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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

城事

酒酒店店““大大厨厨””打打擂擂赛赛技技能能
旅游服务业练内功提升服务水平

本报济宁10月28日讯 (记者
庄子帆 通讯员 焦卫国 ) 从10

月29日起，济宁市公共汽车公司延
伸9路、66路线至金恒驾校，并在金
恒驾校增设站点。

9路公交车调整后线路走向为，从
火车站发车，沿建设路—健康路—运
河路—共青团路—红星路—供销路—
洸河路—崇文大道—康泰路—松花江
路至金恒驾校。66路：从永旺购物中心
发车，沿金宇路—建设路—吴泰闸
路—火炬路—洸河路—崇文大道—海
川路—松花江路至金恒驾校。

“之前没有直接到达金恒驾校的
公交车，延长至此，不仅方便了本校职
工的出行，也解决了学员到此处学车
的乘车问题。”济宁市公共汽车公司营
调处的相关负责人说，增设了金恒驾
校站牌，也解决了9路公交车终点无站
牌停靠所存在的安全隐患。

9路、66路公交车

延伸至金恒驾校

本报济宁10月28日讯 (记者
庄子帆 ) 济宁市环保局近期将治
理加油站、储油库和油罐车油气回
收，年底前重点控制区全面完成油
气回收治理工作。提前完成回收系
统治理工作并验收合格的加油站，
会获得一定的补助。

济宁市环保局污染防治与应急
管理科的相关负责人介绍，油气分
子本身可以形成颗粒物，而可吸入
颗粒物(PM10)和细粒子(PM2 . 5)是
造成空气污染的重要因素。而且，油
气分子在大气中发生光化学反应
后，还会产生二次污染物。

济宁市有上千家加油站，仅城
区就有100多家，“利用专门的设备
可以进行油气回收，回收压缩后是
液态可销售的汽油。”该负责人说，
比较大的加油站将一天所产生的全
部油气回收后，能回收100升左右的
汽油。

同时，要求城区内一些大型饭
店也要进行油烟处理。“对在规定时
间范围内，全部完成卸油、加油油气
回收系统治理工作并验收合格的加
油站，以及治理达标的饭店政府将
给予适当补助。”该负责人说，如果
在规定的时间内完不成治理工作的
单位，还将面临处罚。

提前回收油气

可以获得补助

本报济宁10月28日讯 (记
者 胡祥东 通讯员 鲁延
亮) 28日，济宁市举办第五届
全市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旅游系
统决赛，来自各餐饮单位的108
位选手进行中餐摆台等方面的
技能大比拼。

28日上午，银座佳悦酒店，
选手正在进行紧张的比赛。在
中餐宴会摆台比赛区域，选手
根据主题用餐巾叠成各式各样
漂亮的花型，将餐具按标准熟
练地摆放在特定的位置。在烹
饪技能大赛区，选手用简单的
食材做出可口的饭菜。在中式

铺床比赛区域，选手用一步到
位的方法，准确规范地铺床。

“餐具摆放的位置不够规
范，摆得有点乱。”裁判员用尺
子认真地测量餐具之间的距
离。记者看到，评审员在给选手
打分的时，还指出选手存在的
问题，有时还亲自做示范。

兖州银座佳悦酒店的丁女
士告诉记者，这是她第一次参
加这样的比赛，高手很多，感觉
今天表现的没有平时好。做餐
饮10多年的李波介绍，参加这
样的比赛，可以了解自己的不
足，同行之间还可以进行学习。

不少选手还将其他选手的作品
用相机记录下来，带回去学习。

108位选手来自星级饭店、
星级餐馆等涉旅餐饮单位。比
赛项目为餐饮服务创新大赛
(中餐宴会摆台)、烹饪技能大
赛(命题菜：滑炒肉丝，自选菜
一款)和客房服务(中式铺床)
三项。

“这次大赛主要考察选手
的技能，着重看选手的动手操
作能力，在评分方面更看中的
作品的实用性。”济宁市烹饪餐
饮业协会常务副会长王冠良
说。

济宁市旅游局副局长郑庆
军表示，举办此次比赛旨在促
进济宁市高端餐饮转型升级，
促进餐饮服务人员知识更新，
提升餐饮服务人员的技能。

主办方介绍，每项比赛前
三名选手将由市总工会授予
济宁市“五一”劳动奖章，符
合条件的由济宁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授予“济宁市
技术能手”称号，并按有关规
定授予技师资格；前6名选手
年龄在35岁以下的由共青团
济宁市委授予济宁市“青年
岗位能手”称号。

本报济宁10月28日讯(记者
李倩) 开过堂铺、至少传承

三代且两代以上有较高名气，有
传承人……经过层层把关和专
家考证，28日，济宁市卫生局公
布首批中医世家考证结果，金乡
率氏、金乡温氏、济宁李氏等成
为首批十大“中医世家”。

本次公布的首批中医世
家考证结果中，济宁金乡率
氏中医世家、济宁金乡温氏
中医世家、济宁嘉祥徐氏中

医世家、济宁颛孙氏中医世
家、济宁王氏中医世家、济宁
鱼台生氏中医世家、济宁李
氏中医世家、济宁邹城吕氏
中医世家、济宁曲阜朱氏中
医世家、济宁泗水乔氏中医
世家获此殊荣。

提起“生氏正骨膏”，在鱼
台及周边地区小有名气，已被
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公布
的中医世家名单中，济宁鱼台
生氏中医世家历史也可追溯至

康熙年间，创始人生作梅就首
设济生堂，自制膏药，以徒手法
善接骨术专治跌打损伤。嘉庆
19年，其曾孙文敏迁至前李店
村定居承祖业，故姜屯镇前李
店村为“生氏伤科发祥地”，其
特色“生氏正骨膏”历经三百
年，现已传承十一代，于2006年
经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
为中药院内制剂，2008年被评
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济宁市中医药事业有

5000多年的历史，在明嘉靖年
间济宁就有中医堂铺。”济宁市
卫生局中医药管理科科长唐长
冬告诉记者，济宁历代名中医
辈出，魏晋王叔和、元代赵钧、
清代“北喉”张西山、近现代的
孔伯华、王作人均为国内知名
中医名家。“很多名中医在当地
影响力很大，但其技艺失传十
分可惜，此次公布首批中医世
家也是为了更好的传承和弘扬
济宁中医事业。”

济济宁宁评评出出首首批批十十大大““中中医医世世家家””
需至少传承三代以上并开过堂铺，有较高名气

选手们正在比拼厨艺。 本报记者 张晓科 摄


	H05-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