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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晴间多云，东风2～3级，21～33℃
6日，晴间多云，东风2～3级，19～32℃
7日，晴转多云，南风2～3级，18～33℃

“前期，我对学校进行了一些
了解，发现学校无论是教学质量
还是教学设施、师资等各方面都
很不错，再说这里离老家近，比较
方便。”临淄区齐陵街道柳店村村
民刘秋菱几年前就在城区购买了
新房，但是今年孩子入学，她却选
择了村里的九年一贯制学校齐陵
中学。

齐陵中学是由齐陵一中、齐
陵二中、齐陵中心小学合并而成。

“前几年，学校周边孩子都流失到
城区了，整合以后，以今年一年级
新生入学为例，原来的时候一年
级新生有70人左右，但是今年招
到了160人，一共分了四个班，我
们充分尝到了优质教育资源整合
带来的成果。”近日，齐陵中学小

学部业务校长吕卫凤表示。
数据显示，2022年临淄区有

31所农村中小学，其中28所为上
世纪70—90年代建设的，占比
90.3%，不少学校校舍老化严重，
且由于生源逐年流失，都不同程
度存在学位空余情况。甚至出现
学校规划学位1.8万余个，然而在
校生还不到9000人的情况。

8月29日，临淄区委十四届
五次全会举行，会议提出，着眼让
城乡孩子享受更加优质的教育，
不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近
年来，临淄区紧紧围绕优化教育
资源配置，将部分规模较小的乡
村学校就近整合到办学水平相对
较高的学校，进一步集约教育资
源、提升办学水平。

在临淄区教体局局长崔国华
看来，伴随农村出生人口减少和
生源流失等问题，很多农村学校
均存在招生“吃不饱”、校舍利用
率低等现象，农村教育资源大量
闲置和浪费。

今年以来，为有效破解“城镇
挤、乡村弱”难题，临淄区开展了
新一轮学校整合，通过科学精准
测算农村学校生源数量、服务半
径，校舍、教师资源等，将31所中
小学合并为20所。

对区域过大不适合整合的学
校，临淄区则采取“改造提升”的
方式，确保办学条件达标。2022
年暑假，虎山学校就通过改造，大
大提升了“硬件”水平。“今年14
个教学班都配备了智慧课堂设

备，利用平板电脑、智慧黑板等，
帮助老师及时掌握学生情况，进
行二次精准备课，大大优化了课
堂教学环境。”虎山学校小学部教
师吉淑芳说。

在教育资源整合工作中，临
淄区聚焦“吃、住、行、绩”等关键
环节，为孩子们提供了更加优良
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今年，董褚
小学合并到了溡水实验学校，合
并后学校不仅新增了各种功能
室，还建设了可容纳500人报告
厅、可供660人就餐的食堂餐厅、
室内乒乓球活动场馆、室内标准
篮球场地。“以前中午还得接送孩
子，现在可方便了，孩子午饭在学
校食堂就餐，既营养又方便，我们
家长省心又放心。”学生家长闫秀

萍说。
临淄区中小学教育资源整合

后，突破了农村学校规模小、学生
数量少、资源投入相对不均的发
展瓶颈，同时也实现了学校教育
教学设施和师资队伍的优质
融合。

截至目前，临淄区已累计投
资3000多万元，为20所乡村中小
学办学条件和现代化水平提档升
级，更新护眼灯、可调节课桌凳、
AI智慧课堂等。今年，农村中小
学累计招生适龄入学儿童2952
人，占全区的21.7%。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
者 李鸿斐 通讯员 王斌
丁彬

整合资源推动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临淄31所农村中小学合并为20所

企业是产业发展的主体，要
发展产业，就要不遗余力地服务
企业发展，打造适宜企业发展的
优良生态。

在上文提到的促进产业高质
量发展十四条措施中，有组建“产
业联盟”、鼓励企业“走出去”等需
要借助企业力量落地实施的措
施，更多的则是开展惠企政策集
成服务、加大新上项目保障力度、
建立工业企业“白名单”制度这样

“刀刃向内”的改革、服务举措。
“我们今年的外贸出口订单

明显增多，1—6月份外贸出口额
达696万美元，同比增长了30%。”
淄博银仕来纺织有限公司是博山
区外贸企业联盟的理事单位，公
司外贸经理陈冬梅告诉记者，联
盟可以加强成员单位间的沟通交
流，做到优势互补、资源互享、信
息互通、生态共建。

作为十四条措施的“头条”措
施，产业联盟在机电泵、外贸、日
用玻璃等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联盟改善了行业
企业小而散、各自为战的情况，通

过龙头引领、多方参与，由单打独
斗向集聚发展转变，在设计、工
艺、检测、金融、市场开拓、贸易摩
擦应对等多个方面实现共享、互
助、合作、发展。

今年春季，博山区各产业联
盟发挥优势，组织32家企业参加
广交会，协助山博电机、山头陶
瓷、星政工贸等3家企业首次成功
申请广交会展位，为黑山玻璃、瀚
邦家居等企业争取增加了16个
展位，为企业开拓国内外市场创
造了更多商机。1—7月份，博山
区货物进出口完成27.4亿元，同
比增长22.9%，增速排名淄博市
第一。博山区外贸产业发展势头
向好，产业联盟发挥了重要作用。

除了组建产业联盟，博山的
工具箱里还有很多工具。

为帮助企业理清技改方向和
路线，博山区组织技术专员深入
企业一线，实行“地毯式”调研、

“拉网式”摸排，摸清企业技改现
状和需求，为企业量身定制技改
方案。截至目前，博山区共推送
129个项目进入淄博市技改贷项

目库，53个项目获得“技改专项
贷”4.97亿元，申报项目个数、发
放贷款金额分别位列淄博市第
二、第三。

今年以来，博山区创新推出
政务“跑团”工作机制，强化审批
赋能，高标准、高质量打造个性
定制的项目建设环境和精准滴
灌的企业发展环境。在新建成
的博山数字经济产业园，博山区
行政审批服务局专门设立了产
业全链条服务中心，107项涉企
事项不用出园区就能办理。这
里后续还将引入人力资源、财
税、法律等服务机构，为企业提
供全方位服务。

干部作风也是营商环境。
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四
大班子领导带头扛起任务和指
标，无论是招商引资还是项目推
进，每一名领导干部都有自己的
工作清单和完成时限。去年以
来博山先后调整了600多名干
部，树立了“人岗相适、实干实
绩”“能者上、庸者下”的鲜明用
人导向。

在保持亲清政企关系的前提
下，博山区鼓励干部为企业站台。
针对华成集团、名盾防爆等企业
的需求，博山区的主要领导曾亲
自带领企业负责人多次拜访大客
户，全力帮助企业开拓市场、链接
资源，向全区干部做了示范。

“博山的很多企业面临的发
展问题，首先是思想观念的问
题。”博山区委书记路德芝在多个
场合提到，他与企业家接触时发
现，有些企业家对于企业上市的
话题不了解或没有信心。为此，
近年来他一直在亲自抓的一项工
作，就是鼓励、推动企业上市。

为此，博山区启动了资本市
场突破行动，实施上市梯队培育
工程，成立助推企业上市工作专
班，聘请高端专业机构对优质上
市后备企业进行精准辅导，做细
做实上市入库企业管理，为产业
转型升级和企业跨越发展提供更
为充沛的“源头活水”。

“与券商签订协议的同时，我
们还引进了世界500强、血液透
析行业龙头企业的战略投资，争

取三年内登陆资本市场。”康贝医
疗总经理吴越说。

作为华成集团的子公司，山
东华成中德传动设备有限公司也
已启动上市工作，计划用三到五
年时间完成企业上市。通过资本
运作，华成集团将积极开拓高端
机床业务，延伸装备制造产业链。

目前，博山区正持续推进拟
上市企业梯次培育，力争形成2家
企业申报上市辅导、2家企业进入
上市预辅导、其他企业跟进的“2
+2+N”梯次模式。

工业体系完备、门类齐全、配
套能力强大，是博山加快产业发
展的最大底气。聚焦“去痛点、破
难点、通堵点”，以更大的力度精
准高效支持企业发展，各级各部
门换位思考，设身处地从企业角
度想问题、办事情，让各类企业放
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创业。一
套组合拳打出来，博山的产业发
展前景值得期待。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
者 韩凯 见习记者 盖曼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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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服务企业发展，产业生态再优化

北京9月4日电 工业风貌
结合奥运元素，新兴产业碰撞传
统文化。

9月4日，2023年中国国际服
务贸易交易会（简称2023服贸
会）进入第三天，位于首钢园区的
金融服务、文旅服务、教育服务、
体育服务等九个专题展正如火如
荼地进行，人气最为火爆的文旅
服务专题展上，由遨博智能带来
的咖啡机器人大放异彩。

“这么快的时间，一杯拉花咖
啡就做好了，而且味道还不错。”
4日下午，来自北京市朝阳区的
王女士与朋友来逛文旅服务专题
展的第一个活动就是体验机器人
咖啡拉花。

“15秒出品一个甜筒，75秒
完成一杯拉花咖啡”，2023服贸

会文旅服务专题展上，遨博智能
机器人流畅的标准化操作，让许
多心生好奇的观众驻足，现场工
作人员马岩介绍：“我们的机械臂
拉花都是由咖啡大师调教的，很

精准，如果说有时候人可能存在
失误，那么机器人不会。咖啡师
在拉花时，手臂的每一个点位都
是记忆点，这是一种日积月累的
练习，但咖啡机器人可以通过学

习将这些点位精准保存下来，形
成可持续性。”

“不仅智能咖啡机器人，目前
市场上多种人工智能装备的核心
部件都是机械臂。遨博生产的六
轴机械臂的综合指标已达到世界
先进水平，这个咖啡机器人就是
在淄博生产的。”马岩表示。
2020年遨博落户淄博临淄，开发
了具有全部知识产权的协作机器
人产品，实现核心部件全部国产
化，产品销往欧美等50多个国家
和地区，淄博临淄已经形成了初
具规模的机器人产业集群。

遨博咖啡机器人亮相中国服
贸会，展现了淄博新兴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良好态势。新材料、智
能装备、新医药、电子信息，是淄
博奋力攀登的“四强”产业，更是

淄博工业发展的未来，很大程度
上决定着淄博经济未来发展的速
度和质量。

当前，淄博正深入实施“四
强”产业攀登计划，推动新材料、
新医药、智能装备、新医药、电子
信息“四强”产业高质量跨越式发
展。到2025年，新材料产业实现
营业收入3000亿元，新医药产业
实现营业收入470亿元，智能装备
产业实现营业收入600亿元，电子
信息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60亿元。

“展会3天来，收获不错，一些
企业有采购咖啡机器人的意向，
跟我们介绍了大体应用场景。”马
岩说，展会结束后将联系客户，根
据客户需求，进行产品调整。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
者 李进军

惊艳服贸会 遨博咖啡机器人展淄博工业风采

遨博咖啡机器人亮相2023服贸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