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秋十月，博兴县庞家镇依托
中国农业科学院试种的百余亩优质
葡萄陆续成熟，农民忙着采摘、分
拣、装箱，供应市场需求。

近年来，博兴县充分发挥沿黄
资源优势，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通过推广“一村一品”和适度规模经
营，大力培育种植瑞都科美、阳光玫
瑰、妮娜皇后等葡萄品种，积极探索
现代农业助推共同富裕新路径。

（通讯员 尹悦 摄影）

金秋时节金秋时节  葡萄飘香葡萄飘香

本报滨州讯（通讯员 周志浩 
时银川 刘云鹏 李文娟 报道）近日，
滨州贝壳堤岛与湿地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再次迎来了国家一级保护
野生动物——卷羽鹈鹕的身影，这
是继 2022 年滨州首次影像记录后
的第三次记录。卷羽鹈鹕在我国
的保护级别为一级，被世界自然保
护联盟列为易危物种，在全球范围
内不足两万只，其中东亚种群 160
只左右。本次监测记录为15只，是
滨州地区最大一次卷羽鹈鹕数量
记录，约占东亚种群数十分之一。

卷羽鹈鹕（英文名：Dalma‐
tian Pelican，学 名 ：Pelecanus 
crispus），是鹈形目鹈鹕科鹈鹕属
的鸟类。生活在欧洲东南部至中
国沼泽及浅水湖区域。其最显著
的特征是羽毛凌乱的外观，尤其是
卷曲的羽冠。具有庞大的体型，是

世界上最大的淡水鸟之一。卷羽
鹈鹕体长可达 160 厘米至 183 厘
米，体重 7.25 公斤至 15 公斤，翼展
245厘米至351厘米。

卷羽鹈鹕栖息于河流、湖泊、
三角洲和河口地带，倾向于群居，
喜欢游泳但不会潜水，也善于陆地
行走。它们的迁徙模式多样，从短
距离迁移到季节性移动，主要依赖
于食物资源和气候条件。在冬季，
它们会在欧洲的无冰湖泊或印度
的季节性湖泊中过冬，也会在受保
护的海岸沿岸寻找食物。

此鸟虽然并非首次在滨州贝壳
堤岛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
现，但它们的再次到来依然让保护
区和滨州市野生动物调查团队的工
作人员激动不已，卷羽鹈鹕的再次
现身无疑是对该地区生态环境改善
的最好证明。

卷羽鹈鹕再现滨州

滨州市沾化区泊头镇官庄村东，
一座镌刻着“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八
个大字的纪念碑巍然耸立在烈士墓
园门口，墓地里草色青青，一只轻盈
的小雀听见了渐进的脚步声，展翅飞
起，徐徐地穿过云杉，冲向天际。

“有娘在，灯亮着。娘啊，儿给您
亮上这盏灯。”烈士遗孤陈杰拿出三
盏莲花小灯，打开开关，摆放在乳娘
李臣的墓前。他刚开口就已泣不成
声，“娘啊，儿子早该来看您了……”
额头重重磕在墓前的土地上。同行
的儿女起身，想将父亲拉起。陈杰却
执意不起，“让我多守守我娘吧。”他
擦去眼角的泪水，娓娓道来烈士李臣
的故事……

一
一簇灯火微弱，像一朵小花开在

新长的枝丫。

1904 年，河北省盐山县一户贫苦
的农民家庭降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婴，
10 岁时父亲为她取了个“大名”叫李
臣。成年后她嫁给了邻村一个靠烧
窑谋生的结实小伙儿。日本侵略军
侵占盐山以后，到处烧杀抢掠，地方
匪盗横行，民不聊生。为修房盖屋制
砖的烧窑业纷纷破产，李臣的丈夫失
业。1938 年家乡沦陷，生活更加艰
难，李臣夫妇生有 7 个孩子，少地无
房，怎能维持生活呢？无奈，夫妻商
量着留下 3 个大点的孩子，带着 4 个
儿女外出逃荒要饭。1943 年，一家人
流落到沾化县南部的官庄村。这里
虽然荒凉，但地广人稀，野菜、荒草遍
地。勤苦的穷人靠吃糠咽莱、开荒种
地还可以勉强维持生活，她家便在这
里定居下来。

当时官庄村属沾利滨三边区，也
是八路军抗日游击区。县妇救会会

长陈震、区妇救会会长赵光等在官庄
一带开展革命工作，常住在李臣家
中。李臣听她们讲八路军的政策，也
听她们说起革命的故事，讲到战士牺
牲时李臣总忍不住抹眼泪，她恨透了
敌人，对八路军愈加信任。

“党是明灯，跟着党就有光。”随
着李臣政治觉悟的迅速提高，她被推
荐担任官庄村妇救会会长。此后她
日夜奔忙，走村串户宣传抗日救国，
动员群众支援抗战。而李臣也已经
是 40 岁的人了，家境贫困，又有一大
帮孩子牵累，外出工作是很困难的。
但她为了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舍家
抛业，她常和孩子们说：“娘有更重要
的事要做。现在的苦是为了明天的
甜，等抗战胜利了，咱们就都有好日子
了。”繁重的家务，贫困的生活，没有压
垮李臣，她省吃俭用省下粮食，冒着生
命危险给战士们送饭送水，冒死帮助
抗日工作人员。为了掩护党的工作干
部，李臣在村外荒草野地里挖了几个
地窖，上面覆盖着蒿草做伪装。遇到
日本鬼子扫荡或其他危险情况，她就
把同志们藏在地窖里。自己和孩子轮
流在外边“站岗”，警戒，为战士们送水

送饭，从未暴露过目标。同时，李臣向
妇女们宣传革命道理，动员她们入会，
建立了村妇救会组织。

“我已以身许国，不能因为心疼
自己的孩子就停下脚步，耽误了抗日
救国的大业。”县妇救会会长陈震把
小儿子托付给李臣。李臣抱着与自
己小女儿同龄的陈杰，腾出一只手捻
亮了油灯芯，轻轻说着，“有娘在，灯
亮着。孩子，娘只要有一口吃的，就
不会让你饿着。”抗日工作危难重重，
形势不断恶化，陈震冲锋在战火中，
李臣照顾受伤战士，抚育英雄后人。
但是俩小孩一般大，都需吃奶，饥饿
的年代李臣自己都吃不饱，奶水更是
有限。手心手背都是肉，李臣心如刀
绞。但擦干眼泪，她抱起了陈震的孩
子，先给陈杰喂奶，只能看着自己的
小女儿在一旁饿得哇哇直哭。李臣
看着女儿喃喃自语：“孩子，你让让弟
弟吧，她的娘去抗日了，没娘管的娃
娃最可怜。等以后胜利了，娘给你做
好吃的，让娘的娃娃再也不挨饿了。”

后来陈杰咿呀学语，第一声喊的
“娘”，这声“娘”是对着李臣叫的。

（未完待续）

有娘在，灯亮着
赵连珍

本报讯（记者  李建亮  李林 
通讯员  王振飞 杜学文 报道）市行
政审批服务局按照“高效办成一件
事”的部署要求，运用“依法有法
办，有法依法办”工作理念，首创全
国工程建设项目“十证联发”，满足
了企业快上项目、快建设、快投产
的诉求，为企业抢占市场先机提供
了政策保障。

山东滨农科技有限公司作为
我市农化行业龙头企业，因扩大生
产规模，计划投资 8.6 亿元，建设集
研发、生产于一体的绿色农药制剂
及特肥项目，但公司在办理相关手
续时，发现大部分审批手续都需拿
地后再办理，影响了开工进程。“延
续原来的程序去办理，我们这个项
目的建设可能会延后一年多，一年
以后，可能这个市场会发生巨大的
变化，现在需要的产品可能市场也
不需要了。”山东滨农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长黄延昌告诉记者。

如何压减从项目拿地到工程
竣工全流程的时间，企业提出了更
高的改革诉求。有的企业希望项

目早投产、早收益，不少企业还提
出将要素保障纳入工程建设项目
审批制度改革工作范畴中。为满
足企业提出的诉求，市行政审批服
务局运用“依法有法办，有法依法
办”工作理念，和相关部门进行了
沟通，将工程建设审批手续纳入用
地手续办理环节。根据国家相关
规定，将用地预审意见作为使用土
地证明文件办理工程规划许可证，
推广到其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事
项，并会同市自然资源规划局、住
建局等 10 部门联合印发《滨州市工
程建设项目“十证联发”实施办法》，
将工程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环评等
26 个事项纳入到用地办理环节，我
市也是全国第一个将土地、能耗、污
染物和水资源4大要素保障纳入工
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城市。

据了解，“十证联发”办法实施
以来，全市共接到 40 个项目的“十
证联发”申请，为企业节省手续办
理时间 4000 余天，项目投产后预
计每年可产生经济效益40余亿元，
解决就业3000余人。

我市实施工程建设项目
“十证联发”

满足了企业快上项目、快建设、快投产的
诉求，为企业抢占市场先机提供了政策保障

本报讯（记者 宋静涵 见习记
者 刘凯铭 报道) 滨州中院持续擦
亮“滨周到、诉办好”司法服务品
牌，以优质的司法服务护航“品质
滨州”建设。

市委提出要大力支持滨州企
业积极“走出去”，勇闯海内外市
场。滨州中院组织开展了助力“滨
企创世界”司法服务保障活动，就
涉外贸易法律事务问题召开专题
调研座谈会，听取30余家企业在进
出口贸易、对外投资、跨境电商平
台等方面遇到的法律问题，就企业
签订国际贸易合同的要点、跨境纠
纷解决的途径、规范境外劳动用工
等向商务局、贸促会、发改委等部
门提出合规建议，为滨州高水平对
外开放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与此同时，中院鼓励基层法院
结合自身情况，出台服务党委政府
中心工作的司法服务措施。阳信

县法院出台了《服务和保障肉牛产
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在牛智
谷产业园和牛羊肉买卖集散地设
立“法官服务站”，法院与肉牛产业
协会及少数民族宗族长老协作配
合，组建“上门调解工作队”，为企
业和农户节省维权时间成本。滨
城区法院成立了全市首家金融纠
纷多元化解中心，按照“调立审执
破”五位一体工作模式和“府院企
协”四方联动工作机制，为金融纠
纷化解提供集约、高效的“一站式”
司法服务。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院联合滨州市知识产权战略实
施工作领导小组15家成员单位、滨
州市司法局、工商联及滨州职业学
院等部门单位成立了全市知识产权
协同中心，推动实现前端源头预防、
中端多元调解、末端实质解纷、外端
产学研融合的知识产权保护联合机
制，为创新和创造保驾护航。

滨州中院持续擦亮
“滨周到、诉办好”司法服务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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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炊烟》：

散文里的滨州泥土香
本报记者 宋敏敏 通讯员 李晓旭 高士东

在滨州，有一位乡土散文作家，
他叫苏银东，他用生动的语言记录了
记忆深处的家乡“泥土香”。苏银东
共写了三本关于家乡的散文作品，曾
戏谑地自封“炊烟三部曲”，分别是

《又见炊烟》《梦里炊烟》《炊烟依依》。
今天为大家介绍第一部《又见炊烟》。

玩泥巴、捉蚂蚱、打“坷
垃仗”……那些记忆中的童
心童趣

乡土散文还是质朴自然些靠谱，
朴朴实实地为读者提供一幅幅乡村
风景画、风俗画，真真切切地表达出
对父老乡亲的感情，这样的作品才
是读者喜爱的作品。

从这个角度看，苏银东的散文集
《又见炊烟》就值得称道了。这部散
文集写的全是作者故乡鲁北平原上
一个小村庄里发生的故事，作者回忆
自己童年、少年时代难忘的经历，为
父亲、爷爷、五傻儿、狗剩儿……众多
庄稼人塑像，呈现出乡村生活原汁原
味的色调，散发着泥土的香味儿。

这些散文能够叫人读来如食香
喷喷的烤红薯。作者在一篇文章里
写到，故乡是他梦牵魂绕的地方，“曾
经的岁月影像，一幕幕清晰可见，往

事一枝一叶，像茂盛的青藤，每每缠
绕着我。”散文写作，情思从心里往外
流，不吐不快，苏银东的笔触是有生
命的、温暖的，读来感到亲切、美好。

玩泥巴、捉蚂蚱、捕蝉、打“坷垃
仗”……每一篇都充满童心童趣，与
小伙伴们游玩的细节、与家人的互
动、童年场景的再现等等，都让人沉
醉其中，不由得想起自己童年的点
滴，并会心一笑。

家乡田埂上烤穗青、看
场院、拾柴火……那些动人
的场景无不带着泥土香

那条街、那条巷，弯弯的小河、密
密的枣林、吱吱呀呀的老水车、喘着
粗气的牲口，听大鼓书的夜晚，以及

“哈哈腔”、夯歌、十五的“灯”、二月二
的“囤”，在家乡田埂上烤穗青、看场
院、拾柴火……这些动人的场景，无
不装在作者胸中。

在散文《烤穗青麦尝尝鲜》中，苏
银东写烤穗青却不只是描写烤穗青，
他为读者呈现了宋家庄大集的热闹
景象，“街巷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叫
卖声此起彼伏，庄户汉字、婆娘们在
正午的阳光下，摩肩接踵拥着挤着。”
短短几句就将那个年代农村集市的

热闹劲儿情景再现了。
写烤穗青，更写出了“娘”对孩

子们朴实的爱——“娘忙三迭四喂
上那头哼哼直叫的大黑花猪，安顿
好那些振翅欢唱的鸡鸭鹅们，就开
始为我们烤青麦”“她蹲在灶火旮旯
里，燃上柴火，将青麦穗架火上翻来
覆去地烤”“娘扯过大襟袄擦一把额
头上的汗，汗把娘的袄湿透了一大
片”……在清苦贫穷的年代，为孩子
们 烤 上 一 把 青 麦 ，是 最 质 朴 的 爱 。
苏银东将情景描绘得具体细致，富
有情感，这何尝不是母子之情的双
向奔赴！

苏银东较长时间生活在农村，从
小喜欢写作练就了敏锐的观察力、感
受力。生动的细节布满了他散文的
艺术天空，这些带着泥土香味儿的细
节，或者使所写人物的个性更加突
出，或者使所记事物的内涵更加丰
富，大大增添了作品的阅读魅力。

换娃娃、纺线、咸菜缸、做
鞋……那些生动的村野物语

文学创作要求作家有深厚的生
活积累，不能依赖虚构。更需要作家
具备一只生活素材的“百宝箱”，苏银
东散文创作的成功佐证了这一点。

《换娃娃的》一文不仅生动地勾
勒了换娃娃的老头儿形象，还将那个
引得孩子们为之着迷的“换娃娃的铁
笼子”描绘得细致周到，有孩子们喜
爱的糖豆、糖稀、糖板子、欢喜团儿，
也有家中常用的筷子、碗碟、针头线
脑、妹妹扎辫子的红头绳、娘扎头用
的并针儿，还有娘最爱换的花瓷碗
……

不管是换娃娃还是纺线、咸菜
缸，这些时代的产物离我们现代生活
越来越远，但是细细读来，依然倍感
亲切，是淡淡的乡愁，也是浓浓的乡
情。

苏银东散文的语言通俗易懂，没
有多少华丽的辞藻，乍看直白平实，
功夫非常过硬。其实，乡土散文应
当尽量回避文绉绉的书面语，多采
用经过提炼的口语，适当选用方言
俗语。因为这种鲜活、生动的语言，
既带着泥土的香味儿，又更具艺术
表现力。

读《又见炊烟》一书，会看出苏银
东在语言方面的艺术追求。他还善
于将传唱的歌谣吸收入文，这些似乎
有点粗鄙却凝聚着乡村智慧、又情趣
盎然的民间小调，也着实为散文增添
了不少亮点。

本书简介：作者以儿时的所见所感为素材，笔触细腻、情感真切地再现了 20 世纪 70 年代偏远、贫穷的农
村生活，展示了质朴沧桑鲁北平原的田园风光和风俗人情。《又见欢烟》是鲁北乡村生活的真实记录，是作者
童年经历的深情回味，是对故土、乡情、家园的无限赞美，更是作者永恒的记忆、质朴的情愫、温馨的回忆。

作者简介：苏银东，现供职于无棣县人民武装部，省作协会员、省作协第 30 届作家高研班学员、市作协会
员、无棣县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在《中国民兵》《解放军生活》《大众日报》等发表新闻作品 1000 余篇，其中

《贺龙与“民兵三姐妹”》《诗人将军戈壁写春秋》等作品被人民网、凤凰网等转载。参编《无棣县志（1990-
2007）》《无棣文史》等，主编《无棣县军事志(1986-2005）》。作品多次在全国、全省、全市获奖，文学作品散见
于《中华文学选刊》《诗选刊》《前卫文学》《齐鲁晚报》《渤海》等。

我市开展古树名木保护
科普宣传周活动

本报滨州讯（通讯员 苏小翠 
夏影 报道）近日，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联合省地矿局第二水文队滨
州分院在齐鲁公园开展以“保护古
树名木 全民共建共享”为主题的古
树名木保护科普宣传周活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
宣传条幅、发放宣传材料等形式向
广大市民宣传介绍古树名木保护
的重大意义，讲解古树名木科普知
识及保护办法，及时回应人民群众
关于古树名木的热点问题，通过普
及古树名木相关知识，增强社会公
众保护古树名木的意识和热情。

古树名木是自然界和前人留
下来的珍贵遗产，是森林资源中的
瑰 宝 ，是 有 生 命 的 绿 色“ 文 物 ”。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高度重视古
树名木保护管理工作，邀请相关
技术团队，已对我市邹平辖区的
一级古树名木进行了一次全方位
的“健康体检”，实地监测古树的
健康状况，为下一步制订古树复
壮方案提供依据；将在《滨州市二
级保护古树名录》中选取长势不
良、立地条件差的古树，按照“一
树一策、精准保护”的原则，组织实
施复壮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