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造高地”号角吹响，企业发展和农民工培训并进

菏泽吸引十万劳务大军回流
本报菏泽2月19日讯 (记者

李凤仪) 19日，记者从菏泽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悉，截至
目前，全市在外务工人员为160余
万人，市内二三产业就业达到120

万人。市内就业人数比去年多出
10万人左右，最初的劳务输出大
市开始吸引农民工回流就业。

巨野县太平镇白李村的农民
工李明伟说，今年他打算留在本

地打工，一是在外地的工资水平
和菏泽的工资差距不大；二是因
为孩子还小，奶奶年迈，在菏泽工
作还可以照顾家庭。

“随着菏泽近年来经济的发
展，本地企业吸纳工人能力增强。
每年留在市内工作的农民工大概
增加十万人左右。”人社部门就业
办负责人表示，回流的农民工都
有打工经历，在权衡薪酬待遇、周

边环境与家庭因素后，选择了留
在市内。随着菏泽经济进一步发
展，菏泽农民工本地就业人数还
会逐年增加。

据了解，菏泽还将大项目建
设带动就业纳入项目规划，建立
政府投资和重大建设项目就业影
响评估跟踪制度。大项目立项时
投资经济效益与就业影响同时评
估规划，大项目在建时与员工招

聘和培训同时进行，大项目竣工
投产同时落实就业政策。

同时，进一步明确了农民工培
训工作的五年目标、组织领导、绩效
考评、机构建设和资金管理。组织开
展农民工培训，围绕大项目建设，开
展定单式、定向式培训；结合品牌劳
务，开展特色劳务培训；因地制宜，
开展特种群体培训，创新培训方式，
多形式开展了转移培训。

今年培训

农机人员8万人

本报菏泽 2月 1 9日讯
(记者 李贺) 记者从17日
召开的菏泽市农业机械工
作会议上了解到，2012年全
市农机专业合作社将新增
80个以上，力争总数达到
500个。今年全市要组织3 . 2

万台大型机械参加农机跨
区作业，实现农机跨区作业
收入8亿元。

此外，还将广泛开展对
农机管理和科技人员、购机
补贴农民机手和拖拉机、联
合收割机驾驶操作技术的
培训。2012年预计培训各类
农机人员8万人。

曾经很红火，现在难存活
定位不明确难生存，菏泽32所民办职业培训学校被撤销办学资质
本报记者 李凤仪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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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在日本，商
务车的市场份额为30%；在
美国，商务车和SUV所占
市场份额为 5 5%；而在我
国，这个比例还不到2 . 8%，
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而
在大排量、豪华型商务车
发展渐缓的当前，小排量、
低价位、大空间的实用商
务车，有望给商务车市场
带来显著增量。

针对这一新兴市场，
东风风行将推出国内首款
1 . 6 L 小 排 量 大 空 间
MPV——— 菱智1 . 6L，预计

售价在6-8万元区间。这款
车面向的是广大个体老板
和私营业主，他们的用车
特点是既追求载人拉货的
实用性，又对商务外观、驾
乘舒适性有较高期待，售
价也要合理，直白讲，就是
物美价廉。东风风行希望
菱智1 . 6L能够满足他们的
多重需求，拓展MPV的又
一大细分市场。

据了解，菱智1 . 6L充分
承袭了正统的MPV血统：
气派的外观，宽适的内部
空间、舒适的乘坐环境，而

其价格却平行甚至低于高
端微客和CDV车型的价
格，可谓性价比更高。

外观上，菱智1 . 6L车头
的曲线既庄重又自然，体
现出浓郁的商务气息。而
4 6 5 5 m m × 1 6 9 5 m m ×
1 9 4 0 m m的 车 身 尺 寸 和
2800mm的轴距，促成了其
超大的乘坐空间，这在小
排量商务车市场无出其
右。此外，人性化的后椅侧
翻设计，更为菱智1 . 6L带来
了丰富灵活的空间变化，
载人、运货都运用自如。

动力上，菱智1 . 6L将搭
载血统纯正的三菱4G18S1

发动机。这款1 . 6升发动机
具有高可靠性、低油耗、低
噪 音 等 优 势 ，最 大 功 率
79kw/6000rpm，最高时速
超过150km/h，动力强悍，
而且转速在3000rpm时即可
输出138N.m的最大扭矩，
这种低速高扭的特征非常
适合在国内道路上使用。

此外，菱智1 . 6L将发动
机前置，在提高操控便利
性的同时，也最大程度地
保障了驾乘人员的安全。

另外，其拥有高强度车身
骨架，同时装备了ABS +
EBD等安全性配置，在主
动和被动安全方面，都远
远优于高端微客及CDV。
独立分析师欧阳成认为，
菱智1 . 6L借助MPV的优势
平台，为个体老板和私营
业主升级座驾提供了新的
选择，有望成为6-8万元小
排量商务车细分市场的领
头羊，并为整个MPV市场
带来增量。

(王兆峰)

小排量商务车仍有十倍以上市场增量空间

春季投洽会

推介招商项目300个

本报菏泽 2月 1 9日讯
(记者 董梦婕) 2月18日，
2012(春季)中国菏泽投资贸
易洽谈会动员会召开。今年
春季投洽会定于4月17日—
21日举行。

本届投洽会拟推介招
商项目300个，其中重点推
介项目60个，投资总额300

亿元，韩国、日本、新加坡、
香港、台湾和珠三角、长三
角等国家和地区作为邀请
的重点，预计邀请参会境外
投资商300人左右，签订利
用外资合同、协议，意向额
1 . 5亿美元。

菏泽初步实现

违法广告全程监控

本报菏泽 2月 1 9日讯
(记者 董梦婕 通讯员
马磊 ) 17日，全市工商行
政管理工作会议召开。2011

年，全市新登记私营企业
3650户、内资企业171户、外
资企业33户、个体工商户
33334户，培育发展农民专
业合作社883户，全年累计
查处各类经济违法案件
2 . 9 1万起，查处农资案件
304起，“三押一推”活动帮
助企业融资9 . 16亿元；同时
力争今年帮助企业融资10

亿元以上。另外，投资100多
万元购置了服务器和广告
监测设备，初步实现对虚假
违法广告的全程监控。

格菏泽短讯

1、菏泽市新时代职业培训学校
2、菏泽市育才职业培训学校
3、菏泽市劳保职业培训学校
4、菏泽市一轻职业培训学校
5、菏泽市蓝天职业培训学校
6、菏泽市康安职业培训学校
7、菏泽市奇美职业培训学校
8、菏泽市光华职业培训学校
9、菏泽市新世纪电脑职业培训

学校
10、菏泽市长青职业培训学校
11、菏泽市经济职工职业培训

学校
12、菏泽市振华职业培训学校
13、菏泽市创新职业培训学校
14、菏泽市盛业职业培训学校
15、菏泽市按摩职业培训学校
16、菏泽市青菏泉春蕾职业培

训学校

17、菏泽市联大网络计算机职业
培训学校

18、菏泽市三信职业培训学校
19、菏泽市海龙汽车驾驶职业培

训学校
20、菏泽市星亚职业培训学校
21、菏泽市华志模具职业培训学校
22、菏泽市麟鹰驾驶职业培训学校
23、菏泽市白云微机职业培训学校
24、菏泽市农业工程职业培训学校
25、菏泽市锦程驾驶职业培训学校
26、菏泽市黄海岸职业培训学校
27、菏泽市西洋管乐艺术职业培

训学校
28、菏泽市海天电脑职业培训学校
29、菏泽市星光驾驶职业培训学校
30、菏泽市精英职业培训学校
31、菏泽市荣升职业培训学校
32、菏泽市山蠡服装培训学校

1、菏泽市明兴现代职业培训学校
2、菏泽市靓源美容美发职业培

训学校
3、菏泽市奇圣职业培训学校
4、菏泽市安全职业培训学校
5、菏泽烟草发屋美容美发职业

培训学校
6、菏泽市恩特尔职业培训学校
7、菏泽市朝阳按摩职业培训学校
8、菏泽市新领域职业培训学校
9、菏泽市现代职业培训学校

10、菏泽市青华科技职业培训
学校

11、菏泽市希望职业培训学校
12、菏泽市中亚职业培训学校
13、菏泽市康西职业培训学校
14、菏泽市华夏职业培训学校
15、菏泽市营销职业培训学校
16、菏泽市宏大职业培训学校
17、菏泽市新大陆职业培训学校
18、菏泽市东方职业培训学校

市直换发办学许可证

民办职业培训学校名单

市直撤销办学资质

民办职业培训学校名单

“新世纪、光明、蓝天……那时候名号可是响当当的，我好几个
亲戚的孩子去这些学校读过书。”一提起菏泽比较出名的民办职业
培训学校，40多岁的市民王先生伸出指头总能数出四五个来。

但近日，菏泽撤销了32所民办学校的办学资质，原劳动保障
行政部门颁发的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同时作废。

据了解，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年
左右，菏泽的民办职业培训学校出
现在公众的视野之中，并如雨后春
笋般纷纷壮大成长，其中以电脑培
训机构最多。

然而，十几年来，随着市场化
的竞争，民办职业院校更多面临的

是招生难，而办校成本、教育质量、
分配就业等一系列问题也困扰着
民办教育品牌发展的现在和未来。

很多民办培训机构消失在菏泽
人的眼中，曾经的办学场地变成了
高楼大厦，那些曾经响个不停的招
生热线电话成为了忙音或者空号。

不少学校曾经红火过

民办职业学校面临“生源少，
招生难”的问题，社会对民办院校
不认可，在就业方面，虽然民办院
校的学生比较容易找工作，但因
其大部分专业为一线操作的工
作，所以职校生就业再容易，薪酬
待遇再高，也往往脱不了“蓝领”
身份，导致很多学生和家长望而
却步。

菏泽市人社局相关科室负责
人分析，这是在市场化竞争中出现
的一种现象，这些民办职业培训学
校因为多是个人办学，教学质量和
学校规模经常因为资金投入不到
位难以保障，师资力量也很不稳
定，导致招生难。而且民办职业院
校因为多是短期培训，并不享受国
家助学金等优惠政策。

质量规模受资金限制

“民办职业培训学校也需要走
品牌化道路，建立权威性，保持核
心竞争力。”菏泽市靓源美容美发
化妆专业学校校长祝银龙表示，办
学校要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师资储
备，严格教学质量能够保证生源。

记者了解到，虽然有一部分民
办职业院校在市场化竞争中销声

匿迹，而有些院校却是凭着自身的
一些优势顽强地生存下来。这些目
前还在正常招生经营的民办职业
培训院校都有其独特的核心竞争
力，针对性比较强。

业内人士表示，民办职业培训
学校要突破“瓶颈”，需要有核心竞
争力，找好定位。

要发展需找准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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