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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和共融展新姿
善治乡村入画来

今日导读

  □记者 刘腾 报道
  本报讯 10月10日上午，山东工艺
美术学院国家产教融合青岛基地揭牌
仪式在西海岸新区海创小镇举行。市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孙立杰出席揭牌
仪式。
  据悉，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国家产教
融合青岛基地紧扣青岛及西海岸新区经
济社会发展需要，将有效调动“政产学研
金服用”各类创新要素，助推青岛建设全
国重要的高端智能制造设计高地和文化
创意产业发展高地。青岛基地还将与地
方政府、行业企业等共同建设共管共享
的现代产业学院，造就大批高素质应用
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为提高产业竞
争力和汇聚发展新动能提供人才支持和
智力支撑，为应用型高校建设提供可复
制、可推广的新模式。
  区领导佟海燕，大功能区领导刘鲁
强参加仪式。

  □记者 刘腾 报道
  本报讯 10月9日，山东省首家被动
式超低能耗公办幼儿园——— 青岛西海岸
新区中德生态园森林幼儿园正式开园，
首批迎来近100名幼儿。
  据悉，森林幼儿园主体建筑引进德
国先进的四季恒温、被动式超低能耗建
筑理念，每层都配备室内环境监测系统，
无需常规空调暖气即可达到全年室温稳
定在22℃-26℃，湿度控制在40%-60%，
满足室内恒温恒湿，保证室内环境舒适，
为幼儿的健康成长提供保障。
  森林幼儿园位于中德生态园清源山
路99号，是园区为解决“入园难”问题，规
划建设的重点民生工程项目。幼儿园于
2018年10月开工建设，2019年底竣工交
付，占地面积6482.2平方米，建筑面积
4751.08平方米，共设九个教学班，可容
纳270名幼儿。该园投用后，将大大缓解
巴登花园、莱茵公馆、沃邦社区、米特社
区、中德绿色公元、弗莱德建公元等小区
适龄幼儿的入园问题。

山工艺国家产教融合
青岛基地在新区揭牌

孙立杰出席仪式

全省首家被动式公办
幼儿园在新区开园

  因人而兴、因才而盛，西海岸新区便是这样一座爱才、重才的年轻
城市。近年来，西海岸觅贤揽才的脚步从未停息，各类人才也正在这片
沃土上汲取营养，不断实现并放大着自身的价值，释放出创新创业的澎
湃能量。本报今起开设“才兴西海岸”专栏，走近新区各行各业的优秀
人才，展示他们在新区建设发展中发挥的“塔尖”作用，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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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年工作零失误，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阙卫平———

从“铁裁缝”到“大工匠”

  □记者 刘腾 报道
  本报讯 10月10日下午，2020
年政府党组第18次（扩大）会议暨第
20次西海岸新区管委主任办公会议

（政府常务会议）召开。管委主任、
区长周安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
期有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论
述精神和中央一号文件相关政策
精神。
  周安指出，要认真学习研究，深
入领会中央有关精神和部署要求，
结合新区实际抓好贯彻落实。一要

不断推进西海岸新区高质量发展。
坚定不移抓好双招双引、项目建设、
产业培育等重点工作，突出科技创
新驱动，增创开放优势，持续巩固提
升新区综合实力；抓好关键领域、重
点环节的改革创新，夯基础、补短
板、强弱项，确保中央各项决策部署
在新区落地生根。二要扎实抓好民
生工作。经常深入基层，听取民意，
解决难题，多办实事；聚焦重点工作，
认真调查研究，尽快补齐短板；从人
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入手，从具体
小事入手，落实落细民生举措；扎实

推进民生实事，确保把实事办好办
实。三要加快发展民营经济。加强
团结，引导民营企业家踊跃参加新区
建设、融入新区发展；优化服务，下大
力气“一企一策”解决问题；强化培
育，加快打造一批省、市百强企业。
  周安强调，要深入开展攻坚行
动，推动项目开工建设，把固定资产
投资这一重点工作抓实抓牢。要加
强财源建设，保民生、保运转、保稳
定。要切实把安全生产各项措施抓
紧抓细、落地落实，排查整治各类风
险隐患，坚决遏制事故（下转第二版）

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西海岸新区管委主任办公会议（政府常务会议）召开

坚定不移抓好各项重点工作
持续巩固提升新区综合实力

周安主持并讲话

  □本报记者 张静
  本报通讯员 韩洁

  在石油化工装备制造业，有一
个工种与裁缝有着诸多相似之处。

“同样是量尺、划线，不过我们面对
的是重型装备所需的特种钢材，在
钢板上划线、切割、组对、安装，把钢
板、钢管变成千万吨炼油、百万吨化
工的‘大国重器’。”说这话的人，是
全国劳模、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兰
石重装冷作工首席操作师阙卫平，
人称青岛兰石的“铁裁缝”。
  这位“铁裁缝”每天的工作就
是在一块块坚硬的钢板上进行划
线裁剪。39年来，他不仅用高超的
技术创造了“零失误”的奇迹，带出
了一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作
团队，更是成为了一位名副其实的

“大国工匠”。

善钻研的“巧裁缝”

  1962年，阙卫平出生于甘肃酒
泉一个军人家庭。1981年，他从兰
石技校毕业后，因身材瘦小，厂里
考虑到抡18磅的大锤对他来说比
较费劲，于是就把他分配到备料车
间当起一名冷作划线工。
  “线划错了，后边的工序就跟
着全错了。”“划错一条线、裁错一
张板，损失就是上百万元。”师父的
告诫和嘱托，让年轻的阙卫平不敢

马虎。有时，下班回到家里，刚坐到
饭桌前，他突然想起钢板上那些疏
密不一的线条，“总担心哪里出了
错”，来不及端起饭碗，他就又转身
出门，赶回车间，拿着卷尺再检查
一遍才能放心。
  行业内有这样一种说法，“铆
工要老，焊工要小”；还有人说：“一
年能练出好焊工，但10年却不见得
能培养出放料工。”这激起了阙卫
平不服输的劲头。从此，“钻研业
务”成为阙卫平生活的重心。
  经过几年的学习，阙卫平对
传统操作流程有了新想法。当时，
为了提高划线准确率，通常的做法
是拿铁皮先做个一比一的模型。但

阙卫平经过仔细研究发现，可以通
过严格计算达到100%的准确率，
于是就大胆尝试去掉铁皮模型步
骤。这一操作流程运用到实际生产
后，人力、物力和工期都节省了一
大半。在工友们眼中，阙卫平不仅
是个“铁裁缝”更是一个“巧裁缝”。
  更让业内称道的是他发明的

“U型管五点定位法”。在传统工艺
里，一个弯管的焊接，都是采用三
个焊缝连接的方式，但这种工法存
在管头误差大的难题。经过数年的
刻苦钻研，阙卫平提出通过五点定
位的方法，把三道焊缝改成两道焊
缝，工期缩短了一半，节约了大量成
本和工时。据统计，（下转第二版）

阙卫平（中）与青年技工进行业务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