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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市2015年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正式启动，大赛冠军或可享受市劳动模范待遇

本报菏泽6月11日讯 (记
者 张建丽 ) 11日，记者从
菏泽市总工会获悉，菏泽市
2015年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正
式启动。其中一级大赛共设
10个工种，获得各工种全市
总决赛第一名的选手，符合
条件的，由市政府授予“菏泽
市十大技术标兵”称号，并享
受市劳动模范待遇。

据介绍，菏泽市2015年职工
职业技能大赛由菏泽市总工会、
菏泽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菏
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共

青团菏泽市市委四部门联合启
动。

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分一
级大赛和二级大赛两类。一
级大赛共设10个工种，获得
各工种全市总决赛第一名的
选手，符合条件的，由市政府
授予“菏泽市十大技术标兵”
称号，享受市劳动模范待遇。
获得各工种全市总决赛第二
名的选手，符合条件的，由市
总工会颁发“菏泽市五一劳
动奖章”。获得各工种全市总
决赛第三名的选手，由大赛

组委会授予“菏泽市职工职
业技能大赛优胜选手”称号。
对获得各工种全市总决赛前
三名的选手，按照岗位管理
的有关规定，破格推荐中初
级专业技术任职资格。二级
大赛第一批共有8个工种，获
得各工种全市第一名的选手
由市总工会颁发“菏泽市五
一劳动奖章”，获得各工种前
三名且年龄在35周岁以下的
青年选手由团市委授予“菏
泽市青年岗位能手”称号。

据悉，菏泽市职工职业

技能大赛以提高职工职业技
能素质为目标，以提高职工
群众的竞争能力、创新能力、
创业能力为重点，通过开展
群众性大培训、大练兵、大比
武活动，最大限度地调动广
大职工创先争优的积极性投
入经济建设中。自2004年举
办以来，先后选拔出各级优
秀高技能人才15000余人，已
经发展成为“党政大力支持、
社会广泛关注、职工积极参
与”的人才培育著名活动品
牌。

菏菏泽泽深深受受““疾疾风风劲劲雨雨””所所害害
全市3万多人受灾，倒伏农作物约2023公顷

本报菏泽6月11日讯(记者
李德领) 11日，山东琴书传

习所揭牌仪式暨曲艺进校园
演出活动在菏泽学院举行。这
不仅是拓宽非遗曲艺类传承
渠道，也是高校与地方结合，
文化共建的体现。双方将加强
民间曲艺山东琴书的传承，创
作研究与教学，挖掘整理与恢
复曲目等。

活动中，菏泽市艺术研究
所为菏泽学院捐赠了古筝、扬
琴，同时，市艺术研究所还演
出了莺歌柳书《老鼠告猫》、山
东花鼓《煎年糕》，菏泽学院音
乐系演出了山东琴书《银环上
山》《拔毛》《亲上亲》，精彩的
演出不时引得阵阵掌声。

“菏泽学院音乐系开设山
东琴书课程，作为特色专业，
大力弘扬菏泽宝贵的民间艺
术，使山东琴书真正走进高校
课堂，并邀请山东琴书传承人
从基础入手，传授琴书演唱
和演奏技艺，培养了大批山
东琴书学员，扩大了山东琴
书观众群。”菏泽市文广新局
局长陈庆勇说，在菏泽学院
设立“山东琴书传习所”，是
实现高校与地方结合，文化
携手共建的具体体现。传习
所设立之后，希望充分发挥

传习所的作用，实现校地资
源共享，优势互补，拓展山东
琴书传承空间，提升传承水
平与成效。

设立“山东琴书传习所”
后，双方将加强民间曲艺山
东琴书的传承，创作研究与
教学；挖掘整理与恢复曲目；
扩大曲艺展演、交流渠道和
传播空间。菏泽学院音乐系
负责“山东琴书传习所”的日
常工作开展，适时由市艺研
所推荐代表性传承人到校传
承演唱、演奏技艺，并提供古

筝、扬琴等基础传承设备。曲
(节)目创作、艺术研究和展演
比赛活动等，双方可进行优势
合作，互补双赢。重要的曲艺
演出活动、艺术交流和宣传
等，市艺研所可提供专业摄
影、摄像人员，及时录制、整理
留存。

菏泽是山东琴书的发祥
地和流布重地，迄今已有270
余年的历史，她以曲目、曲牌
丰富，风格独特而著称，是山
东最具代表性的曲艺品种之
一，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列入

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而山东琴书作为
菏泽的大曲种之一，其曲目体
裁多样，音乐遗存丰富，至今
尚存200余支明清俗曲曲牌。
唱腔板式和乐器演奏技艺皆
有较高的学术、欣赏价值。

2004年5月，菏泽学院将
山东琴书纳入音乐系课堂教
学体系，对山东琴书的教育与
创新，做了一系列探索。同年9
月份，山东琴书省级代表性传
承人李巧莲被聘为教授，传授
山东琴书。

山山东东琴琴书书传传习习所所落落户户菏菏泽泽学学院院
双方将加强民间曲艺山东琴书的传承，拓展民间曲艺传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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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艺演出现场。本报记者 李德领 摄

本报菏泽6月11日讯(记者 张建丽) 10日
下午，菏泽突遭阵雨大风袭击，并伴有雷电。雷
雨阵风天气在菏泽部分地区持续近1个小时，风
级7-8级，同时西北部县区还遭受了冰雹袭击。

记者了解到，当天灾情发生前，市气象台发
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民政部门接到预警后，
紧急联系各县区做好防雷电、大风、雷雨预防工
作。灾情发生后，菏泽市民政局紧急调度各县区
受灾情况，牡丹区、鄄城、东明均在第一时间派
出工作组，查看核实灾情。截至11日12时，据不
完全统计，全市3万多人受灾，倒伏的农作物约
2023公顷，严重损坏房屋13间，造成树木断裂3
万余棵，养殖大棚、蔬菜大棚329个，电线杆刮断
12根，损坏板房、厂房、简易房373间。

在查看核实灾情的同时，市民政局还与交
通、公路部门协调，清理倒折的树木，干部、群众
迅速投入到救灾中，力争将群众经济损失降到
最低。记者获悉，目前，灾情正在进一步核查中。

赵王河非法捕捞

又“抬头”

本报菏泽6月11日讯(记者 袁
文卿) 11日下午，菏泽市水利局生
态办组成的执法队乘坐冲锋舟，在
赵王河上进行查处非法捕捞集中行
动。行动中，执法人员收缴渔网三
张。

执法活动刚开始，执法人员发
现，在八一路桥往南50米赵王河西
岸有一男子站在栏杆边，正往赵王
河内放网。见到冲锋舟上的执法人
员后，该男子急忙开始收网。执法人
员及时赶到用镰刀将网割断，随后
对该男子进行了教育。

冲锋舟在赵王河湿地段行驶
时，执法队伍发现一处捕鱼地笼。在
靠近过程中，突然船身一抖动，发动
机也熄火了。经检查，船尾发动机的
螺旋桨被一个捕鱼地笼死死缠住。
执法队员一边处理螺旋桨的问题，
一边用竹竿撑船来到捕鱼地笼前，
将其破坏。

据了解，执法人员平均每天在岸
上巡逻两次，每周不定期一次河上集
中整治。水利局生态办主任彭耽告诉
记者，水利局每年都会往赵王河内投
放大量不同种类鱼苗。“白鲢可以解
决水中的藻类植物，花鲢鱼能吃腐质
物，能帮助清理污泥，草鱼可以解决
水草。河里有了鱼，可以提高水体自
净能力，净化水质优化环境。”彭耽
说，希望某些市民可以提高自身素
质，不要在赵王河内非法捕捞；同时
也欢迎广大市民继续积极监督，共同
为维护赵王河环境尽一份力。

菏泽成立

市直会员商会

本报菏泽6月11日讯(记者 张
建丽 ) 11日上午，菏泽市工商联
(总商会)市直会员商会成立暨第一
届一次理事会会议召开。菏泽市政
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樊庆斌出
席会议并致辞。会议选举侯宪会担
任首届会长。下一步将重视与互联
网模式融合，快转型升级发展。

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工商联
党组书记王宝军介绍，当前，随着非
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工商联
会员队伍不断壮大，执委队伍发展
到322名，其中，市直会员150多名，
占到了一半的比例，这一部分会员，
既不属于各县区工商联，又没有加
入各直属商会，非常需要成立一个
组织，更好地为这一部分会员服务，
促进相互联系交流。为此，经过慎重
研究，并征求了分管领导和部分会员
的意见建议，决定成立市直会员商会
这一组织。市直会员商会的成立将为
广大市直会员搭建一个更直接的服
务平台，对大家加强联系交流、促进
资源共享、维护合法权益、携手合作
发展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樊庆斌表示，当前，经济发展进
入新常态，这既给企业带来一定的
生产经营压力，也包含着倒逼经济
发展、转型发展的重大机遇。会员们
要充分认识当前经济发展形势，一
方面要努力把握发展中的新机遇，
在现代农业、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
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方面加快转
型升级；另一方面要坚持练强内功，
以质量求生存、求突破、求发展。并
提出重视与互联网模式的融合，守
法诚信经营等。

▲执法人员在缴获违法捕捞
工具。 本报记者 袁文卿 摄

齐腰的大树被连根拔起。本报记者 李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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