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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薄澄
通讯员 郑梦幻 报道）2月 17日下
午,滨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换届大
会暨市见义勇为基金会第四届理事
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全面回顾
总结第三届理事会工作,选举产生
第四届理事会、监事会成员,安排部
署下一步见义勇为工作。

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市见义勇为
基金会第三届理事会工作报告、
《滨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第四届理
事会决策机构选举办法》,并选举
了市见义勇为基金会第四届理事
会、监事会成员。市委原常委、政
法委原书记胡炳山当选为第四届
理事会理事长,滨化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于江当选为
常务理事长,市财金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顾全新等8
名同志当选为副理事长,市政协原
党组成员、秘书长付泓波当选为秘
书长。换届选举完成后召开理事
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
《滨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章程(第
四届)(草案)》《滨州市见义勇为人
员奖励和保护实施办法(草案)》、
2022年度滨州市见义勇为模范(群
体)候选人名单。

会议指出,见义勇为是弘扬社
会正气、推进高品质平安滨州建设
的具体举措,各级各有关部门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导,落实
中央、省委和市委关于见义勇为工
作部署要求,以此次换届为契机,锚
定品质之求、走好精明之路、落实担

当之行,努力提高做好见义勇为工
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
觉,以实际行动推进全市见义勇为
工作持续健康有序发展。要强化自
身建设,着力加强见义勇为基金会
制度建设和规范执行,努力提高基
金会的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要强
化权益保障,立足于见义勇为人员
的精神鼓励、物质奖励、抚恤救济和
社会保障等工作,影响和带动更多
的人支持、参与见义勇为事业,促进
见义勇为人员政治上有地位、精神
上有激励、经济上有奖励、生活上有
保障。要加大表彰力度,提高表彰
即时性,提高帮扶持续性和工作创
新性,夯实见义勇为工作基层基础,
为更高水平富强滨州建设贡献力
量。

滨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成立于
2010年,性质为慈善组织,宗旨是
遵守《山东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
和保护条例》,倡导见义勇为,弘
扬社会正气,宣传先进事迹,奖励
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促进社会治
安综合治理、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
建设。

近年来,我市见义勇为事业取
得长足进步,见义勇为在全市蔚然
成风。王磊、王刚被授予“全国见义
勇为模范”荣誉称号,冯岗岗等10人
被授予“山东省见义勇为模范”荣誉
称号,任增涛等158人被授予“滨州
市见义勇为模范(群体)”“滨州市见
义勇为先进分子”荣誉称号。据悉，
我市累计发放慰问金、奖励金133
万余元。

乐安慈孝公益基金会13年发放敬老金超千万元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董锋

磊 袁猛 通讯员 靳向茹 袁家慧 报
道）为传递敬老、爱老、孝老精神，履
行基金会的社会责任，2月11日，山
东省乐安慈孝公益基金会组织爱
心志愿者向博兴县高龄老人发放
敬老金。

当日早上8时，青年志愿者王芋
杰与博兴县近千名爱心人士，在乐
安慈孝基金会办公楼前准时集合，
领取任务，分队出发。王芋杰说：

“今年我25岁，从事爱心公益事业已
有2年多。自2018年入职京博控股
集团石化公司后，我就感受到了公
司崇尚仁孝文化的浓厚氛围。”

乐安慈孝公益基金会是由山东
京博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马韵升作
为主发起人，成立的公益基金会，至
今，已经运行了13年。

王芋杰介绍，他经常跟随基金
会参加各种爱心公益活动，为敬老
院老人公益演出，节假日走访慰问

老人，去特校做义工……“参加公益
活动能让我近距离了解特殊人群的
生活状况，让我更理解他们。参加
公益的经历也让我愿意付出爱心，

感恩生活，感恩社会。”这是王芋杰
的一片肺腑之言。

当日上午9时，王芋杰的小组来
到锦秋街道西隅社区，为社区里90

岁以上的老人，每人发放300元的
敬老金。看到领取表上，满满的红
手印，王芋杰说：“虽然金额不多，
但我们传递的是一片心意。”据悉，
乐安慈孝基金会此次向博兴县 12
个乡镇（街、道）408个村，近1500
位老人发放敬老金共计 43 万余
元。

乐安慈孝基金会秘书长刘敏
敏介绍，基金会自 2010 年成立之
初，就发起了敬老、爱老系列公益
活动。基金会已经连续13年为博
兴县域老人发放敬老金超过千万
元。

下一步，乐安慈孝基金会还将
开展多元化的公益慈善活动，引导
和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到公益事业中
来。在养老、医疗、教育、科技、文化
等多个领域，发挥基金会的平台作
用，带动整个博兴县公益事业的进
步和发展。

80、90后童年记忆中的冬天，
除了路边爆爆米花的隆隆声之外，
最爱的莫过于各种香甜的点心
了。而花生酥糖、芝麻酥糖、麦芽
糖则是孩童时期最美味的零食之
一。轻轻咬上一口裹满芝麻和花
生的酥糖时，嘴里都是浓郁的芝麻
和花生的香甜，实在是不可抵挡
的童年美味。

滨州芝麻酥糖已有70多年的历
史，它是滨城常云銮祖孙三代的家
传绝技。滨州芝麻酥糖有一套完整
的生产工艺，经过熬糖、冷却、打糖、
芝麻锅、拧糖拉丝等8道工序。芝麻
酥糖经过逐步改进，由当初一个花
色口味，现已改良开发出桂花、山
楂、蓝莓、花生等多个不同口味。

故事要从1853年说起，当年3
月，太平军攻陷南京，国家动乱，战
事频发，常立亭（常云鸾的爷爷）逃
荒至天津杨柳青。为了生存，常立
亭等3人跟随芝麻酥糖的创始人学
做酥糖，师徒四人相依为命，以芝麻
酥糖作为营生手艺。

1860年，太平军战败前夕，仨徒
弟告别师傅，一个去北京，一个留守
天津，常立亭则回到滨州（原惠民地
区）。回到滨州后，常立亭开始购置
设备开办芝麻酥糖小作坊。芝麻酥
糖一做出来，便得到滨州百姓的喜

爱。每逢集市，常立亭就会将酥糖
拿到集市上卖，不久后，“常家糖坊”
的名号便家喻户晓。

生意的红火带来了好日子，常
立亭将芝麻酥糖作为常家的家传手
艺，将手艺传给儿子常宝庆，父子携
手走上了走南闯北的制糖路。已小
有名气的滨州芝麻酥糖在常立亭老
人的努力下，几年间成为鲁北名
吃。其创制的酥糖，因考究的技艺
与独特的口感，成为当时走亲访友
的首选佳品之一，承载了一代又一
代滨州人对甜蜜的美好记忆。经过
常立亭、常宝庆、常云鸾三代人的传
承，芝麻酥糖在鲁北地区站稳脚跟
并日渐声名远扬。

如今，常家芝麻酥糖由第五代
传人常东磊继承并发扬光大。当
记者走进酥糖制作间，酥糖的香
味扑面而来。记者看到，工厂的

师傅们正在制作酥糖，动作干脆
利落，行云流水般的配合让人赏
心悦目。

滨州芝麻酥糖的制作流程，采
取传统配方，选用颗粒饱满、色彩鲜
泽的当地芝麻，清洗、去皮后，放入
50摄氏度左右的大铁锅中炒至酥
脆。同样，熬糖的火候也很重要。
将白砂糖在2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
下熬成焦黄色，糖稀呈现沸腾的“金
花”后迅速离火，倒在擦过油的案板
上降温。随后，常东磊将摊在案板
上的糖胚用两根竹棍挑起聚拢，反
复拉伸搅条，直至呈白色的丝顺。

这个步骤，极考验制作者的臂力，用
多大劲儿、拉伸多少次全凭手上和
心中的一杆秤。拉好的糖胚迅速放
入铺满芝麻面的锅内，工人们开始
围着芝麻锅拧糖拉丝。只见制糖工
人揪下一块糖胚，中间掏洞，在指尖
8字形缠绕16圈后，拿出拉伸旋转，
放入盒中定型。拉丝的过程要始终
在锅内进行，防止酥糖过早变硬。
整个制作过程完全手工进行，口感、
温度、时间等全部依靠制作艺人长
期积累的经验来判断。

一根合格的芝麻酥糖，最终要
拉出2800根糖丝，糖丝根根分明、
粗细均匀，每根糖丝上都要裹上芝
麻面。记者拿起一块刚做好的酥
糖，一口咬下，香、甜、酥、脆，甜味在
舌尖上绽放，特有的酥脆感让酥糖
带有几分嚼劲，余味悠长，久吃不
腻。

在记者的采访过程中，家住康
家小区的赵大爷赶了十几里路专门
过来购买了三大盒各种口味的芝麻
酥糖，说要寄给浙沪的朋友们。赵
大爷说：“每年我都要过来买几次寄
给老朋友，这份地道的滨州特产，外
地的朋友都爱吃，我也爱吃。”

滨州芝麻酥糖历经近百年的时
间，光芒依旧璀璨。2007年，滨州常
家芝麻酥糖被列为滨州市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

滨州芝麻酥糖，香不腻人，甜不
见糖，酥不顶口，脆不见硬。即使现
在有越来越多的小零食，但滨州芝
麻酥糖的经典味道始终还在，它让
许多滨州人的童年美好且甜蜜，是
独属于滨州家乡的甜，更是滨州人
难以割舍的记忆。

滨州芝麻酥糖：

五代人匠心传承 一块酥糖甜百年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宋静涵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任
斐 通讯员 王学银 刘立强 张磊
报道)为进一步落实生产经营单
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充分发挥
安全防范的重要作用,2月9日,
市城管局公用事业服务中心组
织开展“开工第一课”安全教育
培训活动。

培训活动中,市城管局公
用事业服务中心干部职工集中

收看了三部安全生产警示教育
片,进一步提高了自身的安全
意识,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杜绝
安全隐患。

该中心将坚持教育和动员
全体干部职工增强安全意识,
牢固树立“讲安全、抓安全”的
思想,迅速进入复工复产的工
作状态,严防各类生产安全事
故发生。

市城管局公用事业服务中心：

安全教育“开工第一课”
护航复工复产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宋静涵 通讯员 霍向锋 报道）2月
19日，阳信县一名22岁的青年男
子周先生去世，他的家人向阳信
县红十字会、滨州医学院、山东省
眼库捐献了其眼角膜和遗体。

据周先生的表哥刘先生介
绍，在周先生很小的时候，其父
亲去世，他和母亲相依为命。
2022年，周先生不幸患上癌症，
到2022年底病情恶化，于今年
2 月 19 日凌晨离世。刘先生
说，周先生去世后，家人本想火
化后把骨灰撒入大海，但为了
让他走得更有价值，家人们一
起商量后，联系了阳信县红十

字会，决定捐赠周先生的遗体和
角膜，用这种方式让他的生命走
得更有意义，让生命在爱与奉献
中延续。

山东省遗体（角膜）捐献工
作联络员、滨州医学院王扣福在
现场说，非常感谢（逝者）家属为
医学事业的发展作出的贡献，为
临床教学科研提供了宝贵资源，
他们的精神举动不仅是社会需
要，也是医学科研发展的需要，
同时感染感召周围更多的人奉
献爱心，参与到公益中来。

据了解，周先生的遗体将用
于临床教学，角膜会用于临床教
学或救治需要的人。

让生命换种方式延续

阳信一22岁青年
捐献遗体和角膜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王健 通讯员 李欣欣 报道）“变
化太大了，小区到处都打扫得干
干净净，生活环境有了明显改
善，大家的卫生意识也提高了很
多，我们住得越来越舒心。”提起
小区自创城行动以来发生的变
化，在市水利建筑安装工程处小
区居住了三十多年的张守仁老人
满脸笑容。

近日，记者在市水利建筑安
装工程处小区看到，小区里道路
干净整洁，车辆停放在统一的区
域内，墙面干净整洁，楼道环境
焕然一新。

“通过这几年的创城活动，
我们小区是一步一步越变越好，
从硬件条件，到人们的精神面
貌，都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通
过这几年不断提升改造，彻底实
现了小区面貌焕然一新，生活环
境明显改善，从而也提高了居民

的幸福感、获得感。”滨州市水利
建筑安装工程处副处长盛晓鑫
对记者说，“我们工程处也成立
了创城工作专班，同时结合主题
党日，定期组织党员义务劳动，
在这个过程中为干部职工排忧
解难。”

据了解，滨州市水利建筑安
装工程处小区是集办公、住宅于
一体的老旧小区。借我市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的东风，滨州市水
利工程处在滨州市城乡水务局
创城专班的引领下，成立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领导小组，汇聚创文
明城的强大工作合力，补短板强
弱项、疏堵点攻难点。

近5年来，滨州市水利建筑
安装工程处持续加强小区综合
整治，总投资46万余元。其中，
对小区内进行雨污分流、地面硬
化、楼房外墙保温、安装楼宇单
元门、楼宇对讲系统等改造施
工。增设小区监控系统，达到院
内监控全覆盖、无死角。规划机
动车位、非机动车位共285个，
满足居民日常规范停车需求，同
时在小区院内设置大小宣传栏
200余个，及时更新电子屏播放
内容、更换精神文明宣传栏和宣
传标语，营造了良好的精神文明
氛围。

老旧小区换新颜
升级居民幸福感

我市见义勇为基金会换届大会暨市见义勇为基金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一次
全体会议召开

强化权益保障 影响带动更多人支持参与见义勇为事业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张子
强 通讯员 张新峰 阮琛琛 报道）2月
10日，由市海洋发展和渔业局主办
的“大干2023成就企业家梦想”滨
州海洋发展科技创新沙龙主题活动
正式启动，首期活动以“水产预制菜
的未来发展机遇”为议题，邀请有关
专家学者、部门负责人、涉海涉渔企
业家开展了深入讨论交流。

滨州海洋发展科技创新沙龙活
动主题是“沙龙集聚产学研融合智

慧，科创成就企业家蓝色梦想”，旨
在深入贯彻落实滨州市成就企业家
梦想行动实施大会精神，搭建“政—
研—企”三方联动平台，加快推动海
洋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促进创新链
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助力全市涉海
涉渔企业家在寻梦、逐梦、圆梦中把
企业做大、做强、做久，为谱写中国
式现代化最美滨州篇章贡献新作
为。

首期活动迈出了科企合作推动

滨州水产预制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坚实一步。活动中，与会人员观看、
听取了全国和我市水产预制菜产业
发展情况介绍；各企业积极展示推
介主打水产预制菜并提出自身发展
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受邀专家中
国海洋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副
院长、博士教授牟海津，山东省海洋
科学研究院海洋食品与医药研究所
所长、研究员王颖等针对企业需求，
在关键技术创新、行业标准建立、优

质品牌打造等方面给出中肯的指导
和建议；同时，市海洋发展和渔业
局、科技创新发展研究院、民营企业
发展服务中心等部门有关负责人对
相关支持政策进行了详细解读。现
场还启动了首届“滨州水产预制菜
风云榜评选”活动。

据悉，2023年，滨州海洋发展科
技创新沙龙主题活动将根据全市海
洋和渔业产业发展实际，突出企业
科技需求，适时开展10期系列活动。

滨州海洋发展科技创新沙龙主题活动正式启动
将开展10期系列主题活动，助力全市涉海涉渔企业家把企业做大、做

强、做久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向春 报道）2月14日，“诗意江
南——2022中国油画作品展”复
评结果出炉，我市油画家付志强
作品《渔歌》入选。

据了解，“诗意江南——
2022中国油画作品展”由中国美
术家协会、中共苏州市委宣传部
主办，中国文联美术艺术中心、
苏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
吴中区委宣传部、吴中经济技术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苏州市尹山
湖美术馆承办。

本次展览以“诗意江南”
为主题，面向全国征集优秀的

风景、静物、人物等油画作品，
展览旨在探讨江南文化传统
和当代油画艺术的演进，从地
域性和历史性的角度更好地
阐释江南文化，展示当代中国
美术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并为
苏州打造“江南文化”品牌赋
能。

展览自2022年6月启动以
来，共收到4386件投稿作品，初
评工作于2022年9月21日在北
京举行，共计303件作品入围复
评。此次复评入选100件作品
将于9月9日在尹山湖美术馆展
出。

我市画家付志强作品《渔歌》
入选2022中国油画作品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