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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山水丹青晋京 妙笔礼赞齐鲁
109幅山水画精品向观众展现了“齐鲁画派”的独特风采

本报4月28日讯(记者 霍晓
蕙 通讯员 高月峰 张童)
28日，由山东省委宣传部、山东省
文联主办，山东省美术家协会承办
的“齐鲁颂·山东中国画山水作品
晋京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隆重
开幕，集中展出了山东当代具有代
表性的76位知名山水画家的109
幅山水画精品力作。

展览推动形成

“齐鲁画派”
本次展览以“讴歌祖国山川

礼赞齐鲁大地”为主题，是我

省推动形成“齐鲁画派”的具体
实践，是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
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
重要系列活动之一，也是继成功
举办“齐鲁风采·山东中国人物
画作品晋京展”、“齐鲁风韵·山
东中国画花鸟作品晋京展”之后
的又一次晋京大展。

展览从2010年1月启动以
来，历经创作动员、选题申报、草
图观摩、作品初评、作品创作等
阶段，通过层层遴选，最终推出
一部分当代齐鲁山水画坛的优
秀作品。参展画家共76位，包括
刘宝纯、丁宁原、张登堂、张宝

珠、李承志、张志民、曾先国等在
画坛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当代山
东山水画名家，也有部分富有实
力和创新精神的中青年艺术新
秀。展出的109幅山水画精品，洋溢
着对祖国壮美河山的真切热爱，融
合了北派山水的质朴雄浑与南派
山水的空灵秀逸，在整体风格上形
成了中和雅正、温柔敦厚、强健充
实的艺术特色，向观众展现了“齐
鲁画派”的独特风采。

纸上山水雄奇神秀

引来赞叹

作为山东山水画创作成果
的一次全面展示，本次展览以鲜
明的地域特色、磅礴的气势吸引
了众多美术界人士和艺术爱好
者。展出的山水画作品题材多
样，既有对五岳之尊泰山、母亲
河黄河、孔子出生地曲阜的倾情
描绘，也有描绘城市风光和讴歌
改革建设新成就的作品。齐鲁锦
绣大地雄奇神秀的自然山水融
于画图，让人震撼。很多观众在
画作前驻足流连，并连连赞叹。
有观众表示，画家们贴近生活，
拥抱自然，用丹青妙笔展现了深
沉而美丽的齐鲁大地，也给齐鲁

大地上的山山水水注入了自己
的人文情怀，实现了地域性与创
作个性的水乳交融。

在开幕式后举行的专家研
讨会上，专家们表示，从展览中
可以看出，山东的山水画家们在
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进行探
索创新，兼容南北，融和中西，从
创作理念、色彩运用、画面构成
到笔墨技法都丰富了当代山水
画的表现语言和精神内涵；对传
统笔墨语言进行大胆革新与尝
试，打破了千篇一律的传统山水
画创作模式。展览将持续至 5 月
9 日。

小清河昨夜试航

轻风灯影惹人醉
本报济南4月28日讯(记者

赵丽 ) 28日，小清河迎来夜间
首秀。断航16年后，小清河将在
29日正式开门迎客，而在28日
晚，两艘游船在灯光璀璨的河面
上进行试航，船声灯影吸引了不
少市民。

28日晚7时35分，随着汽笛
声鸣响，“小清河2号”和“小清
河 3号”两艘游船缓缓驶离小
清河东环码头，向西行去。记
者登上了“小清河 2号”游船。
游船在水中轻盈穿行，丝毫感
觉不到颠簸，船外灯光灵动，
夜风拂面，带来一股清凉惬意
的感觉。

此时的小清河正静静地沐
浴在缤纷的灯光中。绿化带中
的灯光勾勒出树木摇曳的身
影，而河岸两侧，蓝色的光束有
规律地跳跃，呈现出美丽的倒
影。

在驾驶室里，仪表盘上显
示的船速在每小时 1 0公里左
右。“小清河2号”的船长苏数亮
有30多年的船舶驾驶经验，他
介绍说，夜航较之白天航行视
线要差一些，为保证船舶行驶
安全及平稳，船速适当放缓了。
当船行驶至水屯路桥附近，船

舱里的几位乘客忍不住发出赞
叹。水屯路桥如长虹般跨越河
道，桥梁主体为红色，在夜景灯
光的投射下，形成了长虹卧波
的效果，非常漂亮。

一河穿城过，一桥一风景。
不仅是水屯路桥，每经过一座
桥，就像浏览了一幅不同的画。
负责小清河通航的济南滨河新
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有关
人士介绍，小清河的景观亮化
突出“文化清河、运动清河、绿
色清河”的理念，通过节能环保
的照明方式与照明设备，在连
续蜿蜒的景观河道走廊里，打
造舒适怡人的夜间环境，使水
的灵韵与周边的景观相互呼应，
重现“两岸垂柳阴绿台，风起荷
花四面香”的意境。

晚上8时15分，两艘游船经
过盐仓码头、板桥码头、历黄码
头，行至终点五柳岛码头，航线
全长约4 . 6公里，航行时间约40
分钟。

据介绍，29日上午起，小清
河将正式向市民售票。游客可在
东环码头、五柳岛码头购票，其
他站点暂时不售票，仅可以上下
船。其中夜航往返船票购票地点
为东环码头。

企业落地喀什遭遇人才瓶颈，省援疆指挥部投资 1 . 5 亿元

建实训基地，每年培训两万人
本报记者 邢振宇 本报通讯员 李汝明 发自新疆喀什

援疆企业来了

却遭遇用工难

山钢集团、山东重工、山水
水泥、日照港、五征集团等重点
企业纷纷落户喀什。然而落地后
却纷纷遭遇用工困难。

“受援县劳动力受教育水平
偏低，职业技能培训滞后，我们
需要的专业技术人才和经营管
理人才找不到。”22日，山水集团
喀什项目总经理李文忠无奈地
对记者说，许多技术人才都是从
山东本地招来的，人力成本明显
增加。

其实在新疆，不仅山东援疆
企业遭遇了用工难，整个新疆中
小企业半数以上招不到合适员
工。有关部门预计今年新疆各行
业工作岗位缺口将达90万个以
上。由于外地人才不愿意到新疆
来，而新疆本地人才大量流失，

长期以来导致新疆人才匮乏。省
援疆指挥部总指挥王华说，企业
引进以后才发现当地居民技能
水平与内地存在很大差距，而且
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薄弱。

开发培训教材

“一对一”帮教

“由于以前没有工业企业，
我们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条件非
常差。师资不足、设备缺乏、招生
困难。”疏勒县职业技能培训中
心教师艾斯卡尔·阿布力孜说。

在麦盖提县技工学校，由日
照市选派的技能援疆教师领队
刘祥鹏说，2011年6月他到达受
援地时，面对的是“三缺一无”的

局面，缺教学设施设备、专业教
师、专业教材，无专门管理机构
和人员。“只有烹饪一个专业有
维语教材，汉语教材多但是新疆
当地学生根本无法用，学生面临
无书可读的情况。”

麦盖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局长郭月华告诉记者，
山东援疆教师非常敬业，在完
成个人教学任务后，刘祥鹏利
用业余时间开发教材，当地教
师全程参与。现已完成维修电
工、纺织技术等三个专业及实
用汉语、就业指导教材的开发。
同时有效地促进了“一对一”帮
教工作。

一县一实训基地

今年已培训万人

针对上述情况，省援疆指挥
部连续三年投入援疆资金1 . 5亿
元，在对口支援的每个县建设一

处高水平职业技能实训基地，每
年培训劳动力可以达到2万人
次。

记者采访得知，英吉沙县职
业技能培训中心目前正在进行3
栋教学楼、2栋宿舍楼和3栋实训
车间基础设施建设，今年将完成
实训车间建设和实训设备、仪器
购买。岳普湖县职业技能实训基
地一期工程实训车间、综合楼、
宿舍楼主体完工。麦盖提县实训
基地已完成实训车间建设、设备
安装并投入使用，开设6个技工
学校常设专业和4个非常设专
业。

省援疆指挥部副总指挥王
立胜介绍说，今年以来，已投入
使用的实训基地累计培训劳动
力9903人次，就业率达到90%以
上。此外，我省还从援疆资金中
安排500万元专项资金，为落地
企业培训了1000名骨干专业技
术人员，解决企业用工难题。

新一轮援疆启动以来，山东省实施的产业援疆效果显

著，重点企业纷纷落户喀什。然而，这些企业落地后，才发现

招工成了难题。连日来，记者深入山东对口支援喀什的四个

县，了解职业技能培训成果，得知目前山东援疆指挥部在每

个县建设一处实训基地，每年可培训劳动力2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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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清河通航在即，28日
上午，来自济南二中、山东交通
学院、山东师范大学等学校的
100多名学生志愿者齐聚洪园
节制闸，启动“绿色文明 生态
未来”小清河环保志愿行动。图
为船长驾船鸣笛驶离码头。

志愿者们作为第一批游
客乘船游览了小清河。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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