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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新闻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刘青
博 通讯员 田海滨 张李颖 报道）11月
22日晚，意大利多克莱夫爱乐乐团歌
剧选段音乐会在滨州保利大剧院震
撼上演。在这场以歌剧选段为主的
音乐会上，一段段出自罗西尼、威尔
第、普契尼等歌剧大师之手的经典旋
律陆续亮相，艺术家们的倾情演奏和
动人歌声相得益彰，原汁原味地演绎
歌剧经典作品，给滨州市民带来了一
场恢弘壮丽的视听盛宴。

意大利是歌剧艺术的故乡，拥
有大批在歌剧史上辉煌灿烂的大师
和巨作。在作曲技巧、音乐风格、人
物塑造等方面，意大利歌剧也有着
独到的风格特点。由于不同艺术团
体的规模、特色不同，目前演出市场
上常见的歌剧演出主要有歌剧全
剧、音乐会版歌剧及名曲名段音乐
会三种形式。

演出当晚，来自意大利本土的
多克莱夫爱乐乐团，就通过最广为
人知的名曲名段，带领滨州观众重
温了意大利歌剧的不朽魅力。在这
支乐团中，新生派的青年艺术家组
成了乐团主力军，他们与老一辈资

深艺术家完美结合，让这支乐团彰
显出极富激情的舞台感染力。乐团
演出曲目极其广泛，如莫扎特等古
典主义艺术家的艺术作品，贝多芬、
门德尔松、舒曼和勃拉姆斯等浪漫
主义艺术家的代表作品等。

音乐会上，乐团指挥安德烈·加
斯佩林、男高音亚历山德罗·戈尔多
尼、女高音姚博慧与演奏家们配合
十分默契，他们带来的大多是市民
耳熟能详的歌剧选段。演出中，罗
西尼的《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序曲》率
先奏响，随后《永别了，爱恋的家》

《星光灿烂》《亲爱的爸爸》《今夜无
人入睡》《与你同行》等经典曲目陆
续唱响，为滨州观众重现了歌剧大
师笔下的一个个鲜活人物。随着最
后一曲《祝酒歌》演唱完毕，观众热
烈鼓掌叫好，纷纷表示意犹未尽。

为回报滨州观众的热情，亚历山
德罗·戈尔多尼返场带来《我的太阳》
选段，姚博慧则返场带来一首深情的

《我和我的祖国》。演出最后，台下观
众一起用掌声为艺术家们和着节
拍。各位艺术家鞠躬致谢，为美妙的
歌剧之夜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意大利版”歌剧选段
音乐会在滨上演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刘
清春 通讯员 张丛丛 报道）近日，
韩国高阳市德阳区图书馆选派公
务员、该馆课副组长蔡晶喜女士来
到滨州市图书馆，进行为期一个月
的考察学习与工作交流。

据悉，我市与高阳市于1997年
建立友好交流关系，2006年正式缔结
为友好城市。截至目前，两市共进行
6期公务员交流。这6期交流起到了
增进了解、加深友谊、培养人才、促进
合作的积极作用。今年3月份，我市
与高阳市签署了《2019滨州市与高阳
市加强交流合作备忘录》，以积极推
进公职人员互派交流机制。

蔡晶喜负责业务主要是图书
馆网站管理、图书馆电算系统构
建，此次交流的意向单位为信息通

讯、图书馆等部门。她表示，很高
兴有机会来滨州市学习，希望通过
滨州市与高阳市信息化发展方向
的交流，来完成对市政的发掘工
作。她的爱好是乒乓球，很想在乒
乓球蓬勃发展的中国打乒乓球，学
习乒乓球。

市图书馆就蔡晶喜接下来的
考察学习做了计划安排：前三周工
作日正常开馆时间，蔡晶喜轮流在
四个对外部室工作，对我市公共图
书馆的业务流程进行初步了解；最
后一周工作日时间，将安排她在计
算机部工作，就信息化建设方面的
内容进行实地学习交流。同时，市
图书馆还将利用闭馆时间，通过召
开座谈会、实地参观讲解等方式，
进一步加深交流效果。

韩国高阳市图书馆
工作人员来滨研修交流

市城区新补种市城区新补种88万余株羽衣甘蓝万余株羽衣甘蓝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任斐
通讯员 李明 王学芳 张磊 报道）为进
一步提升市城区冬季绿化景观效果，
自11月上旬起，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
在市城区多处公园广场、主干道栽植
冬季观赏花卉羽衣甘蓝共计 8 万余
株。

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的工作人
员介绍，入冬后天气逐渐变冷，城区
原有的夏秋季花草耐寒性不足，开始
逐渐枯萎。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及
时启动冬季草花更换工作，对枯萎花
草进行集中清理，并在新滨公园、文
化广场、新立河公园等公园广场和黄
河五路、渤海十六路等道路绿化带中

更换补种了耐寒的羽衣甘蓝。
“此次补种的羽衣甘蓝有白色和

紫红色两种，色彩比较突出。”工作人
员说，栽植羽衣甘蓝主要采取地栽与

盆栽结合的方式，组成斑马纹、规则
式菱形拼接等明快动感的线条和多
变的图形，达到花带线条流畅、大色
块艳丽的景观效果。同时，还特别注

重花色的合理搭配，做到红、白相间，
进一步提升城区整体的绿化景观效
果。全部栽植工作已于11月21日上
午完工。

山东省博兴县鸿鑫纺织有限公
司董事长郭建彬是一名退役军人，
1991 年 11 月 应 征 入 伍 ，三 年 后 退
役。在部队期间，郭建彬表现优异，
获得过优秀士兵等荣誉称号，荣立集
体三等功。退役后，他走上创业路，
敢为人先，勇立潮头，带领企业一路
做大做强，并积极回报社会，处处展
现军人本色。

“从军经历是我一生的荣耀，更是
我一生的宝贵财富。”郭建彬说，他将继
续保持军人的优良作风，干出更大的成
绩，积极回报社会、回报家乡人民。

■ 丢掉“铁饭碗”走上创
业路，吃苦耐劳将业务越做越大

“部队是锻炼人的好地方，三年
从军经历培养了我吃苦耐劳、坚韧不
拔的意志和品质。”郭建彬说，他入伍
第二年就被评为优秀士兵，并当上了
班长。退伍后，郭建彬被分配到博兴

县供销联社工作。虽然端起了“铁饭
碗”，但他不甘于工作的平淡枯燥，在
1998年辞职。带着军人吃苦耐劳、敢
闯敢拼的韧劲，郭建彬走南闯北寻找
商机，到江浙等地深入考察市场，最
终决定干纺织行业。

2007 年，郭建彬自筹资金 50 万
元，在老家博兴县东关村内租赁临时
厂房，用分期付款的形式购进四台日
发倍捻机生产纺织产品。郭建彬说，
那段时间他既当厂长又当业务员，有
时还当装卸工，努力积累经验和资
金，业务越做越大，迈出了创业成功
的第一步。

■ 什么不懂学什么，做
大做强做优纺织加工企业

创业后，郭建彬一心扑在工作
上，他以租住的厂房为家，坚持从进
货渠道把关，每一道程序都亲力亲
为。职工上班了，他要参与质检、机

器维修的任务；职工下班了，他要对
第二天的工作进行仔细谋划。

郭建彬说，他真正把部队造就的吃
苦耐劳、敢于拼搏的精神用在了企业生
产管理上，什么不懂学什么、什么不会
钻什么，不断提高自己的经营管理水
平，一步一步把企业做大做强做优。

2011年，郭建彬注册成立山东省
博兴县鸿鑫纺织有限公司。凭借过
硬的产品质量、诚信实在的经营口
碑，公司业务量不断攀升，信誉不断
提高，积累的客户越来越多，并于
2013年建成了新的生产厂区。目前，
郭建彬的公司拥有员工 140 余人，主
要产品包括棉纱、坯布等，年加工生
产量7000吨，年可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200万元。

■ 招收下岗职工，参与
公益事业，力所能及回报社会

部队经历造就了郭建彬勇于担

当、勇于奉献的品质，郭建彬常说，企
业发展了，不能忘记国家的好政策，
不能忘记部队的培养，更不能忘记对
社会作贡献。自开办企业以来，他先
后招收了 50 余名下岗职工、10 名军
人家属在企业就业。

对自己，郭建彬一直坚持艰苦奋
斗的作风，在用钱方面精打细算；对
职工，郭建彬却十分关心体贴，处处
照顾职工的工作和生活。夏天职工
工作环境热，他就在车间安装电扇，
免费发放西瓜、绿豆粥和防暑药品；
职工生病，他及时送上慰问品和慰问
金，把温暖送到职工的心坎上。

不仅如此，郭建彬还积极参与社
会公益活动，他的公司每年都会拿出
资金走访慰问孤寡老人和困难户。
郭建彬说，他现在有能力了，就想去
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们，让自己不留
遗憾。

郭建彬：

永葆军人优良作风 做优企业回报社会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任斐 通讯员 尚丽娜 高波

“退役不褪色 建功新时代”系列报道之六

生态滨州生态滨州
幸福生活幸福生活

颜世发，男，汉族，中共党员。1938
年生于邹平韩店颜桥村，1958年参加
工作，1998年3月于邹平聋哑学校退
休。1960年出席全国文教群英会，被
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同年，
被省委授予“青年红旗手”称号。

1958年，颜世发来到邹平韩坊糖
厂任职工教师。当时该厂职工文化程
度都很低，党和政府号召大力扫除青壮
年文盲，大办职工业余教育。颜世发以
厂为家，办起邹平韩坊糖厂职工业余学
校，并根据职工文化程度，编排了初中、

小学和扫盲三个班。经过两年的努力，
职工全部脱盲，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都
有了明显提高，十几名学员成为业务骨
干，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发展，使办学条
件也得到了改善。工业部门的领导知
道这一情况后，指示该厂把培养技术人
员的讲义整理成册，在邹平印刷厂正式
印刷了100余册发至全县企业。

在积极从事文化教育、技术教育
的同时，颜世发还积极投入厂里的技术
革新运动，对生产上的流程进行了重大
改革，提高生产效率3—4倍，节约了大
量原材料，提高了产品质量，工人的劳
动强度也大大降低。

韩坊糖厂多次被评为红旗单位，
1960年上级授予该厂“既生产产品、又
培育新人”先进单位光荣称号，颜世发
本人先后出席了县、地、省、全国社会主
义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
会，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
见。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丁春贵
通讯员张立刚 卢斌整理）

“初心永恒·滨州市优秀共产党员先进事迹”展示之廿七

颜世发：办学促发展 桃李惠梁邹

牢记初心使命 建设富强滨州

李春生（1926 年 8 月—2004 年 6
月），中共党员，滨州市沾化区冯家镇
李雅庄村人。1944年本村解放后，任
村农会委员、主任，带领贫苦乡亲打土
豪、分田地、搞生产。建国后任农业生
产互助组组长、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带领群
众走农业合作化道路，1957年起任村

党支部书记直至1992年离任。他是
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五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到过毛
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

20世纪60年代初期，李雅庄连年
发生洪涝灾害。李春生带领群众开展
生产自救，度过一次次灾荒。1964年
起，他带领群众，经过5年的艰苦奋斗，

改造“四副滩”、削平“马虎岭”，开挖排
涝治碱沟和灌溉渠道 200 多条，使
8000多亩荒碱涝洼地变成旱能灌、涝
能排的良田。

1969年，全村在荒碱洼里夺得75
万公斤的大丰收，人均占有粮食850公
斤，李雅庄的乡亲过上了丰衣足食的日
子，创造了黄土地上的奇迹。同年12
月，《大众日报》以《靠毛泽东思想改天
换地》为标题，报道李雅庄自力更生、艰
苦奋斗的事迹，并配发社论《以李雅庄
为榜样，掀起农业学大寨新高潮》。省、
地、县各级先后做出向李雅庄学习的决
定。李雅庄被誉为“鲁北大寨”，成为全
省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

“文化大革命”中，李春生曾担任
山东省革委会常委、惠民地区革委会
副主任、沾化县革委会主任。1976年，
领导曾动员他离村到地区革委会工
作，被他婉言谢绝。李春生说：“作为
中共党员，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必须
挺直腰杆，自力更生！”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丁春贵
通讯员 张立刚 卢斌 整理）

“初心永恒·滨州市优秀共产党员先进事迹”展示之廿八

李春生：艰苦奋斗创奇迹 一心为民守初心

颜世发颜世发

李春生李春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