院全面推行“一体化”课改，
取消原有理论教室、实习车
间，陆续改建为106个一体化
学习工作站，目前已覆盖全
部2 1个专业，毕业生们的技
能更扎实了。

这一改革，在全省都属于
前列，大多数学校仅选择了几

个专业进行试点。经过五年多
的实践，济宁市工业技师学院
感受到了这一变化带来的福
利。以前企业负责人来学校要
毕业生前去工作时，总是挑挑
拣拣感觉不如意，如今，企业稍
晚点来招聘，都会被告知无毕
业生可以提供。

可以说，对高技能人才
的发展和重视，职业院校教
学改革是必经之路。通过积

极推行“一体化”教学改革，
大 力 推 进 技 工 院 校 转 型 发
展，济宁市技师学院和济宁
市 工 业 技 师 学 院 成 功 创 建

“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
地”。不仅如此，近年来，济宁
市紧紧抓住入选全国“百城
技能振兴专项活动城市”的
有利机遇，大胆改革、务实推
进，相继制定出台了中长期
高技能人才发展规划、高技

能人才振兴三年行动计划等
系列政策措施，托底保障高
技能人才培养。

目前，全市高技能人才总
量达到16 . 74万人。其中全国
技术能手20人、省首席技师64
人；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养基
地2处、山东省技师工作站3个、
齐鲁技能大师特色工作站2个，
技能人才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
能力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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