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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市第三届“运河之星”职业技能大赛决赛举行

赛赛场场见见真真章章！！332200位位高高手手亮亮““真真功功夫夫””
本报济宁10月20日讯(记

者 褚思雨 通讯员 徐文

锋) 10月18日至20日，济宁

市第三届“运河之星”职业技

能大赛决赛在济宁市技师学

院开幕。经初赛选拔，共320名
选手参加决赛。

19日早上8点，第三届“运

河之星”职业技能大赛教师组

决赛正式开始。在焊接项目比

赛现场，参赛选手们佩戴全套

的防护手套、眼镜、耳塞及防

尘口罩等防护用具，熟练地操

作着手中的焊接设备，一时

间，每间独立的操作间内都被

迸溅的火花映亮。“此次比赛

并不仅仅考验对焊接速度的

比拼，更在于精确度、高品质

的比拼。在比赛中我也发现了

自身存在的一些不足，以后的

工作中会更加严格要求自

己。”来自鱼台县星源技校的

教师谢金超告诉记者。

今年举办的第三届济宁

市“运河之星”职业技能竞赛

分教师组、职工组、学生组三

组进行，并与世界技能大赛逐

步接轨，与之前相比适当增加

了新技术、新知识、新技能等

内容。此次竞赛分理论知识和

技能竞赛两部分，职工组设置

7个竞赛项目，教师组设置6个
竞赛项目。此外，学生组竞赛

即第二十一届济宁市职业技

工院校学生技能大赛，已于今

年5月份开赛。

经大赛组委会综合评审，

职工组、教师组获得各竞赛项

目第一名的选手，将授予济宁

市第三届“运河之星”技状元

荣誉称号、符合条件的由市总

工会授予济宁市“五一”劳动

奖章；获得各竞赛项目的前三

名选手，推荐申报2019年度

“济宁市技术能手”。

国以才立、业以才兴，高技

能人才是推动新旧动能转换、

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推动技

术创新、科技成果转化的实践

者和推动者。“运河之星”职业

技能竞赛为推动济宁市新旧动

能转换培养选拔了一大批成绩

突出、技术过硬、具有工匠精神

的优秀高技能人才。

本报济宁20日讯(记者
褚思雨) 20日，也是2020国家
公务员考试报名第6天。据济
宁公务员考试信息网统计，截
至20日16时，济宁国考岗位已
报名总人数为1052人，总招录
人数83人，过审人数为910人，
但仍有4个岗位无人报考，热
门岗位竞争142:1。

截至20日16时，报名总人
数与通过审核人数排名前三
的职位分别是国家税务总局
济宁市兖州区税务局、山东省
济宁市梁山县气象局综合管
理办公室一级科员、山东省济
宁市邹城市气象局综合管理
办公室一级科员，三职位过审
人数共530人，占总过审人数
的56 . 99%。其中，国家税务总
局济宁市兖州区税务局一级
行政执法员(二)职位稳坐报
名、竞争前三职位的榜首。该
岗位招录3人，报名425人，审

核通过人数423为人，竞争比
142:1。

据中公教育济宁分校负
责人分析，报考门槛相对较
低，是兖州区税务局一级行
政执法员(二)一职备受考生
青睐的主要原因。该职位要
求本科学历，经济学类、经济
与贸易类、工商管理类、公共
管理类专业可报，对政治面
貌、基层工作最低服务年限、
服务基层项目工作经历均没
有条件限制。除该职位外，邹
城市气象局和梁山县气象局
的综合管理办公室一级科员
的职位竞争比达到了60:1。该
负责人提醒，考生切勿盲目
报考，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合
理选岗。

另外，截至 2 0日 1 6时，
2020年国考济宁地区仍有四
个岗位无人报考，分别是南
四湖水利管理局二级坝水利

枢纽管理局一级主任科员及
以下、东平湖管理局梁山黄
河河务局水政水资源科一级
主任科员及以下、东平湖管
理局梁山黄河河务局办公室
一级主任科员及以下、东平
湖管理局梁山管理局水政水
资源科一级主任科员及以
下。值得注意的是，截至目
前，仍有11个职位过审不足3
人，其中水利部门占据6席。
此次国考招考中水利部门在
济宁地区共有 1 1人招录计
划，占总人数的13%，但是报
考人数仅占7%。该负责人建
议，没有报名的考生可以考
虑一下这些职位。

国考报名高峰期即将来
临，已通过审核的同学，10月
31日0:00至11月6日24:00期间
开始缴费。还没报名或者还未
通过审核的同学，建议考虑自
己的实际情况，理性选岗。

国考报名第6天，济宁报名总人数为1052人

水水利利人人才才短短缺缺，，这这44个个岗岗位位无无人人问问津津
本报济宁10月20日讯

(通讯员 张娟 记者 贾

凌煜) 眼下正是莴苣收获

期，嘉祥县纸坊镇朱街村的

莴苣种植基地里，一株株青

翠欲滴的莴苣，把整片土地

染得绿意浓浓。“今年种莴

苣长势良好，亩产可达7000

多斤。”朱街村党支部书记

朱立峰有些激动地说。

今年是朱街村第一次

尝试种植莴苣，之前村民都

是以种植小麦、玉米等传统

农作物作为主要经济来源，

旧的种植模式使村民们收

入微薄，很多青壮年劳动力

不得不外出打工来养家糊

口。

新一届村两委班子上

任以后，就开始琢磨怎么向

土地要收益，让村民富起

来。为优化农业种植模式，

村“两委”班子到临沂苍山

学习蔬菜种植技术，发现莴

苣生长周期短、管理便捷、

生产成本低，每年可种三茬

作物，经济效益可观。回到

村里，村“两委”多次召集党

员、群众开会商议莴苣种植

事宜，又带领30余名村民代

表赴寿光、苍山等地进行实

地考察，最终一致决定利用

良好的土地优势大力发展

莴苣种植。

今年麦收后，朱立峰带

领村“两委”成员分两期集

中流转了160余亩土地，并

特地聘请苍山蔬菜基地技

术人员为村民上课现场指

导。期间，朱街村“两委”班

子成员多次奔走于上海、广

州等蔬菜市场为莴苣找销

路，以基地批发价每斤0 . 8

元计算，亩产值达5600元，

扣除每斤0 . 2元成本价，亩

纯收入可达4200元。

种种植植莴莴苣苣亩亩产产77000000斤斤

纸纸坊坊镇镇朱朱街街村村走走出出新新路路

技能大赛决赛现场。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褚思雨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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