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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记者 王晓伟 见习记者 李珊
通讯员 崔汝平

近年来，平度市仁兆镇实施“党建指
导员”计划，为每个村庄派出一名联村党
建指导员，这名机关干部，不但是指导员，
还是包村政策宣传员、矛盾纠纷调解员、
发展服务员、扶贫协管员，助力乡村发展。
2017年3月以来，平度市仁兆镇启

动“乡村党建指导员”计划，专门选配91
名优秀机关干部前往辖区各村庄担任联
村“党建指导员”，按照每个村的特点派
驻不同单位、不同特长的机关干部，“因
村派员、对症下药”，更好地为乡村振兴
战略的落地提供现实路径。
来自镇环卫办的宗瑞松被派往环境

整治不力的岚西村。面对这个矛盾复杂
村，宗瑞松的“第一把火”是大抓党员干
部门前三清，用党员干部的带头获取村
民对村两委的信任，逐步化解村内脏乱
差现象，一跃成为全镇环境整治达标村。
面对村民意见最大的排水不畅问

题，驻中仁兆党建指导员宋磊磊借助镇
里水利站的力量，把全村7条街道进行
详细测绘，去高垫底，疏通了沟渠，在汛
期来临之前全部完工。
据统计，这批“党建指导员”到村后，

先后与2300余名党员群众谈话，入户走
访11000余户，帮助破解了党员培训、产
业调整、美丽乡村建设、环境整治等110
余项困扰基层已久的发展难题。

□文/图 半岛记者 禚佩佩 通讯员
陈奕晓

“世界草编看中国，中国草编看山东，
山东草编看新河”，近日，半岛记者来到新
河镇，只见炕头上、树荫里到处可见席地
而坐从事草编加工的村民，一边拉着家
常，一边编着草编。草编成为名副其实的
“炕头经济”，也已经成为新河镇许多农户
的主要经济来源。近年来，新河镇立足于
侨乡优势和资源优势，念好“放、带、新、
聚”四字诀，一跃成为江北地区最大的草
编工艺品加工出口基地。有400余年历史
的传统草编产业，助力产业兴旺，成为新
河镇融入乡村振兴大舞台的重要支撑。

“放”大优势，提升产业影响力

近年来，新河镇顺应“双创”发展趋
势，草编产品由原来单一品种发展到木
制、机绣、机钉等多个系列上千个品种，
由秋冬季加工为主发展到常年加工，“不
点火、不冒烟，看着电视做草编；不出门、
不出院，轻轻松松把钱赚”。进行草编加
工不分地点、时间、性别，农村剩余劳动
力均可全部实现就地转移，不仅带动了
本镇和周边乡镇劳动力就业，还辐射吸
纳了莱州、昌邑等地的一些农村劳动力，
特别是为就业渠道狭窄的中老年妇女提
供了就业机会。
据估算，仅外市及周边地区参与草

编业的劳动力就有3000多人。草编产业
加工规模日益膨胀，用工量逐年增长，对
农创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多方“带”动，完善产业链条建设

新河草编产业发展，离不开一批经

济能人和龙头企业的带动，新河镇綦家
村的綦家鹏等100多个带头人都是其中
的佼佼者。綦家鹏创办了青岛鹏程工业
品公司，下设100多个加工点，通过经纪
人制度推进材料采集、辅料加工、物流配
送全产业链建设，高峰时吸纳参加生产
的农民达3000多人。
近年来，新河镇充分发挥资源优势

和传统优势，把草编产业作为富民强镇
的支柱产业来抓，培育了民生、鹏程等
80多家工艺品加工骨干企业。
目前，全镇有龙头企业投放加工点

800余个，与110余户贫困户结成对子，推
进全产业链建设。从产业链条上游的材料
收集行业到下游物流配送行业均吸纳农
户参与，优先招聘他们到公司打工，每个
加工点平均用工20余人。通过经济能人、
龙头企业等多方带动，一个涵盖全产业链
条的“草编织梦空间”正显露雏形。

推陈出“新”，驶入经济发
展快车道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2015
年新河草编小镇创新提出打造“编艺
小镇”,一字之差却体现小镇的创新发
展思维和路径变化。新河镇积极实施
草编工匠计划，引导群众参与传承创
新，加强草编工艺人才队伍建设，农民
创业者愈加注重发明创新，知识产品
保护意识逐渐更强，产业发展更旺，农
创氛围更浓。
目前，全镇草编行业申请创新实

用型专利 10多项，外观类专利 70多
项，发展了锥砌法、串接、串钉等30多
种编制手法。把“卖产品”与“讲故事”
结合起来，注重用文化创新提升草编
产品内涵，把中国和销售地区当地的
民俗风情、历史典故、非物质文化遗
产等元素创新融入工艺品开发，不断
创作拥有传统工艺和现代元素相结合
的新草编工艺品，打响草编生态文化
品牌。全镇从事草编工艺品的企业有
12家企业获得自营进出口权，以民生、
伟泰工艺品为代表的骨干企业已经完
成融入全新文化元素产品的国际商标

注册，编织工艺甚至得到了爱马仕、LV
等国际大牌的青睐，编包、草帽登上了广
交会、德国法兰克福礼品展、日本东京国
际礼品展的舞台。2017年外贸出口额达
27亿元，新河草编经济真正的驶入了
“快车道”。

“聚”集资源，助推特色小
镇建设

新河镇2010年成立工艺品生产协
会，2017年又组织会员加入平度市农民
创新创业协会，集聚草编产业发展基础
雄厚、产业集群规模大、草编文化底蕴深
厚的优势，创新引入“PPP”模式，政府投
资与企业投资相结合，打造集产业、文
化、旅游和社区四大功能为一体的“新河
编艺小镇”，2017年列入青岛市特色小
镇创建名单。项目概算总投资35亿元，
规划面积 3平方公里，打造“织梦空
间——— 青岛新河国际草编文化工艺品
城”、“风貌展示与商贸区”、“休闲生活
区”三个区。项目建成后，预计实现营业
收入30亿元，出口创汇3亿美元。“聚”起
方方面面的草编产业资源，特色小镇建
设进入决胜期。
2017年新河镇草编产业加工产品

产值达到21亿元，机钉针设备1200多
套，吸纳从业人员2 . 1万人，已经具有草
编工艺品生产加工总量全国最大、机钉
针数量全国最多、从业人员总量和比重
全国最大的三个“全国之最”。
据悉，新河镇将继续做好草编技艺

传承、工匠保护计划、打造生态化草编品
牌“三步走”战略部署，坚定信心、苦干实
干、久久为功，用小草编编出产业兴旺大
市场，铸就涵盖全产业链的织梦空间，把
乡村振兴的美好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
促进乡风文明重振旗鼓。

□半岛记者 王晓伟 通讯员 张俊宾

日前，教育部对2018年职业教育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拟获奖项目进行公
示，公示期从8月18日至9月6日。平度
职业中等专业学校（职教中心）申报、由
山东省教育厅推荐的《助推县域三农转
型升级的中等职业学校教学改革研究
与实践》，拟被授予国家级特等奖，这是
全国中职系统唯一的一项特等奖，也是
全国中职系统首次获得特等奖，更是山
东省教育系统首次获得特等奖。
据了解，2018年职业教育国家级教

学成果奖拟获奖项目全国共计452项，
其中，特等奖2项、一等奖50项、二等奖
400项。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是按照《国务
院教学成果奖励条例》设立、特等奖由国
务院批准的教育教学研究和实践领域最
高奖，每四年评审一次。《助推县域三农
转型升级的中等职业学校教学改革研究
与实践》由平度职教中心牵头，联合德国
汉斯·赛德尔基金会、平度市农业局、平
度市畜牧兽医局、青岛当地畜牧农林类
企业共同申报，研究与实践助推区域内
三农转型升级的中职教学改革，聚焦三
农。它凸显了独创性、新颖性、实用性的
鲜明特征，“产教深度融合”、“适应地方

经济”成为热词，体现了企业参与的逐步
深化，从过往传统的校企合作，正在走向
可以制定和输出模式与标准的融合。县
域三农转型升级，让人们看到了职业教
育与企业共同支撑地方产业经济转型发
展不仅是讨论可能性，而是可以落地的
实践与探索。职业教育是民生，也是地方
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企业是地方
经济命脉，也是职业教育的动能源泉！

■相关链接
教育部领导来平度考察

职业教育

8月15日～ 17日，教育部职业技术
教育中心研究所所长王扬南率领由研
究所教学室副主任刘义国、研究所《中
国职业技术教育》编辑部副主任刘红、
编辑车明朝、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教研部
副教授郭静组成的教育部职业教育考
察团来到平度，考察平度职业中等专业
学校职业教育教学成果情况，对平度教
育改革、职业教育等工作给予充分肯
定，并对进一步发展提出建议。
王扬南一行先后实地考察了店子

镇国家农业公园、大泽山镇葡萄大观

园、明村镇爱迪尔葡萄酿造有限公司、
平度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崔召校区实训
基地，并举行了两次交流座谈会，听取
了平度市职业教育教学发展和取得的
教学成果的情况汇报。
座谈会上，平度方面与会人员分别

介绍了平度引进、吸收、消化、实施德国
双元制的历程，重点介绍了这个过程中
结合中国、平度实际情况进行拓展、创
新、突破的成功实践，诠释了“引进借
鉴、培训推广、创新发展”三个发展时期
的界定和递进关系，介绍了专业链对接
产业链为三农服务的具体做法，分析了
校企紧密结合、加强专业建设、课程体
系建设、中德合作坚持近三十年的原
因，介绍了双元制发展过程中的典型做
法、典型案例、典型师生代表和经验创
新，介绍了职业教育对经济发展推动促
进作用的具体体现以及申报国家教学
成果奖的定位、宗旨和过程。
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白皓表示，平

度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取得的教学成果
很丰富，山东省教育厅给与高度关注，
将在全省推广平度的经验。青岛市教育
局副局长王铨、教科院院长柴清林站在
青岛的角度，对平度开展双元制职业教
育进行了解读。

小草编编出产业兴旺大市场
平度市新河镇唱好草编四字诀，融入乡村振兴大舞台，促进乡风文明重振旗鼓

“党建指导员”，专解村民难题 职教中心教学成果拟获国家级特等奖
系全国中职系统唯一的一项

在自己家
里编草编的村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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