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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杨国胜 张 蓓 都镇强

在一个企业稳住干5年

会有大发展
王新立从山东交通职业学院汽车运用与维

修专业毕业10年了，一直就职于东风雪铁龙潍
坊百大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从初入行的一
线机修工成长为如今的车间主管。

2004年刚毕业时，王新立的工作是进行汽车故
障维修和保养。一天下来灰头土脸、满身污垢。由
于刚入行熟练程度低，王新立能干的活不多，工时
系数也低，每个月仅能拿2000元工资。2011年，王新
立晋升到技术总监，正式从一线转到管理岗位，进
行技术支持、技术培训以及疑难故障处理，每月工
资约6000元。“现在昌邑那边新开了一家4S店，让我
做车间主管，工资也会再提。”总结经验时，王新立
认为自己贵在持之以恒。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刘军告
诉记者，一线机修人员工资虽然较低，但随着工
作时间的增长和工作经验的丰富，工资存在上
涨空间。“我们的学生在一个单位稳住干5年，月
工资绝大部分都能拿到5000元以上，或者职位
升为技术组长、负责人等。”刘军说。

记者在该院毕业生调查统计中看到，“就职
于一家汽车店的李亚男2008年毕业时是一线钣

金工，2年后升为钣金组长，年收入达6万元；就
职于一家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亓鹏娟2006
年刚入职时是一线机电工，3年后升职为海外部
经理，年收入10万元。”

增加学生就业

稳定性成关键
“部分学生上班不到5年就开始跳槽，这边

单位只发1800元，那边单位给2000元就走了。”山
东交通职业学院院长陈留彬告诉记者，他注意
到部分大学毕业生存在浮躁、不吃苦的问题，有
的学生不想下车间，也不想做技术性工作，却想
短时间内有高收入或大的发展机遇，这些人却
没有意识到，没有基础岗位的磨练难以做好管
理工作。

“都不知道熬走了多少批了。”王新立坦言，
公司基本每年都招聘新员工，但最后也留不下
几个人。在王新立看来，新入职的90后员工比

较随性，干两年觉得自己什么都会了，别的公
司工资高点就会跳槽。

以山东交通职业学院为例，该校近几年就
业率保持在98%以上，就业对口率高达90%。
“现在我们把主要精力放在提高就业质量上，
放在怎么把岗位和学生匹配、让学生稳下来
上。”陈留彬说，学生就业不稳定是当今社会
的共性问题，如何增强学生就业稳定性，成了
亟待解决的问题。

今年下半年，山东交通职业学院招考的一名
社会调查统计专业方向的员工就将入职。该员工
主要负责统计该校近10年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内
容包括学生就业遇到的问题、用人单位反映的情
况等。而这一调查最终将应用到该校的教学改进
中，使企业需求、学生期望、学校教育有效融合。

专业兴趣职业精神

缺一不可

“从前期对企业的调研来看，企业对员工
的要求，已经从原来注重专业技能水平向综合
素质水平过渡。比起专业技能来，用人单位更
看重敬业精神、就业稳定性、吃苦耐劳、合作
意识。”在陈留彬看来，这些品质有利于他们
与企业的融合，有利于就业稳定性。

2014年，一场“素质教育创新行动”在山
东交通职业学院内全面推行，在注重学生专业
能力培养的同时，该校注重加强学生素质教育
和职业能力培训，包括开展人文教育、核心能
力教育等。

“汽车营销专业需要礼仪方面的学习，我
们在核心能力教育中加入礼仪沟通等训练，让
学生更加适应岗位。户外专业需要增加团队合
作等教育。”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招生就业处
副处长秦佃基说。

陈留彬认为，提高就业质量和专业技能的
根本在于提高专业兴趣，“能铺下身子干个三
五年，能做到这点的学生，收入和职位大都有
较大提高。”

目前，山东交通职业学院新生入学都会进
行专业认知和了解企业文化，若认为没兴趣可
以调整专业。“我们还围绕专业培养兴趣成立
技能班、兴趣小组、社团或开展志愿者活动
等，进行职业精神培养，让学生增加企业认
知，提高其职业素质及就业适应能力，增加就
业稳定性。”陈留彬说。

面对大学生就业后频繁跳槽现象，山东交通职业学院探索应对措施———

培养专业兴趣 让学生就业“稳”下来
◆眼下，恰逢大学生毕业季，大学毕业生的身份也开始转换为职

场人士。不过，大学毕业生盲目跳槽的现象却正在引起社会关注。为
了让大学生就业后稳下来，山东交通职业学院开始从培养学生专业兴
趣、职业精神等方面入手，着力培养学生正确的就业观。

□记者 张 鹏 报道
本报潍坊讯 根据清华大学6月30日发布的

《2014年中国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研究报告》，
潍坊市全口径财政透明度居全国第9位，为全省
财政最透明城市。

该报告对全国285个地级市和4个直辖市(不
含三沙、港澳台地区)的公共财政透明度，按机
构设置、市级政府预算与预算执行情况、其他财
政项目三大指标进行评分，指标总分值为540
分，其中，主要考察市级政府预算与预算执行情
况。潍坊市以399分居全国第9位，较去年提升31
个名次，居全省第1位。省内进入全国前30名的
城市还有济南(第13名)、青岛(第22名)、滨州(第
28名)。

潍坊市多年来坚持推进透明财政建设，每年
主动将财政预算报告、月度财政收支情况等公
开。特别是近年来，进一步细化了预算编制内
容，扩大了列入预算报告的范围。2014年，公开
了103个具体项目的预算资金安排，首次公开了
社保基金预算，将“四本预算”全部纳入报告范
围，并新增了地方政府性债务情况和报告编制说
明。同时，还梳理公开了全市7大类67项民生政
策，有效推进了财政信息公开工作，提升了财政
透明度。

潍坊财政透明度

跃居全国第9位

□记者 吴庆辉 报道
本报潍坊讯 6月27日，潍坊交警支队召开

新闻发布会，公布全市183处测速取证设备的设
置地点，以规范查处机动车违反限速规定交通违
法行为，督促驾驶员了解各路段的道路限速布设
情况，自觉遵守道路限速规定。

据了解，潍坊全市范围内共设置测速取证设
备183处，分布在全市各条国省道、高速公路，
其中市区13处、寒亭16处、荣潍高速4处、荣乌
高速3处、青州6处、诸城28处、寿光40处、安丘
25处、昌邑9处、高密6处、临朐7处、昌乐22
处、滨海4处。

潍坊交警支队副支队长林连启表示，超速行
驶会减弱驾驶人对空间的认识能力，尤其雨雪天
气路面湿滑及转弯路段，更容易出现追尾、碰撞
和翻车事故。在国省道两边有密集村庄的路段
等，容易导致重特大交通事故的发生。

据了解，按照规定，移动测速取证设备应当
放置于路侧明显位置，不得影响其他车辆正常通
行，不得无故遮挡或者掩盖，使用移动测速设备
测速的，应当由交通警察操作；使用车载移动测
速设备的，应当使用制式警车。使用移动测速设
备测速的，在来车方向距离测速点500米以外应
当有明显的限速标志；在来车方向距离测速点
200米以外应当设置“前方测速”或者“进入测
速路段”等交通标志。现场查处违反限速规定交
通违法行为的，测速点与查处点之间的距离不少
于2公里。

“潍坊市183处测速取证设备均是按照规定
设置的。”林连启对记者说。

□记者 张 蓓 报道
本报潍坊讯 6月25日，潍坊市音乐家协会

合唱联盟成立，将致力于推动和发展潍坊市群众
合唱事业，开展公益性合唱艺术辅导、培训，打
造具有潍坊特色的合唱队伍，促进合唱艺术的交
流与繁荣。

潍坊市音乐家协会合唱联盟隶属于潍坊市音
协，汇聚了潍坊市老、中、青三代从事热爱合唱
事业的精英，以及潍坊市作曲、指挥、声乐教育
等各方面的优秀人才和潍坊市艺术馆“飞扬”合
唱团等诸多优秀的合唱团体。联盟将借助潍坊市
艺术馆的场所、设施，开展公益性辅导、培训、
排练，并依托潍坊市艺术馆，面向群众、面向基
层开展各类公益性合唱艺术活动，丰富和活跃群
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潍坊成立

音乐家协会合唱联盟

潍坊公布测速取证

设备设置地点183处

□ 本报记者 李 慧

“ 萝 卜 ， 萝 卜 ， 正 宗 潍 县 萝
卜！……”潍坊火车站广场，卖萝卜的妇
女最是精明，从行人的眼神和放慢的脚步
中，就对买卖的成与不成了然于心。若是
觉得行人会掏腰包购买，便一手托起青翠
的萝卜，另一手持刀，沿萝卜顶部划下，
手起刀落，三两下，萝卜便花瓣状散开，
呈现出清新、甜咧的姿态。每每此时，外
地人已如看杂耍般瞪大眼睛，然入口亲尝
才见真味，掏钱品尝一下这潍县萝卜，自
不在话下。

火车站可以说是一座城市的门户，从
这门口到市中心，从家常一日三餐到酒店
宴请，爱吃萝卜，是潍坊的特色，萝卜好
吃，是潍坊人的骄傲。

奎文区松鹤园小区有一对40多岁的张
姓夫妻，2000年的时候，双双下岗。夫妻
俩做过小生意，摆过地摊，最终在萝卜上
找到了生存之道。6月26日上午10点半，
丈夫像往常一样推着炸货车子来到小区门
口，点火，热油，左手抓起萝卜丝、面粉
和成的糊糊，食指和拇指间留丸子大小的
缝隙，一松一紧挤压出一个又一个萝卜丸
子，右手顺势接下做好的丸子，扔入油锅
内，其速度之快，竟让人看不清挤出的丸
子是什么样子，就已落入油锅。待炸熟，
一个个丸子大小均匀，金黄里点缀着星星

点点的青绿，阵阵带着萝卜青口味道的香
气四处飘散。有邻居经过，说一句：“出
来了，真香！”，妻子一边笑嘻嘻地应
着，一边帮顾客过称。丈夫说：“俺俩炸
了十几年萝卜丸子了，萝卜给俺家立下了
汗马功劳……”说话间，又一锅色、香、
味俱全的萝卜丸子出锅了。

若有亲友来访，先上一道开胃菜———
虾油萝卜，既有虾油的咸香，又有萝卜的
甜脆。酒过三巡，清口萝卜上桌，或生切
萝卜条或清口萝卜皮，本地人自不必说，
“吃萝卜喝茶，气得大夫满地爬！”，萝
卜是他们的养生佳品。若是有外地人在
场，主人必会将郑板桥“烟台苹果莱阳
梨，比不上潍县萝卜皮”的名言介绍一
番，待友人半信半疑咬一口后不断夸赞，
主人骄傲之情溢于言表。临走，送几盒萝
卜脆，如薯片般酥脆可口，非油炸、非膨
化的休闲食品。带着美食和热情踏上归
途，自是人间乐事。

萝卜受人所爱，并非沽名钓誉。明朝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萝卜乃
蔬中最益者”；《潍县志稿》中亦有“潍
县萝卜味辛，入药能行气、化痰、消食”
的描述。据检测，潍坊萝卜肉质根中还原
糖含量3 . 0%～3 . 5%，可溶性固形物6%～
7%，VC300mg/kg，干物质7%左右，淀粉
酶260～280个酶活单位，另外还含有钙、
铁和芥辣油等多种营养物质。

偶有人谈及潍县萝卜口感一般，潍坊
人必会讲讲早先萝卜如西瓜般落地即碎、
甜香可口的故事，并加之一句：你吃到的
肯定不是正宗的潍县萝卜。

到底哪里产的萝卜是正宗潍县萝卜？
对一个有着300多年栽培历史的特产，老
潍县人咬定只在现在的潍坊城周围，尤以
城北北宫附近所产为佳品。理由是白浪河
穿城而过，在北宫附近形成轻黏土壤为主
的小平原，含钾量高，保肥保水性强，适
宜萝卜生长。而300年的沧海桑田，从最
初的小菜园零星种植，到如今的产业化发
展，潍县萝卜已形成了潍城区北宫、寒亭
区等多处种植基地。品种方面，共有大
缨、二大缨和小缨三类，它们的共同特点
是：皮色深绿、肉质翠绿、香辣脆甜、多
汁味美。

而潍县萝卜的吃法更发展为多种多
样。除以上所列外，萝卜包子、饺子、丸
子、盒子，还有粉条炖萝卜、野兔炖萝
卜、鲫鱼和萝卜同酥、萝卜汤、糖拌萝卜
等。在每年寒亭区举办的潍县萝卜文化节
上，各色萝卜美食，都是吸引人眼球的焦
点。

时至今日，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
潍县萝卜不仅是潍坊人的口福，更进入全
国各地的商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
对于潍坊人来说，萝卜的滋味很美，有骄
傲、有健康，更有希望。

□ 本报记者 宋昊阳

风筝，亦称风琴、纸鹞、鹞子、纸鸢，闽南语称
风吹。古代称之为“鹞”，北方谓之“鸢”。

风筝源于春秋时代，至今已2000余年。相传，墨
翟以木头制成木鸟，研制3年有成，是人类最早的风
筝，后来其学生鲁班用竹子，改进墨翟的风筝材质，
演进成为今日的多线风筝。“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
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后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之后，
才开始出现纸做的风筝，称为“纸鸢”。

潍坊风筝真正走向民间，是在明代。到清朝中
叶，潍坊开始出现专门从事风筝制作的民间艺人。
相传有位姓陈的哑巴艺人扎得风筝新颖好看，放
得又高又稳，远近闻名。这时，清明节前后竞放风
筝也成了当地的踏春风俗。据《潍县志稿》载：“本
邑每逢寒食，东门外，沙滩上……板桥横亘，河水
初泮，桃李葩吐，杨柳烟含，凌空纸鸢，高入云端。”

“清明，小儿女作纸鸢、秋千之戏，纸鸢其制不一，
于鹤、燕、蝶、蝉各类外，兼作种种人物，无不惟妙
惟肖，奇巧百出。”

曾做过7年潍县县令的大诗人兼书画家郑板
桥曾写过这样的诗来怀念潍县：“纸花如雪满天
飞，娇女秋千打四围，五色罗裙风摆动，好将蝴蝶
斗春归”，把潍县的风筝特点和放风筝的风俗描写
得淋漓尽致。

新中国建立后，潍坊风筝作为潍坊市的象征，
更加受到当地人民的珍爱和重视。从1984年起，潍
坊市每年都举办一届国际风筝会；1988年，潍坊市
被国内外风筝界选为“世界风筝都”。潍坊风筝走
向了世界，真正达到了它的鼎盛期。

如今，风筝会已经成为潍坊古老的风筝文化
和现代城市营销理念相结合的产物。历经30年的
精心打造，潍坊国际风筝会成长为潍坊最亮丽的
一张城市名片。“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风筝会把潍
坊的城市品牌营销到了全国乃至世界。通过风筝，
潍坊找到了一个走向世界，也让世界了解自己的
平台。”潍坊国际风筝会办公室主任张崇高说。

目前，潍坊正以国际风筝会为龙头，推动会展
业的新发展。借助连续举办了31届的风筝会，潍坊
打造了一个红红火火的风筝产业，并以此为核心，
带动相关十几个产业的联动发展。这种“潍坊模
式”早已引起了会展界的高度关注。中国会展经济
研究会会长袁再青认为，潍坊国际风筝会在赛事、
节庆活动中，已经融入了会议、论坛、展览等内容，
从而极大地拓展了活动的功能，取得了很好的社
会和经济效益。

潍坊人的幸运，就在于找准并抓住了“风筝会”
这个独具特色的切入点。切入点很小，走出的局面
却很大。牵住一只风筝，走到了全国，走向了世界。

牵住风筝
走向世界

蔬菜兼水果的潍县萝卜

□记者 李 勇 报道
潍坊国际风筝会放飞现场（资料片）。

□记者 张 鹏
通讯员 刘 洋 报道
本报高密讯 6月25日，中国土地文化博物

馆在高密市开馆，这是全国第一家土地文化博物
馆，对传承和弘扬土地文化，倡导节约集约用
地，提升对外形象将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据了解，中国土地文化博物馆面积近2000平
方米，运用权威的研究成果、珍贵的历史资料、
先进的展示手段，诠释五千年中国土地文化，打
造我国首家国土教育与国情教育平台。该馆在设
计理念上，遵循现代专项博物馆的规律，收藏以
历代土地契证为主，辅以历史资料图片、农耕文
化实物、历代古钱币、测绘器具等上千件契证等
文物。同时，组建八组沙盘，五大复原场景，配
备了电子翻书、多媒体触摸屏、影视厅等，充分
体现了打造精品、史料全面、设计新颖的特点。

全国首家土地文化

博物馆落户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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