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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图 本 报 记 者 夏旭光
本报通讯员 李鹏 赵凯

6 月 14 日，记者在高唐县梁村
镇政府大院门口看到，一个印有“政
府院内可以晒粮”的条幅被挂在醒
目的位置。

当前正值小麦收获关键时期，
粮食及时晾晒，是保证颗粒归仓的关
键。梁村镇腾出镇政府大院、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等公共空间，方便群众晒
粮，全力守护群众“粮袋子”。“我们清
扫了院落，院内场地随时可供农户晒
粮。同时，我们号召辖区各村委会向
群众开放办公区域、文化广场等，帮
助群众晒粮。”梁村镇党委委员、副
镇长徐明告诉记者。

“知道政府大院里可以晒粮，我
第一时间就把麦子拉过来了，经过
两天的晾晒，麦子的水分减少了，可
以卖个稍高一点的价格了。”北范庄
村村民韩红娟高兴地说，“以前在路
上晒麦子既不安全又不方便，今年

政府给提供这么好的条件，让我们
把麦子晒到政府大院里，还有工作
人员帮忙摊麦子，解决了我们的大
难题，非常感谢他们。”

“梁村镇是农业大镇，小麦种植
面积达97480亩，而且小麦收割期比
较集中，前几年，一些种粮大户反映
没有地方晒麦子。”徐明说，今年，梁
村镇提前谋划，开放了镇政府大院、
派出所、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公共区
域，为群众晾晒小麦“腾地”。此外，
该镇还成立了镇级村级应急抢收小
分队，帮助特殊群体抢收、晾晒。

今年“三夏”期间，为做好小麦
抢收工作，梁村镇累计协调收割机
1600 台次，坚持“叫得来，不误事”
原则，定人定岗，在镇驻地及主要
村庄设置多个农机服务点，为过往
农机司乘人员提供饮水、充电、停
车、药品、机修、临时休息等服务；
提前组织专业人员对全镇烘干设
备进行检修调试，确保烘干设备正
常发挥作用，提升储粮品质；所有

粮食收购企业集中开仓储粮，确保
粮食颗粒归仓，维护好粮食收购秩
序，切实保障群众合法权益。

该镇还紧紧围绕秸秆机械化回
收综合利用、粮食机收减损技术、安

全生产等，以农机大户、农机专业合
作社、新购机农机驾驶操作人员为
重点，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技术培
训活动，为顺利推进“三夏”生产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

政府“开门”群众晒粮
——高唐县梁村镇主动作为守好“粮袋子”

本报讯（吕赵一诺） 6 月 15 日上
午，市政府新闻办召开“职业教育与大
国工匠”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聊城
市幼儿师范学校专场。聊城幼儿师范
学校党委委员、副校长赵栋介绍，学校
不断优化专业结构，积极培植应用型专
业，实现了由师范教育为主向综合性办
学转变。

赵栋介绍，聊城幼儿师范学校秉
持职业教育“大有可为”的理念，抢抓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大历史
机遇，深化教育教学综合改革，培植拓
展新兴专业，优化人才培养方案，提高
人才培养质量，办学实力、办学水平持
续提升。

学校坚持党建引领，构建“三全育
人”新格局。学校党委扛牢“管党治党、
办学治校”政治责任，以“党建领航·思
政铸魂”为引领，持续深入实施“1136”
工程，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教书育人全
过程。不断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推

进“五育”并举教育综合改革，实施“德
育铸魂”“智育固本”“体育强健”“美育浸
润”“劳动淬炼”计划，构建全员育人、全
程育人、全方位育人“三全育人”格局。

学校坚持项目支撑，跑出高质量发
展“新速度”。近年来，学校抢抓职业教
育提质培优发展机遇，依托高水平学校
建设项目，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在项目
建设上不断提级进位，架构起学校高质
量发展的新格局，在技能大赛、非遗课
程、创新创业等项目中取得标志性成
果。

学校坚持内涵发展，教育教学质量
达到“新高度”。学校发挥专业优势，深
化产教融合，提升社会服务能力，建成
省级品牌专业和高水平特色化专业，多
门课程成为省级及以上在线精品课
程。坚持“岗课赛证”融合育人，学生获
得市级奖项 231 项，省级以上奖项 125
项，56名学生被认定为齐鲁工匠后备人
才。

聊城幼儿师范学校

构建“三全育人”新格局

本报讯（吕赵一诺） 6 月 15 日上
午，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职业教育
与大国工匠”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
山东工程技师学院专场。山东工程技
师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刘怀峰介绍了
学院招生及毕业生就业情况。

刘怀峰介绍，近几年，山东工程技
师学院办学成效日益凸显，每年的招
生数量稳定在 3000 人以上，生源地也
由原来的以聊城各县市区为主，辐射
到省内其他地市以及省外周边地区，
生源质量也是逐年提高。

山东工程技师学院坚持以就业为
导向，不断强化就业创业教育和服务，
全面增强学生的职业能力、就业创业能
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主动联系优质
企业，定期举办校园招聘会，及时发布
就业招聘信息，推进毕业生高质量充分
就业，近年来，学院毕业生初次就业率

达98%。
与全省名企建立联系，确保毕业生

充分就业。2023年，山东工程技师学院
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的号召，立足本
地企业，辐射全省和全国知名企业，与
中通客车、山东贞元汽车车轮有限公司
等多家优秀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为
毕业生就业提供更多优质岗位。

深耕校企合作，确保毕业生高质就
业。校企合作是培养高技能人才的有效
方式，是技工院校的基本办学制度。2023
年，学院开设形式多样的企业“冠名班”和

“订单委培班”，校企共同制定培养计划，
切实做到学生毕业即就业，就业即上岗。

山东工程技师学院聚焦为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的人才支撑，坚
持市场导向和政府促进并重，精准施
策、务求实效，做到让广大毕业生迈好
走向社会的第一步。

山东工程技师学院

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达98%

6月15日，工人在冠星纺织集团无纺布生产线上作业。目前，冠星纺织集团可年产无纺布7000
吨。近年来，我市不断强化科技供给、培育企业主体、厚植创新生态，持续壮大创新主体规模，有力发
挥了科技创新在新旧动能转换中的“主引擎”作用。 ■ 本报记者 许金松

本报讯（记者 朱海波 通讯员 吕
文冰）“被命名为首届‘羡林学者’，我
既感到自豪，又深感压力，我将加倍努
力，争取推出更多社科成果。”6 月 12
日，首届“羡林学者”、市社科联四级调
研员史晓玲告诉记者。

在6月9日召开的全市社科理论界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理论研
讨会上，首届“羡林学者”及首批“羡林
学者青年专家”代表获颁证书。

首届“羡林学者”共 5 名，分别是：
杨宏力（聊城大学商学院院长、教授，
经济学博士）、张兆林（聊城大学美术
与 设 计 学 院 院 长 、副 教 授 ，文 学 博
士）、郑民德（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
副院长、教授，历史学博士）、郭敬生
（市委党校副教授，历史学硕士）、史
晓玲（市社科联四级调研员，历史学博
士）。首批“羡林学者青年专家”共 15
名，分别是：巩振兴、丛振、梁甲瑞、王
敏、韩晓辉、李营、王艳、薛书敏、李海
龙、刘聪、张丽梅、岳彩静、吕文冰、李
超、孙青。

2020年9月，聊城市社科联会同市

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人社局、市
财政局等印发了《羡林学者培育工程
实施办法》，正式启动这项市级社科人
才工程。培育期满之际，市社科联等
组织召开羡林学者培育工程第一次考
核评审会议，对首届“羡林学者”培育
对象和首批“羡林学者青年”计划培育
对象进行考核。根据考核评审会议意
见，考核合格的培育对象，给予正式命
名。

今年3月，由山东社会科学院党组
成员、副院长张凤莲领衔的课题组对羡
林学者培育工程实施情况进行了调查
评估，形成了《聊城市“羡林学者培育工
程”实施情况调查评估报告》。评估报
告认为，羡林学者培育工程是山东省第
一个市级社科人才工程，具有鲜明的地
域文化特色。两年多来的实践证明，聊
城市创新实施羡林学者培育工程是成
功的，收获十分丰富。建议将羡林学者
培育工程作为我省哲学社会科学人才
队伍建设典型案例，不断总结提升，认
真宣传推广。

首届“羡林学者”正式命名

本报讯 （记者 王培源） 6 月 12
日，记者从阳谷县了解到，该县以创建
山东省就业环境友好型城市为契机，拿
出招贤引才真情实意，组织新凤祥集团
等20余家企事业单位赴重庆、兰州等地
开展大学专场招聘，提供岗位900余个，
达成就业意向560余人。今年以来，该
县发放稳岗返还等资金223万元、创业
担保贷款3630万元，有效保障了青年人
才就业创业优质环境，确保人才“向阳
而来”。

阳谷县抢抓“青年兴聊”工程发展
机遇，大力宣传“人才新政35条”，深挖
机关企事业单位用人需求，先后赴东
北农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重庆大

学、聊城大学等高校开展“校园直通
车”招聘活动，组织县域近50家企业参
加“青年兴阳”聊城行系列活动，吸引
和集聚了一批优秀青年人才来阳就业
创业兴业。今年以来，阳谷县已引进青
年人才371人、研究生9人、海外留学人
员 3 人。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
神、工匠精神，激励更多劳动者特别是
青年一代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全力动员指导企业开展技能自主评
价。今年前 4 个月，新增高层次、高技
能人才 233 人，为 64 名高层次人才发
放生活补贴 22 万元，引才聚才留才良
好环境加速形成，“向阳而来”人才品
牌越擦越亮。

引进青年人才371人

阳谷县擦亮“向阳而来”人才品牌

村民在梁村镇政府大院内晒粮

■ 文/图 本报记者 赵艳君

参观聊城公安博物馆、新型犯罪研
究中心，实地观摩体验96110反诈预警
劝阻工作，观看聊城公安宣传片……6
月15日，全市“政务新媒体开放日”活动
走进聊城市公安局。市委宣传部副部
长、网信办主任、市政府新闻办主任王

亚男，会同市民代表、政务新媒体代表
走进警营，面对面与公安民警进行沟通
交流，“沉浸式”观摩体验公安工作，现
场气氛火热，“警”彩不断。

“这是哪一年的自行车执照？看，
这个上岗证还是手写的……”

“听，那个小姐姐的声音都嘶哑
了，原来预警劝阻民警那么辛苦……”

“原来，在我们休假的时候，他们
还在执勤；原来，在我们看得见、看不
见的地方，都有人民警察在默默奉献
和付出……”

活动中，大家纷纷表示，通过走进
警营，对警察这一职业有了更加深刻的
认识。一位网民代表坦言，虽然是第一
次走进警营，但所到之处听到的故事、
看到的场景，都让自己倍感温暖。

随后，网民代表、政务新媒体代表
以及市民代表在“情指勤舆督”一体化
指挥大厅，观看了聊城公安宣传片，听
取了聊城市公安局党委委员、政治部
主任张兆刚对聊城公安总体工作情况
的介绍。

“聊城公安宣传‘硬核’作品频频
亮相，爆款作品不断涌现，栏目宣传可
圈可点。”提及公安宣传工作，张兆刚
表示，去年以来，全市公安宣传部门在
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和市公安局
党委的坚强领导下，紧扣公安主业，紧
跟形势任务，紧贴基层一线，做大正面
宣传，做强典型宣传，做新主题宣传，
坚持力度、广度、深度、热度、温度、速
度、密度、精度“八度”发力，为全市宣
传工作贡献了“公安力量”。

市民代表、政务新媒体代表和公
安民警的互动环节，将活动推向了高
潮。

“公安机关出台的便民服务措施、

重大政策解读以及案情通报等素材，
可以通过市新媒体工作者协会、自媒
体联盟，向网友以及优秀的自媒体进
行分享。各级公安机关组织重大演
练、练兵活动时，也可以邀请网友代
表、市民代表现场观看，以他们为桥梁
和纽带，向社会展示公安民警的良好
形象。”聊城市新媒体工作者协会会长
孙文华建议。

“听了民警介绍的各种诈骗手段
之后，我们为受害人血汗钱被骗感到
痛心……”网民代表田明栋建议，公安
机关可以通过自媒体博主，及时向社
会发布一些案例和防骗知识，以提高
大家的防骗意识和识诈能力。

活动最后，王亚男对聊城公安宣
传工作，特别是公安政务新媒体工作
给予充分肯定。她指出，开展全市“政
务新媒体开放日”活动是落实市委“三
提三敢”要求、提高部门履职效能、提
升群众满意度的重要途径，是市委宣
传部、网信办推出的一项倾听民意、汇
聚民智的重要举措，旨在通过现场观
摩体验、面对面座谈交流、征求意见建
议等系列举措，更好地问政于民、改进
工作、服务群众，增强广大市民网民对
政务工作的认同感、获得感，广泛凝聚
社会共识，讲好新时代聊城故事，画
好网上网下同心圆，为全市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零距离感受别样“警”彩
——全市“政务新媒体开放日”活动走进聊城市公安局

市民代表、政务新媒体代表参观聊城公安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