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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淄区稷下街道推进全域公园城市建设

喜文化产业园打造淄博产业新IP
淄博11月23日讯 近年来，

临淄区稷下街道以打造“共建、共
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为必要手
段，以建设“宜居宜业美丽稷下”
为目标，在规划建设上用心、在智
慧管理上用力，多措并举推进全
域公园城市建设工作走深走实、
干出实效。

今年，稷下街道着力突出各
村居全域公园建设亮点，以现有
群众游园、娱乐场、小公园为基础
进行绿化升级。赵家村喜文化产
业园项目占地200亩，在原有婚
宴大厅基础上，投资800余万元，
聘请上海知名设计团队对宴会大
厅和园区环境及周边进行提档升
级，拓展文化广场绿色空间，对公
共绿地精细修补，实现补绿提质，
通过常态化养护，为“喜文化”营
造舒适的生态空间。

产业园外围整体设计以白色
和红色为主色调，并设有多处以

“喜文化”为主题公园式特色打卡
地，串联出新人相识、相知到走进
婚姻殿堂的感情线，整体烘托喜
庆的氛围，增强了新人的仪式感
和幸福感。同时，依托原有婚宴
产业，增设婚庆喜事伴手礼、婚纱
租赁、摄影大棚、户外婚礼基地等
项目，配套建设婚俗文化科普墙
等场所，打造全业态喜事文化综
合体，有效延长上下游产业链，现
已发展成为临淄区规模最大、主
题最多、标准最高、业态最全的喜
事文化综合体。

值得一提的是，稷下街道紧
盯产业发展，依托喜文化产业园
凝聚经济效益、集体效益、社会效
益三大产业效益。产业园在原有
7个婚宴大厅基础上新建2个婚
宴厅，可同时满足3000人就餐，
每年可接待700余场婚宴，年营
业额3000余万元，利润近1000万
元。作为辖区规上餐饮龙头企
业，为餐饮行业树典范、做标杆。
该项目不仅是赵家村集体领办项
目，也是稷下街道党建引领壮大
村集体经济“多村共富”的试点项
目，直接带动村集体每年增收
200余万元，拉动周边200余名村
民实现家门口的就业。与此同
时，项目沿链发展“喜文化工作

坊”，将稷下街道官道糕点、和里
豆制品、尧王西瓜、高娄富硒梨等
辖区内合作社产品纳入消费产业
链，实现村庄“单打独斗”到“抱团
发展”，打造喜文化食品生产、供
应、销售完整链条。

下一步，喜文化产业园计划
建设临淄区党建引领村级增收项
目展厅和大型室外婚礼基地，打
造成淄博市喜文化产业新IP。同
时继续提升村（居）游园质量，盘
活打造公园式综合体，重建设、抓
治理、抓管护，实现全域公园建设
品质提升，全力打造生态宜居的
公园稷下。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
者 李鸿斐 通讯员 李凤飞

■ 简讯

自齐都镇开展全域公园城
市建设以来，从城区大型公园，
到社区旁的口袋公园，再到镇
村小型游园，越来越多环境优
美的公园让辖区居民幸福感油
然而生。 陈丹石

为进一步提升社区居住环
境，辛店街道虎山社区积极推
进社区公园和绿地建设，对已
有的小游园不断改造提升，让
老游园焕发新活力，建成居民
休闲娱乐打卡处，把“口袋公
园”变成村民群众的“福袋”，居
民有了更多休闲和健身的好去
处，纷纷对家门口的公园赞不
绝口。 相帅彤

齐都镇紧盯目标任务，强
化工作措施，坚持“严真细实
快”的工作作风，不断完善管理
机制，因地制宜全力打造全域
公园城市，持续提升美丽乡村

“颜值”，擦亮乡村振兴“底色”。
陈丹石

辛店街道辛安社区不断提
升“微公园”建设，除了增加必
要的绿化，还在广场内设置健
身器材、休闲座椅等设施，为居
民们带来推窗见绿、出门入园
的怡人生活。下一步，辛安社
区将结合小区实际，因地制宜，

紧盯人居环境薄弱点位再提
升，推动社区全域公园建设，切
实提高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
感。 相帅彤

齐都镇把建设高品质全域
公园作为品质提升年的重要载
体，突出“以人为本、美好生
活”，围绕“宜居宜业、人文品
质”的理念，增设施、塑人文、美
环境、聚产业，把村镇公园、城
市绿道、河湖水系、文化体育进
行有机融合，打造一流的镇域
环境，满足县城西拓、企业引才
留才和群众生产生活更加便捷
舒适的需要，让群众生活更有
质感。 陈丹石

辛店街道辛化社区积极征
集居民意见，充分发挥居民自
身参与社区管理、社区建设的
自主性，启动“一个小区添置一
件新衣服”全力打造全域公园
攻坚克难项目。居民有需要、
社区有服务，民主协商已成为
居民参与社区工作的主要渠
道。下一步，社区将积极开展
为民办实事项目，加强社区协
商队伍建设，积极搭建居民协
商议事平台，共同协商社区治
理，共创社区和谐发展，以实际
成效取得群众满意。相帅彤

深化校企产教融合 大赛是“人才储备库”

作为职业学校，立足产业办
专业是淄博市工业学校一贯的办
学特色。

为进一步深化校企产教融
合，引导优质企业走进校园、优秀
技能学子了解企业，在今年全国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化工生产技
术”赛项举办期间，临淄区政府还
组织齐鲁化学工业区、山东兴鲁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凯威尔
新材料有限公司、淄博正华助剂
股份有限公司等20余家临淄区
化工头部企业、工业园区走进淄
博市工业学校参加临淄区化工企
业展示会，依托大赛面向全国各
地优秀化工人才展示临淄区化工
产业发展成果，强化了行业吸引

力,扩大了区域影响力。
学校将承办技能大赛作为深

度推进校企合作、专业建设、实训
基地建设以及师资建设的突破
口，紧扣行企需求办赛、备赛，为
参赛学生搭建相互切磋、比拼技
艺的舞台，为辅导教师搭建相互
交流、相互促进的平台，为区域选
拔、培养、储备高素质技术技能
人才。

化工产业是临淄区工业经济
的支柱产业，学校在积极对接临
淄区“456”产业链，大力支持化
工专业建设的同时，结合临淄当
地实际开设文物保护技术等技能
人才紧缺专业，目前已牵头或参
与16个产教融合共同体、1个职

教联盟、3个实训基地、1个省技
能大师工作室，建设智慧车间、国
家级虚拟仿真实训基地、省级技
能技艺传承平台、鲁中智能制造
机器人人才培训中心、市装备制
造公共实训基地，为承办技能大
赛，促进实训教学改革，服务区域
发展提供了硬件保障。

优秀人才是学校办学质量、
育人成绩的最好佐证。2005年
以来，淄博市工业学校累计为社
会培养各级各类技术技能人才近
4万名。作为2023年淄博市唯一
一所获得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承办权的中职学校，工业学校以
国赛一等奖第一名的耀眼成绩成
功续写了网络安全赛项四连冠、

虚拟现实赛项两连冠的辉煌，也
彰显出学校的办学成果和教学
实力。

随着大赛的不断完善和发
展，许多企业积极参与到大赛中
来，参加大赛的选手，特别是在大
赛中获奖的选手，成为用人单位
的首选目标，从而提升学生的就
业竞争力。20余名技能拔尖学
生被认定为“齐鲁工匠后备人
才”，为个人职业生涯奠定了坚实
基础。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是对职业
学校教育教学水平的考核和检
验，淄博市工业学校用不断累积
的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奖牌和
与日俱增的齐鲁工匠后备人选交

出了技能人才培养的高分答卷。
正如淄博市工业学校党委副

书记、副校长张成刚所说，淄博市
工业学校将以夯实学生可持续发
展能力为主线，不断强化学生专
业实践能力的培养，通过“整体设
计、分段递进”的思路优化实践教
学，构建有机衔接的课程体系，同
时以大赛为突破口，以赛促学、以
赛促教、以赛促改、以赛促建，不
断提升学生专业技能水平，系统
化培养复合型、应用型高素质技
术技能人才，着力为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贡献职教智慧和力量。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
者 张吉宝 李鸿斐 通讯员
石敏

上接06版

技能大赛屡树战果，如何将
大赛资源的成果进行有效转化，
融入教育教学？

“相对课本知识和日常教学，
技能大赛更贴合行业实际，这就
促使我们积极与行业对接，把课
堂教学与企业岗位工作密切联
系，不断反思教学过程、改革教学
内容，从而达到综合培养和提升
学生专业技能的目的。为了提升
我们的大赛辅导水平，学校还经
常组织外出学习和培训，帮助我
们适应大赛的新要求，这也促进
了教师的专业发展。”淄博市工业
学校教师、2023年全国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中职组“化工生产技术”
赛项金牌辅导教师董玉林说。

学校以技能大赛为抓手，切

实强化教育教学成效，出台各项
激励措施支持专业教师参加、指
导各类技能竞赛，聚力锻造优质
师资队伍；深入推进教育教学改
革，组织专业教师系统研讨相关
赛项的规程、评分标准以及参赛
视频，将赛项的具体要求内化至
专业课程中，牵头修订开发山东
省中等专业学校职业教育软件与
信息服务、市场营销、数字媒体技
术应用三个专业教学指导方案，
通过汲取技能竞赛内容和标准对
原有教学项目进行改造，提炼、转
化为教学项目，并围绕教学目标
研究、确立、购置具有前沿技术、
先进的教学装备，为学生掌握新
知识、新技能和新工艺提供先进
的技术平台，不断补充和完善项

目教学内容，推进竞赛内容的普
及化教育。

为规范大赛管理，学校制定
了《淄博市工业学校技能大赛管
理办法》，采用选拔和竞争机制，
激发师生的积极性和争先意识；
每年举办一届学生技能大赛，面
向全体学生，涵盖所有专业，通过
梯队建设、层层比赛等形式选拔
市、省、国赛技能训练小组学生，
形成了人人比赛、以赛促学的格
局；针对性制定大赛学生管理和
学分认定办法，对获奖学生实施
学分奖励，对连续三年未能获得
市级一等奖及以上荣誉的技能组
进行淘汰，真正做到“以赛促学、
以赛促教、以赛促练”。

在大赛的历练下，学校已成

功打造国家、省创新教学团队各1
个，市创新教学团队2个，新增齐
鲁名师4人，省名师、名班主任工
作室4个，1人被评为齐鲁名班主
任导师，教师教学能力大赛获国
家级二等奖。近期，李宇翔老师
主持的“山东省首批职业教育名
师作室建设项目”和孙永伟老师
主持的“工业4.0智能制造人才培
养平台”均以“优秀”等次通过验
收，名师的带动、引领、辐射作用
日渐凸显。

与此同时，学校鼓励教师围
绕技能大赛的成果转化及应用、
课程设计、实训及考试考核内容
与办法等方面开展深入研究，以
研促改，并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
近两年，学校获国家级教学成果

奖2项、省教学成果奖3项，其中
特等奖1项；凝练省级及以上典型
案例7个；3门教材入选“十四五”
国规教材，1门入选省规教材;提
炼104个“课堂革命”典型案例，
144篇教学、教改论文在省级以
上刊物发表。

“大赛不仅是对学生的历练和
考验，也是对辅导教师专业技能和
教学水平提升的有效助力。学校
积极探索以大赛为载体的实践育
人模式，构建‘校市省国’四级竞赛
体系，在全校范围形成了‘学技能、
练技能、比技能’的浓厚氛围，全面
提升师生的专业技能，为各级各类
技能大赛储备人才。”淄博市工业
学校教学负责人冯波说。

锻造优质师资队伍 大赛成果是“资源”

稷下街道赵家村喜文化产业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