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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跑社区

猜灯谜、包汤圆、吃团圆饭、赏花灯，是中华民族传统习
俗。为庆祝元宵佳节，任城区各街道社区纷纷行动起来，组织
形式多样的精彩活动，为居民们营造热闹喜庆的节日氛围。

2月2日，在任城区观音阁街道皇营社区组织居民开展“福
兔闹元宵，回味中国年”主题活动现场，工作人员提前准备好糯
米面、无糖豆沙馅、花生芝麻等馅料，与居民一起和面、分团、包
馅儿、封口。一个个汤圆滑入锅中，不一会儿，热气腾腾的汤圆
就盛上了桌，一起分享汤圆的美味，在亲手制作的过程中感受
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阜桥街道小闸口社区则早早地把辖区的退役军人、空巢老
人、楼长、物业工人、外来务工人员和未成年人邀请到社区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一起包汤圆、猜灯谜。退役军人魏萍边吃汤
圆边高兴地说：“热汤圆吃在嘴里，甜在心里，能和街坊邻居一
起闹元宵，真是太好了。”福建来济务工的刘香翠说：“虽然我们
是外来人员，平日里社区待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今天吃了这
碗汤圆，往后的日子更加甜蜜。”

在仙营街道东红庙社区，一条条红色灯笼造型的“廉”味灯
谜悬挂其间，引得在场人员热情参与，有的人独自思考，有的三
五成群围在一起商量探讨，大家一个个饶有兴趣地翻看字谜，
猜中谜底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兴奋地当场兑领奖品。在轻松
愉快的节日氛围中，大家一起感受廉洁文化的熏陶，接受别样
的廉洁文化教育，也为喜庆的节日氛围增添了一股浩然清风。

看不够的活动、说不够的吉祥话、道不完的节日情，让参加
活动的居民群众在欢乐的氛围中进一步加深了对传统节日的
认识，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在欢歌笑语中度过文明、和
谐的元宵佳节。 记者 梁琨

热热闹闹过元夕

记 者 调 查

在 基 层

民 生 速 递

近日，微山县昭阳街道组织技能下乡
培训活动，通过“授之以渔”的方式，帮助
退养渔湖民掌握就业技能，促进高质量就
业。

在培训现场，相关培训学校的培训老
师为湖民学员们分发了针线、剪刀等工
具，带领学员们学习“穿、引、刺、纳”等基
本的针法技巧。采取“集体讲解+面对面+
一对一”的讲授方式，详细讲解，现场示
范、现场指导。学员们边学习边动手制
作，时不时交流互动，共同探讨制作虎头
鞋的手法和要领。与此同时，另一侧“渔
娘面蒸”的培训现场，在培训老师讲解、操
作、演示下，学员们聚精会神地学习着揉、
捏、搓的面团调制手法，包、卷、捏、切、削、
钳花的成型方法。不一会，用面做成的各
种样式的栩栩如生、传神可爱的渔娘面蒸
已经逐渐呈现在长桌上。

“我都快50岁的人了，也没啥技术，作
为退养渔湖民，正愁找不到活干哩，听说
村里来了流动培训班，培训制作虎头鞋、
蒸花糕花馍，我就来学习学习，也能多掌
握一门手艺。”在培训现场，微山县昭阳街
道大捐村村民吴英兴奋地说。

“学员制作的渔娘面蒸，一个有的能
卖到三百元，群众可以利用学到的这个技
能就业创业，增加家庭收入。”昭阳街道人
社所所长曹翔介绍，“渔家虎饰”是流传于
微山湖区的一种传统布艺品，为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渔民们一直有新年为小孩
做虎头鞋、虎头襻子、虎头服饰的风俗习
惯，也蕴含着渔民对健康平安的祈求和对
幸福生活的憧憬与渴望。微山渔家虎头
服饰是集民间绘画、刺绣、粘贴、挖补于一
体的传统手工技艺。而渔娘面蒸也叫渔
家花糕、花馍，是微山湖区渔民特有的饮
食习俗，渔民在开渔节、祭祀、祝寿、春节
等传统节日有蒸花糕、花馍的习俗，至今
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它代表着渔民对新
的一年健康平安的祈求和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

“就业是民生之本，我们结合湖区特
色，通过‘流动训’，微山湖流动就业服务
驿站走进微山湖区，开展‘渔娘面蒸’‘渔
家虎饰’等技能培训，通过‘授之以渔’帮
助退养渔湖民高质量就业。”县公共就业
和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张萍说。

记者 梁琨 通讯员 杜彬 摄影报道

技能下乡
进湖区 助就业

■本报记者 梁琨 摄影报道

2月2日上午，在位于任城区车站西路
八里庙大桥西的任城区人力资源市场内人
头攒动，这是任城区正在举行的“春风行动”
系列招聘会。招聘展位上，招聘方、求职者
认真地交流着；不少求职者围在信息发布
栏、电子大屏前，仔细查看着求职信息；还有
一些求职者在大厅一侧的求职招聘自助服
务终端机上，检索适合自己的职位信息……

“孩子上学了，我的时间多了，就想找一
份工作干。年后，人才市场每天都在召开招

聘会，我也凑着这
个好时机看看能否
找到一个心仪的工
作。”家住城区的市民
魏女士，了解到招聘会
信息后，就乘坐公交车到
人才市场参加招聘会。魏
女士告诉记者，她看了餐饮、
农业、物业等几个领域的公司招聘
信息，与两家企业达成求职意向，并做了简
要登记。

记者在一汽车零部件公司招聘展位上

看到，其普工、操作工两个招聘岗位上的年
龄信息做了新的调整，将求职年龄由45岁
扩大到50岁。“在招聘现场，求职人员年龄
偏大，而普工、操作工的工作内容相对简单，
对体力要求也没有那么高，经过短期培训
50岁左右的人也能干得了。我们公司年后
又上了一条生产线，急需用人，所以才扩大
招聘年龄范围。”在现场负责招聘的公司人
力资源负责人姚经理介绍，他们此次招聘共
6个岗位，计划招聘35人，主要招收的是普
工、操作工，部分岗位已达成意向，再进一步
面试确定人员是否留用。

“今天招聘会的主题围绕辖区中小企业
人才供需展开，现场涉及商业服务、居民

及其他服务业、机械制造、物流运
输仓储邮政业等领域的103

家企业，提供了3926个岗
位。招聘会从早上八点
半开始至12点结束，
进场近2000人次。”
任城区公共就业和
人才服务中心统计
信息科科长郭克广
介绍，在活动现场，
招聘会还设置了咨
询台，工作人员热情

耐心地向前来咨询的
求职人员讲解人才政策

提供就业咨询等，帮助求职
者找到心仪的工作。
任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有关负责人介绍，自1月28日正月初七，任
城区“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月招聘会拉开
序幕，为帮扶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就业困难

人员等求职者就业，搭建高效便捷的市场对
接交流平台。截至目前，已连续组织召开了
10场不同专场的招聘会，平均每天达成就业
意向数量在进场总人次的30%左右。每日
一场的招聘会将开展至2月10日，2月15日
起恢复每周三、周五固定招聘会。

在日间招聘会的同时，任城区还于2月
4日晚组织了“才聚任城·青创未来”人才夜
市招聘会。现场，170余家用人单位“摆地
摊”送岗位，让求职者在逛夜市、看花灯的同
时，与企业人力资源部门人员展开“面对面、
一对一”的求职对接，不仅为招聘聚拢了人
气，也提升了求职对接的成功率。

记者了解到，春节过后，全市各地陆续
组织“春风行动”系列招聘会。截至目前，全
市已举办“春风行动”大型现场招聘会27
场，参与招聘企业2300余家次，提供就业岗
位6.5万余个次，现场求职5.5万余人次，达
成就业意向2.7万余人次。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科技信息的发展，
各县市区根据实际，在招聘会现场同步推
出线上直播带岗，通过线上平台推介就业
岗位，让求职者足不出户就能了解到招聘
会现场的招聘信息。“除招聘会现场直播带
岗外，我们还组织人事专员到企业直播推
介，通过视频展播的形式，向求职者介绍企
业的生产环境、生产研发、管理运营，以及
各就业岗位的数量、要求、薪资待遇等情
况，为求职者带来更新颖、更立体的全景式
求职体验，提高供需对接的精准度和匹配
有效性。”市人社局有关负责人介绍，除此
以外，求职者还可通过各县市区人社局微
信公众号、官网等渠道了解招聘信息，进行
线上简历投递。

春风送岗春风送岗 ““职职””等你来等你来

2 月 6 日，开学
日！回到熟悉的校
园，学生们的喜悦
写在了脸上。为帮
助孩子们更快更好
地适应校园生活，
济宁市红星幼儿园
提前筹备，通过精
心准备营造了欢快
喜悦的迎接氛围，
老师们通过“开学
第一课”，引导孩子
们适应校园生活的
同 时 做 好 疫 情 防
护，一起开启精彩
丰富的新学期。

正月十五月儿圆，家家户户庆团圆。2月3日上午，汶上县
苑庄镇在东官庄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织开展“猜灯谜 做花
灯”喜迎元宵节志愿服务活动，孩子们在动手做花灯、猜灯谜的
过程中，加深了对中国传统节日的认识，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魅力，收获快乐、健康成长。 ■通讯员 梁晓涵 摄

■本报记者 王雁南 摄影报道
本报通讯员 刘新红 武燕燕 雷夫幸

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营
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2月5日，曲阜
市小雪街道开展了“我们一起闹元宵 团
圆美满幸福年”主题活动，甩铁花、猜灯
谜、赏花灯、做灯笼……处处洋溢着欢乐
喜庆的节日氛围。

甩铁花 庆元宵

火树银花元夕夜，彩灯万盏熠霞
流。夜幕下，武家村上演了一场“铁花火
雨”的非遗甩花表演。五六个村民协同
旋转木杆，铁笼子由慢到快旋转起来，炭
火随风呼啸，越转越旺，瞬间形成一个大
火球，铁屑飞散，流星四溅，银光闪闪，溅
到地上、墙上，四面开花，展现了一幅铁
花如流星，火瀑似飞雨的奇异焰火图
景。现场掌声雷鸣，大家欢呼雀跃，纷纷

为他们加油鼓劲，一派团结祥和的美好
景象。

据了解，小雪街道武家村正月十五
“甩铁花”的习俗，已经延续了50多年，
每年元宵节，村内自发组织，村民主动参
与，齐心协力，配合默契，为大家送上元
宵节节日祝福，共度元宵佳节。

做灯笼 猜灯谜

元宵到，花灯闹。走进阮家村，志愿
者正在向孩子们介绍元宵节的由来和做
灯笼的传统习俗，讲解灯笼的制作方法
与注意事项。大家在老师的耐心指导
下，纷纷开始动手组建、拼装。孩子们相
互协作、合力研究制作灯笼，在欢声笑语
中，一盏盏带有年味又有新意的灯笼做
好了。同时，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猜灯谜
活动，孩子们看谜面、猜谜语，体验灯谜
带来的乐趣。

结合元宵节文化传统，小雪街道中

心中学则开展了动手做汤圆、巧手做
花灯、绘节日小报等系列活动。活动
的开展加强了对学生的德育教育，引
导广大少年儿童进一步了解传统节日
的意义，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传承中
华美德。

名城御府、圣城嘉园也组织开展了
“欢乐猜灯谜，喜乐过元宵”主题活动。
社区和物业工作人员早早将会场布置
好，整个会场张灯结彩，十分热闹，小区
居民三五成群，聚集在一起，饶有兴趣地
讨论着谜面，思索着谜底。谜语形式生
动活泼，面广量大，不仅有传统字谜、成
语，还涵盖党史知识、文明创建知识等常
识；居民朋友踊跃参与，现场气氛异常活
跃。

此次庆元宵系列活动，不仅让人们
体会到了中国传统节日内涵与魅力，更
营造了欢乐喜庆、文明祥和、温馨和谐的
节日氛围，可谓是为民生“提质”、为幸福

“加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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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5日正月十五，是中国传统元宵佳节。嘉祥县司法局
开展了“欢度元宵、普法相伴”主题活动，持续送上多款“普法菜
单”，与人民群众共度温馨的传统佳节。

嘉祥县司法局提前部署谋划，制定“欢度元宵、普法相伴”
主题活动方案，明确各镇街要带头宣讲，通过机关干部宣讲、
法治带头人宣讲，在深入宣讲上下功夫；明确各镇街要带头落
实，采取线上宣传+线下推动的形式，在营造宣传氛围上下功
夫；他们还结合镇街实际，采取菜单式普法方式，在满硐，将普
法宣传与农村党员冬训活动有机结合，而在老僧堂，则采取普
法宣传与干部作风建设大会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机关干部“民
法典”学习。

针对普法宣传形式不新、群众接受度不佳等问题，嘉祥县
司法局又研究采用“群众话”讲“家国事”的方式，取得了良好的
成效。借助欢度元宵佳节，聚焦乡村文化振兴，他们又开展了

“法治灯谜闹元宵”活动，让群众感受法治文化熏陶。
通讯员 孟伟

法制灯谜度佳节

■记者 梁琨 通讯员 盛诗 辛苹 马晓彤 摄

我们的节日 节宵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