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无棣县新建成的埕口水库正在持续蓄水，引来成千上万只海
鸥翔集、觅食，形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近年来，无棣县坚持生态优先
发展理念，空气质量不断改善，水环境质量持续提升，生态安全屏障更加
牢固，擦亮了绿色发展底色。（通讯员 杨景成 徐诗曼 王永波 摄影）

海鸥翔集生态美海鸥翔集生态美

本报讯（记者 丁春贵 报道）8 月
28 日，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大开放、大
改 革、大 发 展 ，全 面 提 升 八 大 品 质
——亮进度”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市
交通运输局专场。记者在发布会上
获悉，市交通运输局围绕体制机制、
基础设施、运营线路、运输信息等“四
个融合”，全面构筑村村覆盖、协调联
动、深度融合的客货邮发展格局，统
筹解决群众出行、物流配送、邮政寄
递三个“最后一公里”难题。在全省
率先实现客货邮融合发展村级全覆
盖，制定发布全省首个行业企业标准

《客货邮融合运营体系规范》，年累计
收发快件超1500万件。

优化机制。突出党建引领，全面
推行“党建+客货邮”，充分发挥各级
交通运输行业党委、快递行业党委统
筹协调作用，积极开展各类比学赶超

和创先争优活动，激发融合发展活
力。强化协同联动，横向上，建立与
市委社会工作部、邮政管理局等部门
沟通协调机制，强化“资源共享、保障
兜底”，多次召开专题会、现场会，研
究解决存在问题和发展瓶颈。纵向
上，成立基层邮政快递业发展中心，
积极搭建与运输企业、快递公司、服
务对象全链条运行机制，有效保障客
货邮服务站点建好、管好、运营好。
抓好过程管控，实施周调度、月通报、
季观摩等方式，强化“清单式管理”，
确保各项任务压茬推进。指导各县
市区制作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三级
站点电子档案，通过水印照片和数据
采集，动态掌握站点建设和标志设置
情况，精准推动客货邮布点扩网。

明确路径。发挥优势推动运营
线路全覆盖，深入实施“四好农村路”

提质增效专项行动和城乡公交一体
化，全市农村公路通达率和行政村公
交通达率均达 100%，已开通客货邮
融合线路 111 条，全面构建起市县乡
村四级公交运营线路体系。因地制
宜强化功能车辆全覆盖，针对需求量
大的地区，开辟“定时、定车、定线”运
输方式，保障消费品和农产品安全即
时送达。对于需求量小的地区，通过
升级改造现有公交车辆，开辟储物专
区，提高运营效率。目前，已运行各
类客货邮车辆 180 辆，实现行政村通
达全覆盖。科学系统推进三级站点
全覆盖，坚持“功能优先、改造优先”
的原则，着力打造县级中心集散、镇
级场站中转、村级网点收发的三级站
点服务体系。全市共设置县乡村服
务中心（网点）1420 个，实现客货邮快
递服务行政村全覆盖。

示范引领。打好“客货邮+特色
产业”服务牌，聚焦民生所盼和市场
所需，畅通特色产业和农副产品上行
渠道，2023 年运输冬枣、黄金杏、苇帘
等农副产品 262.8 万件，开通“冬枣公
交专线”“牛肉公交专线”等特色线
路，培育形成“毛驴小货郎”等配送服
务品牌。打好“客货邮+民营经济”服
务牌，充分发挥运营线路和末端网点
畅通灵活优势，探索建立“无人驿站”

“自取快递柜”等收发站点，推动农村
客货邮融合发展向乡镇企业、民营企
业延伸。打好“客货邮+快递行业”服
务牌，突出“线上+线下”相结合，探索
推进“交运+邮政+快递+电子商务”
多角度、多层次立体运营模式。其
中，阳信县围绕打造“一牛一梨一家
具”特色电商品牌，通过公交专线运
输，实现邮政和“四通一达”全覆盖。

滨州在全省率先实现客货邮融合发展村级全覆盖
统筹解决群众出行、物流配送、邮政寄递三个“最后一公里”难题

本 报 讯（记 者 任 斐 通 讯 员 
谢绪强 张琳琳 报道）“非常感谢，
如果不是您及时发现并帮助排除
隐患，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
8 月 30 日上午，胜利油田电力分公
司滨南供电管理区工作人员将一
面写着“用行动书写担当，用热心
守护安全”的锦旗送到了市城管局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调度中心主任
赵军手中，向他挺身而出排除隐患
的行为表达了诚挚的感谢。

记者了解到，8 月 26 日，我市
城区遭遇强对流天气侵袭，突如其
来的大风暴雨导致一货车司机因
视线受阻，不慎将山东航空学院北
门处高压导线刮断，致使导线横穿

机动车道及非机动车道掉落至路
面，一时间火花四溅。当时，赵军
恰巧路过此处，有着多年工作经验
的他敏锐地觉察到了潜在的危险，
没有丝毫犹豫，他立即用自己的车
辆设置路障，并及时联系供电公司
派人维修。在现场，赵军冒着暴雨
提醒过往车辆和行人绕行，维修人
员也迅速赶到现场，对脱落高压导
线进行了抢修。经过众人一个多小
时的努力，最终消除了安全隐患。

“这是我应该做的，为人民群
众保驾护航、管好城市是我们城管
人应尽的职责。”回忆起这次经历，
赵军告诉记者，“我们全体城管人
将会继续践行为人民管理城市的
理念，为大家创造平安有序宜居的
生活环境。” 群众利益无小事，天气
无情人有情。危急时刻，赵军无惧
危险挺身而出，发挥了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为人
民服务的宗旨，体现了新时期滨州
城管人的责任和担当。

暴雨天挺身而出排除安全隐患
诠释滨州城管人的责任与担当

本报讯（记者 张迎宾 报道）近
日，不少细心的市民发现，在市城
区一些主要水域，如秦皇河、新立
河、中海等处的岸边桥头多了一些
红白相间的竹竿，竹竿平均长度 6
米左右，竿顶有一面小红旗，标有

“珍爱生命 预防溺水”字样。
不要小看这样一根竹竿，它们

是溺水救援的重要设施，一旦有人
落水，周边群众或救援人员可以迅
速拿起竹竿进行施救，有效缩短救
援时间，提高救援成功率。8 月 29
日上午，在白鹭湖风景区，滨州扶
人公益联合滨城区综合行政执法
局共同开展“救命竹竿”投放及防
溺水宣传活动，为大家讲解防溺水
工作的重要性，提高学生的自我保
护能力，现场投放“救命竹竿”60
根。至此，滨州扶人公益已在全市
投放“救命竹竿”3900根，覆盖了中

海、北海、北海南码头、新立河、秦
皇河、如意湖、蒲湖、白鹭湖、张肖
堂干渠等市区主要水域。

滨州扶人公益负责人张淮珹
告诉记者，投放“救命竹竿”的目
的，第一是起到警示作用，当市民
看到这根竹竿的时候，引起警惕预
防溺水。第二是真正发挥挽救生
命的作用。当有人落水时，6 米长
的竹竿，足以让施救者在保证自身
安全的前提下，救援落水者。同
时，也可以节省下水施救者的体
力，最大限度地提高救援成功率。

“我们从 2021 年开始，陆续在
市区主要水域设置‘救命竹竿’，按
照每 150 米一根进行投放，仅今年
就投放了900根。”张淮珹说，“希望
市民朋友们保护好这根竹竿，不挪
动、不取走、不破坏，共同守护生命
的屏障。”

危急时刻，这根竹竿能救命
全市已投放 3900 根“救命竹竿”， 覆

盖市城区主要水域

本报讯（记者 刘清春 通讯员 
李晓旭 徐浩明 报道）近日，窦同霆
向市图书馆捐赠了个人著作《湖畔
走笔》散文集5册。

窦同霆，博兴县锦秋街道人，
中共党员，大专学历。系山东省散
文学会会员、滨州市作家协会会
员、博兴县作家协会理事。曾多次
参与地方志书撰写，有诗文发表于

《大众日报》《滨州日报》等报刊及
网络平台。作品入选《见证滨州》

《博兴印记》《博兴故事》《董乡雅
韵》《蒲姑文化通略》《逆光》等文
集。

《湖畔走笔》一书精选了作者
近十年来在地方报刊和网络平台
上发表的 60 篇文章，共 26 万字。
由山东散文学会设计策划、中国书
籍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乡情悠
悠”“山水足音”“往事如烟”“谈天
说地”四个板块，内容涵盖人文、经

济、生态等各个领域；各处的地理
风貌、自然风物、人文历史、俚俗风
情、传统文化，无一不入他的笔下，
且妙笔生花；有闲情、含俚趣、包情
怀、富哲理，既有古稀老者对过往
满满的回忆，又有对当代社会现象
的认识和思考。章章节节蕴含着
浓郁的情感，字字句句散发着泥土
的芬芳。

地方文献是地方历史文化的
直接载体，记录了该地区的自然环
境、风土人情、民俗习惯、历史事
件、名人轶事等丰富内容。作为地
域文化、历史、社会变迁的珍贵记
录，地方文献对于学术研究、文化
传承、地方发展乃至社会整体进步
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市图书
馆始终致力于地方文献的搜集、整
理和利用工作。希望社会各界积
极关注，踊跃捐赠，为推动我市文
化的繁荣与发展添砖加瓦。

窦同霆向市图书馆捐赠
《湖畔走笔》散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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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幕：交还党费
【音乐起+画外音】
1945 年 9 月，无棣解放，李淑贞

参加革命工作，动员组织妇女做军鞋、
筹军粮……

闪回：
画外音：20 世纪 50 年代，为了解

决国家困难，李淑贞主动放弃工作，回
到农村务农……

1963 年三年自然灾害，淑贞和孩
子饿得水肿……吃棒子瓤、黄须菜甚
至树皮，也没动那些铜钱……

1978 年改革开放，收古董的上
门，蛊惑淑贞想要收购那些铜钱……
她丝毫没动一点念头……

依旧清贫的李淑贞在烈日下的田
野里劳作……

键盘植入字幕：1983年冬
【画面场景】
一辆吉普车停在李淑贞家破旧的

门口，车上走下两个人。低矮的小土

屋里，年逾古稀的李淑贞坐在一个蒲
团上，端着簸箕挑捡小麦里的麦秸杆。

刘振东：“这是振盛大哥的家吗？”
李淑贞：（白发苍苍的李淑贞楞了

一下，赶忙放下簸箕。探头往门外望
去。上午的阳光刺得她睁不开眼睛。
眨眨眼睛，才看清是一男一女两个干
部模样的人走进了院子。）

李淑贞：疑惑状“你们是？”
刘振东：打量李淑贞，端详了好

久，惊喜状 “哎呀，嫂子，你也老了，真
认不出来了，我是你兄弟振东呀！”

李淑贞：“啊，刘区长？”“振东兄弟
真是你呀！”

特写：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
音乐+画外音：
1983年年底，刘振东夫妇离休后从

上海回家，登门看望了阔别多年的李淑
贞。3位老人聚首，抚今忆昔，感慨万千。

场景——屋内
李淑贞：双手哆嗦着扒开夹墙的

土坯，捧出了那条蓝底白花的布袋。

哗啦啦，一大堆铜钱抖落在土炕上。
李淑贞：刘区长，这是你当初交我保

管的党费，清点一下吧，一个子都没少。
【画外音】：李淑贞把整整珍藏了

40 年的党费 512 枚铜元和一张朱德
总司令签署的日文传单郑重地交给了
当年的老上级刘振东。

刘振东：望着李淑贞保存下来的
文件和 512 枚铜元钱，惊呆状。他紧
紧握着老战友的手，望着当年英姿飒
爽、而今已是苍颜白发的李淑贞，泪水
再次溢满了眼眶。

刘振东：“嫂子，还记得吗？得亏
你以看娘为名回娘家，打探到了敌人
要偷袭咱村的消息，让咱十几名八路
军伤员安全转移。”

李淑贞：“是呀，那次是你接来了
咱们的县大队，埋伏在村边高粱地里，
把敌人打得哭爹喊娘……”

刘振东、李淑贞：哈哈哈哈！
秋燕（刘振东夫人）：紧紧与李淑

贞相拥，嫂子，这些年让你受苦了，谢
谢你，党和人民感谢你！

……
【画外音+字幕】
1985年，李淑贞老人去世，享年72岁。

【采访画面画】：主人公原型李淑

贞之子——滨州市无棣县车王镇刘家
邢王村83岁刘连德老人。

刘连德：“我娘珍藏党费这么多年，
连我也不让知道。党费交给组织之
后，娘才和我说了事情的全部经过。”

【采访画面推出】：
李淑贞老人当年交党费的老照片

……1、2、3……
字幕+画外音：40年后，李淑贞终

于完成了组织交代的任务，这笔密存
了 40 年的党费承载了她整个青春的
记忆，也见证着她对党的无限忠诚。
李淑贞老人是渤海革命老区无数优秀
共产党员的典型代表，她不忘初心，信
守承诺，诠释着 “不屈不挠、艰苦奋
斗、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老渤海精
神”！

“老渤海精神”穿越时空，历久弥
新，永远闪耀着金子般的光芒！

【音乐起】：
【推出字幕】：
制 片/顾 问/策 划/监 制/统 筹/作

曲/音乐制作/后期制作/场记/解说/
配音/道具/置景/服装/化妆造型/烟
火/效果/剧务主任/剧务/演出人员/
鸣谢单位

（未完待续）

《512枚铜钱》电影剧本
杜秀峰

滨职立项79项市厅级及以上科研项目
本报讯（记者 李淑霞 报道）8 月

26日，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大
开放、大改革、大发展，全面提升八大
品质——亮进度”主题系列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今年以来，滨州职业学院聚
焦国家和区域发展战略需求，优化科
研发展定位和方向，取得显著成效。

持续优化科技创新制
度体系

坚持科研工作与社会需求“同
频”、与职教发展“共振”、与人才培养

“合拍”，形成了协同推进的良好态
势。持续“简政放权”，鼓励科研人员
大胆创新、勇于求索，为科研人员创
造更加宽松、自由的科研环境。出台
激励办法，持续健全完善科研成果评
价和激励制度，激发教职工的创新创

造活力，让科研人员在研究中能够充
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打造更高水平科研创
新团队

一流的科研创新团队才能够产
出一流的科研创新成果。上半年，滨州
职业学院聚焦国家和区域发展战略，
重点打造了 8 支科研创新团队，围
绕智能制造、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
术、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开展研究。
持续增加科研经费投入，引进青年
博士人才，搭建更高水平科研平台，
实现资源共享，与合作单位共建由
中国工程院院士刘韵洁担任中心顾
问的未来网络科创中心、滨州市民
营企业发展研究中心、山东阳信梨
科 技 小 院 以 及“ 心 安 城 市 ”研 究 中

心，立项电网智能控制领域唯一的
省级工程研究中心——供电智能控
制技术山东省工程研究中心，立项
79 项市厅级及以上科研项目。

加强科研课题的培育
和立项

积极对接区域经济发展需求，围
绕区域龙头企业、中小微企业产业升
级、技术创新等关键问题，有针对性
地开展技术研发工作，加大课题和项
目的培育力度。通过与企业合作，共
同研发新技术、新产品，推动科技成
果转化和产业化，提升学校的社会服
务能力和知名度、美誉度。与国内外
知名高校、科研机构加强合作，共同
开展前沿技术研究与应用推广工作。

鼓励科研创新成果的
转化

通过落实中央、省科研成果转化
和横向技术服务的政策，强化重点领
域校企合作关系，保障科研人员的权利，
增强转化实效。目前，学校已经与600
余家企业建立合作关系，特别是启动“百
校万企万师双进”行动以来，学校充分发
挥试点高校的带头作用，确立了近200
家服务企业。持续扩大校企合作“朋友
圈”，拓宽产学研用“关系网”，与更多优
质企业的合作，共同开展科研项目、共建
科研平台、共享科研成果。同时，加强与
行业协会、科研机构等组织的合作与交
流，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向更高层次、
更宽领域发展，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和产业进步革新作出更大的贡献。

本报讯（记者 荆常忠 通讯员 
张月月 报道） 8 月 31 日，滨州市第
24 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启动仪
式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
传教育成果分享会在惠民县举行。

启动仪式上，青少年代表宣读
了民族团结进步倡议书，活动现
场发放宣传彩页，开通民族政策
服务直通车，举办红石榴集市·非
遗好品展销会，参观“一鹭相随”
互嵌和融惠空间。分享会上，来
自不同领域、不同岗位的 4 位同

志从不同角度畅谈了民族团结进
步故事，讲述了既接地气又入人
心的真人真事。

全市第 24 个民族团结进步宣
传月活动将牢牢抓住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紧紧围绕

“花开齐鲁石榴红 强国复兴共繁
荣”这一主题，聚力党建红辉映石
榴红，着力打造“丹若同心·情满滨
州”民族工作品牌，让全市各族群众
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情谊更浓，和
衷共济、和谐发展的劲头更足。

我市启动第24个
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