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报名名创创业业青青年年 拿拿万万元元创创业业补补贴贴
本报“寻找菏泽优秀创业青年”活动报名火爆，想拿创业金的抓紧啦

本报菏泽4月16日讯(记者
李凤仪) 近日，本报联合菏泽市
人社局启动“寻找菏泽优秀创业
青年”活动后，报名十分火爆，热
线电话响个不停。对此，本报针
对一些青年创业问题进行答疑
解惑。

记者从活动组委会获悉，报
名优秀创业青年的“小微企业
家”们所在行业十分广泛，包括

服务、制造、食品、化工、教育培
训等多个领域。还有一批个体工
商户，均在不同的领域打造出自
己的“创业梦想”。

据悉，入围“菏泽优秀青年
创业者”，每名青年创业者(个体
经营)可以申请最多不超过10万
元的小额担保全额贴息贷款(但
要通过金融机构信用评估)。贷款
额度分为5万元、8万元、10万元。

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创业者(公
司经营1年以上)，最高可获得部
分贴息小额担保贷款300万元。

如果已有创业青年通过人
社部门申请小额担保贷款，这次
不可重复申请。可以享受其他未
申请的创业优惠政策，2013年10

月1日后注册的公司，劳动合同
齐全缴纳各项保险，将可以获得
1万元创业补贴。

同时，对于吸纳就业人员并
与其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
的，可按照申请补贴时创造就业
岗位数量给予每个岗位2000元的
一次性创业岗位开发补贴。

此外，对持有《就业创业证》
人员从事个体经营的，在3年内
按照每户9600元为限额一次扣减
其当年应缴纳的各项税费。对个
体经营未达到起征点的个体工

商户免征相关税费。
报名正在火爆进行中，报名

方式包括自荐或推荐，请将有关
资料(营业执照电子版、网商官方
认证、负责人姓名、身份证复印
件，联系电话以及创业项目简介)

发送到273840434@qq.com，咨询
电话：0530-6330018，15953035731。
青年创业者QQ群：445851837。

本报菏泽4月16日讯(记者 李
德领) 山东梆子《大汉英后》、大弦
子戏《两架山》将分别于周五、周日
在菏泽大剧院演出，“戏迷”们可到
本报编辑部领取演出门票。

17日晚，单县山东梆子剧团将
演出山东梆子《大汉英后》。该剧由
单县山东梆子剧团创作演出，该剧
试图以戏曲的形式，解读吕雉厚民
与威权、温情与冷酷交织复杂的心
灵密码，告诉给您一个真实的吕
后。

19日晚，菏泽市地方戏曲传承
研究院大弦子戏传承保护中心将
演出大弦子戏《两架山》。为保护非
物质文化遗产，菏泽大胆尝试跨剧
种“依团代传”，以现有的山东梆子
和枣梆剧团为依托，选调部分优秀
演员学唱大弦子戏，以实现大弦子
戏的薪火相传，并将大弦子戏传统
剧目《两架山》搬上舞台。

据悉，两剧目为演出地点均在
菏泽大剧院。市民可于17日上午到
本报今日菏泽编辑部领取门票，地
址：菏泽市中华路凯瑞国际广场10

楼，咨询电话：15054655267。

今晚去大剧院

看“吕后”风采

本报记者 赵念东
通讯员 丁亚军 周胜奇

菏泽高级技工学校在示范校
建设进程中，以服务发展，促进就
业为导向，以校企合作、工学结合
为主线，以师资队伍建设为核心，
以改革创新办学模式、人才培养
模式、课程体系、教学模式、教学
内容、评价模式、内部管理等任务
为目标，完成了数控技术应用、农
业机械使用与维护、焊接技术应
用、电子与信息技术四个重点专
业的阶段性建设任务。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据了解，菏泽高级技工学校
的四个重点专业为数控技术应
用、农业机械使用维护、焊接技术
应用、电子与信息技术。这些专业
是校方通过问卷调查、企业走访、

座谈会、电话及QQ交流、文献检
索、网站查阅等方式进行人才需
求调研后“出炉”的。

根据调研结果，该校确定了
适应社会人才需求的4份人才培
养方案，形成了具有专业特色的
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其中，数
控技术应用和焊接技术应用专业
构建了“教学工厂、学岗直通”的
人才培养模式，农业机械使用与
维护和电子与信息技术专业构建
了“校企共育、订单委培”人才培
养模式。新的培养模式形成了现
代学徒制的雏形，实现了校企双
元制培养人才，提高了人才培养
质量。

构建优质课程体系

培养高素质人才需要优质课
程体系作为后盾，该校通过工作任
务分析、行动领域归纳、学习领域
转换、学习情境设计等过程，构建
起由公共基础课+专业技能课(专业
核心课和专业方向课)组成“基于工
作过程、行动导向”的课程体系。

为了实施新的人才培养模式
和课程体系，该校制定了各专业
教学标准，编写新的教学大纲、校
本教材和实训指导书。新的课程
体系和教学内容更加符合培养岗
位职业能力的需要，更加符合行
动导向的职业技术人才培养规
律，培养了符合用人单位需要的
高素质技术人员。

菏泽高级技工学校还实行了
项目教学、案例教学、仿真教学、
情景教学等教学模式改革，实现
了教学做合一。该校还更新了教
学设施，所有教室均安装电子白
板等多媒体设备，搭建了数字化
教学平台，实训车间购置了数控
车床、焊机等先进的设备，有效地
提升了教学手段的现代化水平。

该校教学方法的创新、教学
手段的提升，提高了技能型人才
培养的质量，技能鉴定中级工率
达到98%以上，学生在全省技工院
校中职焊工组技能大赛中获3个
三等奖。

健全多元评价机制

该校为搭建教学平台促进共
享，建设了校园网和优质数字化
教学资源。通过开发和引进，建设
数字化专业教学资源库。

该校还采取“四个结合”方
式：吸收行业企业参与，校内校外
评价结合；职业技能鉴定与学业

考核结合；教师评价、学生互评与
自我评价相结合；过程性评价与
结果性评价相结合，构建了学校、
行业企业、家长和学生四方参与
的“四位一体”评价机制，建立了
以产品合格率为核心的评价模
式，把职业道德、技术技能水平和
劳动价值创造能力作为评价培养
质量的核心指标。

创创新新教教学学模模式式 实实现现教教学学做做合合一一
示范校建设助推菏泽高级技工学校迈向更高台阶

C04 城事 2015年4月17日 星期五 编辑：崔如坤 组版：赵燕梅 今 日 菏 泽>>>>

本报菏泽4月16日讯(记者
李贺) 16日，本报微信联合

中国牡丹园向微友赠送的第二
波3600张牡丹园门票7小时全
部送出。福利一波接一波，为答
谢微友对本报的支持，本报特
联合京都书画文化产业园再向
微友赠送1000张国画牡丹园门
票，该园以国画形式将古今中
外1237个牡丹品种全部再造重
现。关注本报微信“牡丹传媒”
并转发微信内容即可领取。

1 6日，本报再次争取的
3600张中国牡丹园门票7个小
时全部送出。因中国牡丹园仍
在建设中，无法接纳大量的游
客，需控制游客量，所以赠票不
再增加。不过，福利一波接一
波，本报联合京都书画文化产
业园再向微友赠送1000张价值
五万元的国画牡丹园门票，国
画牡丹给你另一番精彩。

据了解，1237国画牡丹园
是京都书画文化产业园以国画

艺术精心再造了一个常年对外
开放的再生全景牡丹园，以国
画形式将古今中外1237个牡丹
品种全部再造重现。它分为10

大花型，9大色系，包括珍贵稀
有品种和已绝迹的牡丹品种全
部展出。

国画牡丹与天然牡丹有机
结合，相得益彰，交相辉映，花
香芬芳，美不胜收，使牡丹之
都、书画之乡的美誉更加名副
其实。国画作品把天然牡丹雍

容华贵，多姿多彩的瞬间凝固
下来，今后无论春夏秋冬，一年
四季，人们都可以近距离欣赏
到牡丹的风姿。

领票地址：人民路与中华
路交叉口凯瑞国际10楼，齐鲁
晚报·今日菏泽编辑部；领取时
间：从17日开始每天9：00-18：
00，至门票领完为止。提示：数
量有限，一个微信号限领一张
票，严禁用已领取过门票的手
机再次领取，请遵守规则。

第三波福利来袭，快来本报领“国画牡丹园”门票

11223377个个国国画画牡牡丹丹惊惊艳艳你你眼眼眸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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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本报2015菏泽国际
牡丹文化旅游节特刊《牡丹之
恋》正式跟读者见面，当日特
刊便引起热烈反响，受到众多
读者好评。“今天的牡丹之恋
特刊十分特别，版面设计清新
淡雅，疏朗大方，牡丹之恋的
标题十分贴切，读来有老菏泽
人的情怀，里面的内容也十分
实用，值得收藏。”菏泽市民宋
梦建如是说。

本报记者 邓兴宇 摄
影报道

菏泽高级技工学校首席技师指导学生焊接实习。

中国女画家

精品展来菏展出

本报菏泽4月16日讯（记者
袁文卿） 16日，第24届菏泽国际
牡丹文化旅游节重要文化交流活
动之一，中国女画家协会、菏泽市
委宣传部、菏泽市文联、曹州书画
院联合主办的“春之韵 .中国女画
家精品展”在菏泽曹州书画院开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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