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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校对对 杜杜蕾蕾

从产业扶持到改善民生，淄博和石柱在鲁渝协作方面作
出积极的探索，但是仅仅“输血”是不够的，一个地方经济的发
展必须要具备自身的“造血功能”，而这就需要大量的人才储
备，近几年来，淄博在教育、医疗、产业、文化等方面向石柱提
供了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

淄博市协作石柱县前方工作组领队、石柱县政府党组成
员陈志林表示，淄博与石柱建立完善了人才对接机制，与教
育、卫生等行政部门结对交流。两地各部门间密切对接、互学
互鉴，形成长效的人才对接协作机制，为高位推进东西部协作
工作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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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唐大鹏刚
到中益乡小学教书的时候，
学校的教育设施还很简陋。
那个时候，中益乡幼儿园跟
小学在一个地方，也只有一
间教室，活动场地非常小。

“中益乡小学在淄博市
的帮助下，改扩建了小学校
园，新建了幼儿园。”4月15
日，石柱县中益乡小学办公
室主任唐大鹏告诉记者，现
在新建了综合教学楼，为学
生提供了更多的功能室。
另外，新建的学生宿舍楼给
家远的学生提供住住宿，解决
了路途远上学难的问题。
改建后的运动场焕然一新，
学生得以更好地参加体育
活动。

据介绍，2019年，淄博
市支持资金700万元，为中
益 乡 小 学 新 建 综 合 楼
1211.65平方米，新建学生
宿舍909.87平方米，新建塑
胶操场（兼篮球场、足球场、
环形跑道）1800平方米，对
教学楼及食堂危旧立面进
行整治，改建校门等附属
设施。

“在淄博市的帮助下，
我们学校幼儿园有了更好
的硬件设施，同时也在不断
提升教育教学水平。”唐大
鹏特别提到新建的幼儿园，
每一间教室都专门配备了
厕所，孩子们不出教室就能
上厕所，减轻了老师的工作
量，家长也更放心了。幼儿
园配备了图书室和游戏区，
让孩子们快乐学习快乐成
长。“我相信，我们两地的友
谊将在中益乡小学开花结

果。”
石柱县教委高度重视

淄博市教育局对口帮扶工
作，双方先后安排12所学校
建立起稳定的结对帮扶关
系；累计互派交流挂职教师
156人次，其中淄博市教育
局选派教师98人次到石柱
县各级学校开展为期一学
期以上的指导教学，石柱县
选派教师58人次到淄博市
结对学校挂职教学；采用

“走出去、请进来、线上线下
合作”等方式培训石柱县教
师20898人次；同时，开展主
题教研活动40次，其中两地
教育部门联合组织的主题
教研活动10次；结对帮扶学
校之间开展校际间教研活
动30次；淄博市累计投入教
育帮扶资金1903.45万元，
支持石柱县薄弱学校建设
和贫困家庭学生救助工作；
鼓励引导石柱县贫困学生
就读山东省的职业学校，共
有19名学生就读山东省的
职业学校，其中建档立卡学
生7人。

石柱县委教育工委委
员、县教委总督学邹帮文表
示，鲁渝协作教育帮扶以
来，石柱县教委与淄博市教
育局密切配合，帮扶项目策
划到位、帮扶组织有序有
力、帮扶措施有效到位，对
丰富教育教学理念、促进教
师专业发展、提高学校教研
能力、强化特色课程建设等
方面起到了极大推动作用，
促进了石柱县教育教学的
整体发展。

石柱教育的“淄博样板”

“我是第一次带孩子来这
里看病，听说这里有一位大夫
很好。”黄凤是一名普通的石柱
县居民，最近孩子每天咳嗽，在
家里熬了一个星期，4月15日当
天，黄凤慕名而来，要让淄博医
生给孩子看看病。

“本来是想给孩子输液的，
刚才医生跟我说能不用药就不
用药，先去查一下血。”黄凤说，
以前她都是在一些小诊所看
病，“那些小诊所开药之前，不
像咱们医生这么系统地进行检
查。”

黄凤说的这位大夫，就是
淄博市援派石柱县的16名医生
的其中一位——— 赵长亮。

作为淄博市妇幼保健院新

生儿科母婴同室病房副主任，
赵长亮在石柱县中医院每天为
患者进行日常诊疗。眼下正值
流感高发季，一下午的时间，赵
长亮就要接诊患儿五六十名。

“我希望通过不断的培训
和教学，把先进的诊疗技术传
授给他们，这需要一个过程。”
让赵长亮比较焦虑的是，黄凤
前面所讲的不规范诊疗的情况
确实存在，他也在积极想办法
解决这些问题。

上个月，赵长亮联系淄博
市妇幼保健院进行了一次远程
视频会诊。患者是石柱县的一
对脑瘫患儿，在石柱县卫健委
的支持下，视频会诊进行得非
常顺利。淄博的专家根据会诊

情况，向患儿家长进行了后期
的指导，包括下一步的建议。
对此，患儿家长也非常满意。

石柱县卫健委党委委员、
副主任王志刚表示，自淄博和
石柱协作启动以来，双方频频
互动、紧密合作，在学科建设、
人才培养、业务开展、惠民服务
等方面实现了新突破、新进展，
人才交流取得显著成就，尤其
在学科建设方面，淄博市帮助
石柱县设计并建成核酸检测实
验2个，成功创建重点特色专科
3个，成功申报特色专科4个，新
成立精神科、胸痛中心等科室4
个，新开展中医儿科外治法等
新技术30余项，得到了当地群
众一致好评。

“近年来，我们县在稳定粮
食安全的基础上，发展了以黄
连为代表的‘黄色’中药材、以
莼菜为代表的‘绿色’果蔬、以
辣椒为代表的‘红色’调味品

‘三色经济’。我们的农产品总
值从38亿元增长到了59亿元，
4年提升了55个百分点。”石柱
县农业农村委发展规划科科长
谭登峰表示，2018年以来，淄博
市农业农村局共选派8批25名
素质高、能力强、肯吃苦的技术
人员来石柱培训、指导。同时，
石柱县共选派4批15名农业技
术人员到淄博交流、学习。双
方通过互派人员交流学习等方
式，以传带帮，促进了东西农业
协作，提升了石柱县农业技术
人员的业务水平、能力素质，助
推了石柱县农业产业发展。

近年来，淄博发挥山东人
才大省、教育大省优势，两地人
才交流合作水平不断提高，干
部人才、协作地亟需人才遴选
派遣体制机制持续创新，人才
合作达到更宽领域、更高层级，
有效提升了石柱县党政干部和
专业技术人才的能力素质。

例如，淄博市在人才、资
金、产业等方面对中益乡华溪
村和桥头镇瓦屋村提供全方位
帮扶，华溪村、瓦屋村正在成为
鲁渝协作的样板。石柱县中益
乡华溪村以村集体公司为抓
手，管好黄精、木瓜、脆桃、脆李
等1400亩特色产业，养殖中蜂
426群，用好10亩黄精育种温
室大棚，建成全自动、半自动蜂
蜜加工生产线各1条，企业研发
的黄精面条正式对外出口。瓦

屋村坚持深调产业结构，建设
脆红李智慧农业设施，建设100
亩智能水肥一体化灌溉项目、
800亩一级管网灌溉项目，发展
脆红李1100亩，带动农户118
户（含脱贫户6户），成为全县产
业发展的典范，并建成1000亩
辣椒产业示范片，通过脆红李
及辣椒示范片，今年预计村集
体经济收入达8万元以上，户均
增收2500元以上。华溪村完成
黄精栽植110亩，村集体与产业
业主按3：7比例分成，采收后保
底6000元/亩的利益分配。

谭登峰表示，石柱县将持
续建立健全“双向协作、多方共
赢”协作机制，积极构建农业领
域协作体系，形成协同发展、共
同发展的良好局面，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

石柱农产品总值4年提升超五成

齐鲁文化携手巴渝文化

教育医疗资源协助力度不
断增强，供给和服务水平显著
提高。两地文化交流更加深
入，齐鲁文化、巴渝文化互鉴互
补程度更高。宣传推广渠道不
断拓宽，社会各界力量参与东
西部协作积极性更高。

在石柱县的金音石砚展览
馆，淄博一凡堂淄砚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负责人谭峰告诉记
者，2020年，石柱县把他引进过
来，用东西部协作项目资金，在
金音石的产地大歇镇流水村建
了一个车间，培养当地农户做
砚台，通过这个项目实现致富
增收。

“我准备在石柱县建立一
个淄博文化艺术村，把淄博的
陶瓷、琉璃、书法、绘画等文化
门类移植到石柱。”谭峰表示，

他通过砚文化和当地书协美协
合作，以此来推动当地文化的
发展。同时利用淄博深厚的文
化资源，邀请淄博的一些书法、
美术大家来到石柱县，让石柱
和淄博的文化交流更密切。

2022年以来，淄博市新选
派两批挂职干部到石柱县，充
实挂职干部队伍，石柱县选派4
名党政干部和10名村支书到淄
博市挂职交流。淄博市选派医
疗、农技和教育专技人员58名
到石柱县助力乡村振兴，石柱
县选派各类专技人员21名到淄
博市交流学习。利用山东资源
和东西部协作平台，已完成535
人次党政干部培训和546人次
专技人才培训。其中，2023年
淄博市根据石柱县人才需求，
精准选派专业技术人员2名，培

训党政干部48人。
淄博市协作石柱县前方工

作组领队、石柱县政府党组成
员陈志林告诉记者，淄博市加
大人才交流，累计向石柱县派
遣医生、教师和农业技术人员
110余人，积极选派优秀干部挂
职，精准对接协作工作，同时举
办各类培训班，邀请石柱县干
部参加，进一步开阔了石柱县
干部眼界。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李波 通讯员 石峰
秦娜

石柱县金音石砚展览馆吸引不少游客。

““输输血血””，，更更““造造血血””

淄淄博博““组组团团式式””帮帮扶扶
为为石石柱柱发发展展““筑筑基基赋赋能能””

来来自自淄淄博博市市妇妇幼幼保保健健院院的的
医医生生赵赵长长亮亮在在石石柱柱县县中中医医院院为为
患患者者进进行行日日常常诊诊疗疗。

淄博医生在石柱口碑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