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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则强：远近闻名的“富民书记”
■记者 黄丽云

本报讯 （通讯员 陈桂芬）

4 月 12 日，市新纪元实验学校

第一个接收到上海转过来的二

年级学生黄子涵。据悉，我市

中小学生网上跨省转学已成功

实现，本学期学籍管理系统已

完成跨省转出 735 例，跨省转

入26例。

今年 1 月 10 日起，全国中

小学生学籍信息管理系统全国

联网试运行，并开展全国跨省

转学业务办理。转学时，家长

凭转学手续只需向转入学校提

出申请，转入学校通过网络发

起申请到完成全部转学审核，

每个环节均在网上进行，家长

无需再在各地间往返奔波。

据了解，中小学生学籍全

国统一、终身唯一、籍随人

走。学生跨省转学时，家长须

向转入学校提供姓名、身份证

号、全国学籍号等信息，以便

转入学校发起网上申请转学。

按教育部规定，转学每个环节

办理时间不超过10天，但现在

各省学生学籍和教育部正在对

接阶段，跨省转学联调的办理

时间不稳定，造成转学时间过

长，需要学校、家长耐心等待。

我市中小学生
实现网上
跨省转学

昨日，天气晴好。黄则强

一大早就来到农田，查看番茄

的长势。他一身朴素的装束，

裤腿上沾满了泥浆，一双老旧

的雨靴，一张布满沧桑的脸，

纯粹是一位普通农民的形象。

正是这样一位朴实的农

民，在过去 20 多年里，带头试

种大棚番茄，获得成功后义务

向村民推广，并带头成立了梅

屿蔬菜专业合作社，形成了

6000亩的种植基地，使大棚番

茄发展为我市优势特色农产

品，每年为周边 4000 多农户

带来 3000 万元的收入，成为

远近闻名的“富民书记”。

“全靠他领导我们发展大

棚番茄，一心一意帮助我们致

富。”说起黄则强，村民们满怀

感激之情。现在的大棚番茄，

已成为我市优势特色农产品，

“强绿”牌番茄被评为我市名

牌商标；基地被省农业厅授予

省级首批无公害农产品基地，

合作社被评为省示范专业合

作社等。

最近，黄则强把主要精力

都投入到番茄的销售上，推行

“农居对接”。

经过多年的发展，番茄种

植对周边农民来说已不成难

题 ，难 题 出 在 销 售 环 节 上 。

2013 年，黄则强开始展开“农

居对接”工作，成立了友联果蔬

专业合作社。他希望，通过“农

居对接”，解决番茄销路问题。

“之前，一些合作社实现了

‘农超对接’，我们比‘农超对

接’更近一步，省略了蔬菜买卖

中间环节，把蔬菜从基地直接

送到市民家里。”黄则强说。

眼下亦是番茄成熟季节，

友联果蔬专业合作社去田头收

购番茄的价格为每公斤2.4元，

比收购商的收购价高出0.4元，

番茄拉到各社区，卖价在每公

斤4元左右，比市场价略低。

“收购价提高，农民收入

增加了，果蔬质量有保障且送

到家门口，消费者购买更便利

更放心。”黄则强说，现在“农

居对接”的规模还不大，他还

在探索相对成功的模式，希望

以后能推广开来。

从事番茄种植20多年，黄

则强深刻意识到农民要发展

项 目 农 业 ，资 金 是 关 键 。

2011 年，经有关部门批准，黄

则强带头成立了市汇民农村

资金互助社，不仅门槛低，而

且贷款方便。2013 年，该互

助 社 全 年 贷 款 累 计 6468 万

元，贷款余额 2522 万元，存款

余额 1700 多万元，为众多的

农民提供了资金扶持。

现在的黄则强，已从村支

书的位置上退下来。他觉得

自己的年纪大了，要把机会让

给年轻人，但他依然很忙碌，

经常到番茄园看看，忙着为大

家解决种植的后顾之忧，忙着

壮大汇民互助社……

人物简介：黄则强，男，65 岁，1987 年至 2006 年任底三
甲村村支书，2006 年至 2011 年任村副支书，省新农村建设
带头人，市梅屿蔬菜专业合作社荣誉理事长，汇民农村资
金互助社理事长，友联果蔬专业合作社教委成员，温州市
党代表。他调整种植业结构，大力发展番茄种植，注册

“强绿”牌商标，将番茄打造成响亮的区域农产品品牌。
他所在的底三甲村成为小有名气的大棚番茄种植村，带
动周边 4000 多农户脱贫致富，他的艰苦奋斗与无私奉献，
使他成为农民拥戴的共产党员。

37名学生
走进车间实习

昨日，市职业中专集团教

育学校 2012 级电气 3 班的 37

名学生，早早来到浙江万松电

气公司，这是他们到公司车间

实习的第二天。

一进入自己所在的车间，

学生们开始专心干活。在自动

转换开关车间，学生潘李程在

老师的指导下，专心地连着线

路。“在车间工作很有成就感，

在学校学习时，线路连接好，马

上就要拆掉，这里可直接成为

成品。”潘李程说，这里的线路

连接要比学校学习的复杂不

少，好在有图纸和老师帮助。

该车间的指导老师许连邓

说：“学生们学得很快，也很认真。”

“这样的活动，既给了学生

实践的机会，也临时解决企业

用工难的问题，一些简单的工

序，学生们都可以帮助完成。”

浙江万松电气有限公司董事长

潘贻春说，实习也有利于学生

了解企业，希望毕业后有部分

学生会选择留在这里工作。

校企合作
让双方共赢

此次实习是市职业中专集

团教育学校开展校企合作的一

个缩影。

学校实训就业处主任徐余

说，面向企业需求培养人才，这是

中等职业教育区别于其他阶段

教育最大的特点。但往往学校

培养出来的学生与企业的实际

需求存在巨大的差距，校企合作

正是解决此问题的途径之一。

据悉，该校重点选择了一

批用工需求大、生产管理规范

的企业作为合作单位，在瑞立

集团、瑞明集团、万松电气、奥

光集团、安阳中心幼儿园、金贵

人名媛会所等 88 家企业建立

校外实习实训基地，从而保证

了电子电气、学前教育、服装、

营销、美容、财会、文秘、计算

机、物流、建筑、工美各专业都

有专业对口、稳定、符合学生实

习需要的校外实习实训基地。

借助合作企业的生产设备和技

术优势，强化了学生技能，为就

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徐余介绍，学校采取“技能

培训+企业实践”的模式进行，采

用“请进来，送出去”的办法，主

动邀请企业家、专业型人才和能

工巧匠到学校担任兼职教师或

专门对教师进行培训，选派专业

教师到专业性较强、具有一定实

践能力、专业对口的企事业单位

挂职进修，建立、完善中等职业

学校教师到企业实践制度。

“经过实践，学校培养了一

批批符合企业需求的毕业生，

深受用人单位欢迎，许多专业

的毕业生提前一年就被企业预

订一空。”该校副校长蔡品锦

说，这既满足了学生的就业愿

望，也让企业得到需要的人才，

达到双方共赢。

市职业中专集团教育学校持续开展校企合作

课堂建在车间 技师引进课堂

■记者 黄丽云/文 徐鹰/图

本周，市职业中专集团教育学

校电气专业的37名学生，要在浙江

万松电气有限公司的车间里“上

课”。

近年来，该校持续开展校企合

作，在校期间，各专业的学生均进

入企业实践，学校亦请专业技师为

老师和学生培训，双管齐下，培养

了一批批符合企业需求的毕业生，

美容、电气等专业毕业生供不应

求。

学生在浙江万松电器公司实习

本 报 讯 （首 席 记 者 潘 勤

勇） 4 月 11 日下午，市工商联

召开第十届执委会第四次 （扩

大） 会议，向全体会员发出

“企业合力共治污水”倡议书，

吹响了“镇街商会联村治污

水”专项行动的号角。

根据省委、省政府“五水

共治”的战略部署，温州市工

商联开展了“百会联百村，合

力治污水”专项活动。市工商

联积极响应号召，特向全体会

员发出如下倡议：带头进行污

染治理，决不发生偷排漏排和

私设暗管超标排放污染物等违

法行为；努力形成治污合力，

积极为我市治水献计献策、出

资出力；主动监督致污行为，

坚决制止破坏和污染水资源的

行为。

市工商联有关负责人介绍，

下步将以治理农村污水为重点，

组织动员广大瑞商，积极开展

“镇街商会联村治污水”专项行

动。

市领导江孟甫、冯华东、

王翠珠等参加会议。

市工商联倡议
共治污水

本报讯（记者 林长凯）4 月

12 日，我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联谊会举行一届三次全体会员

大会。

据了解，市新联会成立于

2012年12月14日，是由我市新

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自愿组成

的具有知识性、联谊性、非营利

性的统一战线性质的社会团

体，现有会员 60 名。去年新联

会被省委统战部授予“浙江省

优秀新联会”称号。

新联会举行
全体会员大会

黄则强到农田查看番茄的长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