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青清明 文明祭祀
本报将联合市文明办、市民政局启动清明节文明祭祀系列活动

本报菏泽3月28日讯(记者
李德领) 清明节是广大群众缅
怀先人、悼念逝者的传统节日。
在清明节到来之际，本报将联合
菏泽市文明办、菏泽市民政局等
单位，于4月2日在菏泽市万寿陵
公墓广场启动清明节文明祭祀
系列活动，倡导树立文明祭祀之
风，破除迷信陋习。

据了解，本次清明节文明祭
祀系列活动的主题为“惠民、绿
色、人文”，活动由齐鲁晚报、菏
泽市文明办、菏泽市民政局主
办，菏泽市万寿陵承办，大众网
协办。

此次活动包括“青青清明
鲜花寄哀思”、“文明祭祀 平
安 清 明 ”万 人 签 名 、“ 清 明 放

生”、“思念墙留言”等一系列文
明祭祀活动，号召市民从自身做
起，从点滴做起，用文明祭祀的
实际行动，爱护环境，倡行祭祀
新风。

此外，本报还联合菏泽市
文明办、菏泽市民政局等单位，
向菏泽群众发出倡议，呼吁广
大 群 众 积 极 采 取 文 明 祭 奠 方

式，提升清明传统节日的现代
意义，传承传统节日中渗透的
礼仪文化精髓，树立文明祭祀
新风，破除焚烧冥币等陈规陋
习，以多种文明方式向逝去亲
人寄托哀思；自觉保护环境，不
在城区街道、公用巷道等场所
烧纸，严禁在小区树林、草坪或
建筑物下烧纸，以防火灾发生；

对在世老人多尽孝心，多关心
老人；老人逝去时，从俭办丧
事，文明祭祀。

自2 0 0 8年起，清明节已列
入国家法定节假日，当天祭祀
人流车辆更加集中，民政部门
提醒广大居民及早安排祭祀活
动，避免在高峰时段造成人流
车流拥堵。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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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菏泽3月28日讯 (记者 姚
楠) “公交车车内卫生每趟次清洁
一次、车体卫生每日清洁一次；出租
车车身使用统一的白色座套并做到
每周更换两次……”日前，按照详细
要求，菏泽市交通局对城区公交、出
租车进行市场整治，以提高城市文明
程度，服务好菏泽国际牡丹花会。

按照要求，城区客运面貌要在花
会到来之前大变样。全部公交站亭开
展保洁工作，对破损站亭进行修缮，
公交车车身外观和车厢内卫生整洁，
做到车内卫生每趟次清洁一次、车体
卫生每日清洁一次；出租车统一车
型、颜色、座套、计价器、顶灯、车体标
识等车身外观，车身做到每周至少清
洁一次，车内每日清洁，白色出租车
座套每周更换两次。

除了车容车貌，城区客运经营行
为也是整治重点，要求火车站、汽车
站发往牡丹园的公交车全部使用新
车运营，按规定的线路、站点、班次及
时间组织运营；要求规范出租车驾驶
员从业资格，服务态度文明礼貌，杜
绝绕道、拒载、甩客、不按计价器收费
等现象。

菏泽整治

公交、出租车市场

本报巨野讯(通讯员 毕研良)

目前，巨野县章缝镇党委政府实行
“四个狠抓”，吹响了全镇春季计生活
动的攻坚号角。

首先以集中突击为主，狠抓工作
责任落实。针对全镇计生工作现状，
集中计生办所有力量，咬住孕检、“四
术”清欠任务，进村入户重点排查；其
次是以征收社会抚养费为突破口，狠
抓依法行政。对有能力拒不缴纳的

“钉子户”、“难缠户”，申请法院强制
执行，保持高压态势；三是以夯实基
础为重点，狠抓村级经常性工作。组
织全镇计生专职人员，交叉对后进单
位进行重点督查，制定整改方案，限
期整改到位。对业务水平跟不上又整
改不到位的村计生专干给以解聘；四
是以落实责任追究制为抓手，狠抓最
佳效果。做到严格考核，奖惩分明。对
排名前三名和后三名的村，认真记录
在案，纳入到活动目标考核，作为活
动结束兑现奖惩的依据。

巨野县章缝镇

吹响计生攻坚号角

本报菏泽讯(通讯员 王大鹏)

近日，青岛啤酒菏泽公司南厂糖化工
段被菏泽市总工会授予菏泽市节能
减排“工人先锋号”。

近年来，青啤菏泽公司深入开展
创先争优活动专题，积极组织创建菏
泽市“工人先锋号”、“建功立业标兵”
等活动。全厂形成了“你追我赶、奋勇
争先”的浓厚竞赛氛围。菏泽公司南厂
糖化工段职工大力发挥团队协作精
神，积极推动节能减排、实现降本增
效。先后通过热煮沸、糖浆免煮沸、薄
板杀菌系统、冷凝水回收等工艺改造、
创新，累计节约蒸汽137万元，年节水
1 . 2万元，年节约原煤1500吨。不仅降
低了各项消耗，还减少了锅炉水处理
和污水运行费用，先后荣获山东省、菏
泽市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奖。

青啤菏泽公司

获市“工人先锋号”

知识、资金、激情、决心、调研、坚持……

踏上创业路
需过很多坎
文/片 本报记者 李凤仪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返乡创业的民工流中，主
力军是新生代农民工。他
们多是80后，一般18岁后
就出去打工，在外走南闯
北10年生涯，经过社会的
洗练长大了也成熟了，开
始回乡创业，想要闯出自
己的一片天地。然而，因为
资金、知识等制约，创业之
路并不是那么顺利。

“总不能在外面做一辈
子吧，思虑很久最终决定回
家乡创业。我在外面也是做
这个的，钣金、铝材、不锈钢，
学到点东西咱得灵活运用。”
2 8岁的王乃雪在威海工作6
年，2011年返乡开了家装饰

公司。
“没有项目的情况下，每

月能挣5千左右，有项目起码
过万。”王乃雪告诉记者，这仅
仅是起步阶段。

“跟老板干活始终是死
工资，他能当老板我为什么

不能当老板？”于是，王乃雪
2011年9月向老板提交了辞
职报告，回到位于巨野县太
平镇郭坊新村的老家后，发
现同行还真不少，他用好材
料、合适的价格，渐渐在家乡
一带打开了局面。

王乃雪说：“1989年来积
累了一些经验和资金，经过
一段时间的思量，决定回家
乡干点事。其实，对在外打拼
的农民工来说，在家乡创业，
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条
件。”

 三十而立，回家创业是我的愿望

记者通过调查发现，农
民工返乡创业成功者很多，
失败者也有。制约农民工创
业的原因很多，但主要原因
是 资 金 制 约 和 知 识 创 新 跟
不上。多数返乡创业的农民
工 在 打 工 期 间 积 累 了 一 些
资本，但对于创业来说是杯

水 车 薪 ，企 业 规 模 普 遍 较
小。

对于农民工来说，启动资
金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拦路虎。
正在选择店址的返乡农民工
张明感慨：“人流稍微旺点的
地段，每月租金都快上万了，
这还只是买个在这做生意的

资格。”
而 缺 乏 创 业 知 识 也 是

返乡农民工创业的硬伤，辞
职 创 业 的 单 县 女 孩 杜 霞 就
吃过亏。杜霞开了家小饰品
店，因为选址不当和装修风
格 问 题 ，导 致 生 意 冷 清 ，与
朋友合伙的 5万元创业资本

用 完 后 ，饰 品 店 也 难 以 为
继。

“虽然一心想创业，但不
知 道 去 哪 里 学 习 创 业 的 知
识 ，怎 么 管 理 啊 、计 算 效 益
啊，也不知道去哪学”，创业
失败的杜霞对以后的创业失
去信心。

 知识、资金成农民工创业拦路虎

记者从菏泽市人社部

门获悉，2012年菏泽人社部

门已经开设了第二期免费

创业培训班，每次都有四五

十人，经过调查后发现，经

过免费创业培训班培训的

创业人员，成功率高达80%。

从事多年创业培训教

育的菏泽市技术学院培训

部主任姚禹表示，返乡农民

工创业有自身的优势，在社

会上摸打滚爬几年，总能学

到点东西，他们往往更加注

重实战经验，同时也积累了

一定的资金。

姚禹告诉记者，这些返

乡农民工怀有创业激情，经

过系统的创业理念和经营

管理培训，只要稍加引导，

就会发挥出应有的能量改

变自己的命运。

同时姚禹提醒返乡创

业农民工们，要注意在创业

阶段树立坚定的信心，认清

市场形势，了解现状和前

景，做事情才有方向，只有

结合自身实际，选好项目，

深入研究市场，做好分阶段

的发展规划，才能作好创

业。

专家说法：回乡创业要有足够的准备

▲返乡后有创业意愿和开始创业的农民工在接受免费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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