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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专车车接接送送还还学学知知识识，，农农民民叫叫好好
济阳1500余人免费参加家政服务培训

本报12月3日讯(记者 张健
通讯员 徐春亮 ) 为把高速工业
园区建设好，新市镇将进一步加强
土地管理，按照滚动发展、滚动修编
的原则，加快土地规划调整步伐；将
把工业园区建设与推进全镇城镇化
进程和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

使园区成为全镇经济发展新平
台、城镇化进程助推器、项目投资集
聚地和新型工业化主战场；将根据
发展需要，不断完善园区内的基础
设施，做好园区的绿化、亮化和美化
工程，树立良好的园区形象。

按照“一年见成效、三年成规
模、五年上台阶”的目标，做到“一步
规划、分步实施、滚动发展、整体推
进”，促进园区建设稳步发展。

“到2016年底，园区要完成土地
利用规划、园区总体规划、产业发展
规划的编制和报批以及园区的环评
工作，并再新引进3-5个大项目、好
项目，使园区规模进一步扩大。”据
介绍，十三五期间，新市镇将把高速
工业园区打造成集生产、研发、商贸
以及配套服务于一体，涵盖家具产
业链各个环节的家具产业园。

本报12月3日讯(记者 杨擎
通讯员 吴莎莎) 近日，记者从孙
耿镇了解到，作为农业大镇，该镇每
年都有8000余名农村劳动力“流向”
全国各省市打工。到哪儿打工、打怎
样的工曾是孙耿“打工族”们外出前
讨论最多的话题，如今在孙耿镇却
突显着新的务工动向。

“求职难除了受各种主观因素
影响外，技术含量低、文化素质差也
是其中原因。”该镇负责人说，为了
应对求职压力，全镇71个村有1000

多人纷纷走进各种技校培训班学习
技术。

王兴村的艾军一直在外打工，
干的都是建筑工地上的小工等体力
活。“劳动强度大，挣钱又少，都怪自
己没有一技之长，我今年才悟出这
个道理。”艾军说，自己现在正学开
挖掘机呢，等学成后就去济南一些
建筑工地上找活干，这样离家既近，
又能挣大钱。

据了解，目前在孙耿镇像艾军
一样先学技术后就业的年轻人达
2000余人。

“现在外出找活不容易，再也不
能盲目出去了，俺还是等有机会了
再出去。”近日，西街村一名叫刘英
的女青年说：“与其盲目外出乱闯，
还不如静待时机，这样既少走弯路，
又少花冤枉钱。”

据悉，今年刚过年，刘英就在落
户该镇的新先锋至尊包装有限公司
上班，一天能挣80元。往年和她一块
打工的本村和邻村的30余名姐妹都
在家门口如达利、阳光幕墙等一些
企业里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工作岗
位，月收入平均2000元以上。

本报12月3日讯(记者 张
健 通讯员 王雪) 近日，在
垛石镇柳家村文化大院内，该
村 7 5位村民代表集聚在此，
领取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
登记证，成为垛石镇首批领
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

登记证的农民。全镇土地确
权颁证工作由此拉开序幕。

据了解，土地确权工作
中，垛石镇农办通过入户发
放调查表、下村答疑解惑等
多种方式，广泛宣传土地确
权的概念和意义，明确了村

民实际承包耕种的面积与合
同面积。

在此之后，镇、村干部与
测绘人员一起入户对群众的
承 包 地 块 面 积 进 行 实 地 勘
察，经村民确认无误后让其
签字，并对纠错后的实际承

包面积进行了公示，最后将
公示结果如实上报县农业局
审核。

此次土地确权工作的展
开，将为全镇的土地流转奠定
坚实的基础，为农民的利益提
供强有力的保障。

本报12月3日讯(通讯员
韩新华 记者 梁越) 近日，
耳鼻喉医院专家走进济阳县曲
堤镇“大学生村官”所在村———
东街村、郭家村进行义诊。此次
义诊活动目的是为农村百姓提
供健康咨询、诊疗，从而打造健
康生活。

由于连续阴雨天和雾霾，
村民们的耳鼻喉都受到了不小
的影响，大学生村官针对这一
情况，联系耳鼻喉医院专家，经
过积极协调，义务为村民检查，
对病情严重的村民，进行统一
治疗。

种植大户李女士由于前一
阵农忙，导致自己的耳朵出现
了幻听和耳鸣的症状，有的时
候甚至发现听力也下降了，这
次她冒雨前来参加义诊，就是
为了解决自己的病情。通过内
窥镜的检查，医生为李女士开
出了药单，并叮嘱其要按时吃

药，将耳朵炎症消下去。
“平时想看这些专家还得

去济南，去一趟也不一定能挂

上号，今天专家来到了我们这
里义诊，还给免费检查。非常感
谢村里的大学生村官给俺们联

系的这家医院，彻底为我们摆
脱了病痛的折磨。”李女士感激
地说。

打零工不长久

参加培训学知识

11月13日，记者来到位于
崔寨镇的济阳县农民工综合服
务中心。走进服务中心的阳光
大姐培训教室，看到约50名来
自济阳不同街镇的农民工正在
接受培训，课程为“家常菜制
作”，大家都听得非常起劲。

在这些接受培训的农民
中，年龄各不相同，从三十岁到
五十多岁不等，但都非常认真
地做着课堂笔记，而在阳光大
姐的培训教材《家政服务手册》
中，也写有很多的笔记与重点
的标注。

“专车接送，还教给你知识，
学本事。”杨女士说，她是垛石西
宋屯村的，今年已经52岁了，只
有小学文化，平时主要以务农与

打零工为生，听说邻村里有人来
参加“阳光大姐”家政知识培训，
她也就跟着一起来了。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打零
工实在不容易，而冬季气温逐
渐下降，用工单位少要求高，咱
就很难找活了。”杨女士说，很
多用工单位现在对技术和年龄
的要求都比较高，“像我们这样
的农民，也得学习学习了。”

“阳光大姐”免费培训

1500多农民受益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农民
工综合服务中心自2015年6月
18日开班以来，现在已经培训
农民工1500余人，不少农民工
现在已经在济南市区找到了适
合自己的工作，增加了收入。

在“阳光大姐”家政服务培
训的教室内，来自济阳县崔寨

镇小刘家村的刘女士，坐在第
一排，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整
理着老师的板书与要点，对于
此次培训她有自己的看法。

刘女士说：“农民现在最需
要的也是有一技之长，现在我
们村有好几个都是经过培训在
济南就业了，我就来报名参加
培训了。我记好了笔记，回去给
村里来不了的村民看看，也研
究研究。”

看着自己村里的村民找到
了工作，有不少村民也报名前来
参加培训。相关负责人称，现在
针对男女村民的不同需求，与不
同街镇报名的特点，培训中心安
培培训已经开始，每天对不同
街镇的学员进行车接车送。

职业培训可拿双证

800余人已受训

对于不少男性农民工来
说，有现在正在从事着各项不
同的技术工种的，而真正持证
上岗的却不多，农民工综合服
务中心的安培职业培训，现开
设电工、焊工的培训，叉车与计
算机已经获批。

相关负责人称，现在安培
职业培训已经开班培训农民工
约800人，而其中符合条件的人
员一律免学费，考试合格后颁
发全国通用的职业资格证书，
安监局颁发的特种作业人员上
岗证。

该负责人称，只要有这方
面需求的都可以前来参加培
训，现在已经开通了两辆专车，
每天早晨7时30分，在垛石镇与
仁风镇的指定位置，将参加培
训人员接到崔寨镇的农民工综
合服务中心。

近日，随着气温不断
下降，不少建筑工地等户
外施工都已停工。不少街
镇的农民工在服务中心
的统一组织下，来到位于
崔寨镇的济阳县农民工
综合服务中心接受培训。
据不完全统计，现有1500
余人参加了“阳光大姐”
家政服务培训，800余人
参加了安培。

垛垛石石镇镇发发放放首首批批土土地地经经营营确确权权证证

大大学学生生村村官官请请来来医医生生为为村村民民义义诊诊
病情严重的村民统一接受治疗

医生为村民进行检查。 韩新华 摄

文/片 本报记者 张健

新市镇：

高速工业园区将
打造家具产业园

孙耿镇：

先学技术再就业
打工族不再盲目

不少村民在本镇打工，收入可观。
吴莎莎 摄

“阳光大姐”培训现
场，农民学员非常认真。


	E2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