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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丁春贵 报道）10月
28日，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介
绍我市“无废城市”建设和相关工作
进展情况，记者在发布会上获悉，
2022年，我市成功入选国家“十四五”
时期“无废城市”建设名单，同年11
月，印发实施了《滨州市“十四五”时
期“无废城市”建设实施方案》，形成
了“1+5+N”工作机制，“1”是由市委、
市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的领导小组；

“5”是成立工业、农业、城市生活、危
险废物、宣传工作专班；“N”是多个责
任单位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
作格局。近两年来，各级各部门敢于
担当，善于作为，措施得力，各项任
务、指标有序推进，各领域建设取得
显著成效。

■ 促进了工业企业绿
色高质量发展

推动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能
力进一步提升，探索出了赤泥、脱硫
石膏等大宗工业固废减量化的无害
化处置路径，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强度
逐步降低。加快构建“市级-省级-国
家级”绿色制造梯次培育体系，推动
了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因地制宜
开展“无废采油厂”等“无废细胞”建
设，通过深化清洁生产、建立油泥砂

“日产日清”机制、推进绿色采购等措
施，实现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今年
以来，全市共培育省级以上绿色制造
单位74家，其中，市级绿色工厂30
家，省级绿色工厂17家、省级绿色工

业园区2家。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
强度较2020年降低了20%。通过清
洁生产审核评估工业企业占比达到
了100%。

■ 推动了农业领域绿
色循环发展

大力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水肥一
体化、增施有机肥等技术，测土配方
施肥覆盖率达到90%以上。强化病
虫害监测和预报预警，实施绿色防控
和统防统治，新增统防统治面积559
万亩。建成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样
板基地5家，加快“粪污”变“粪肥”。
开展标准化养殖小区建设，引导农户

“退村进区”，实现了“六统一”标准化
养殖模式。新建秸秆和农膜回收点
31个，初步构建起以“项目化管理、
市场化收集、资源化利用”为主要模
式的作物秸秆和废弃农膜回收利用
体系，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5％以上，
农膜回收率达到91％以上。启动全省
首个农业领域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
填补了全省农业碳汇交易的空白。

■ 改善了绿色化低碳
化的生活方式

持续深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生
活垃圾回收利用率比2020年增长近
30%。邹平市、阳信县和无棣县共投
资近4600万元，新建大型中转站3
座、提升改造中转站21座、更换压缩
中转设备24套等。邹平市在沿黄乡
镇开展“撤桶并点+上门收集”投放模
式，打造生活垃圾分类示范乡镇，城
市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覆盖率达
到95%，资源化利用率达80%，无害
化处理率 100%。建成日处理能力
200吨市级厨余垃圾处置项目，缓解
了厨余垃圾末端处置能力不足。建

成山东惠达瑞和生态环保有限公司
年处理150万吨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
项目，填补了滨州市建筑垃圾再利用
行业空白，推动了建筑垃圾资源化利
用率比2020年提高20％以上。截至
9月底，新增绿色建筑454万平方米，
绿色建筑标准执行率达100%，装配
式建筑占新建建筑的比例达到
49.2%，快递绿色包装使用率达到
90%。

■ 增强了危险废物的
风险防范能力

强化部门协作，持续深入开展
“清废行动”、危险废物拉网式起底式
排查、废弃危险化学品等专项整治行
动，持续保持对涉危险废物环境违法
行为高压态势。全面提升危险废物
规范化环境管理水平，评估达标率达
到95%以上，综合名次位列全省第三
位。工业危险废物产生强度较2020
年降低6.8%，危险废物综合利用率较
2020年提高22%。医疗废物安全处
置率达到100%，医疗废物收集处置
体系覆盖率达到100%。滨州蓝润环
境资源有限公司60万吨/年工业废盐
资源化利用项目获批国家区域性特
殊危险废物集中处置中心。

■ 逐步开展了“无废文
化”培育

将群众获得感作为“无废城市”
建设指标体系中一级指标，把落实

“无废城市”建设要求融入市民日
常，发布了制止餐饮浪费倡议，推行
消费者“光盘行动”优惠奖励机制，
积极推广外卖送餐箱张贴制止餐饮
浪费宣传画、“外卖平台”标注“适量
点餐”消费提醒、销售“小份菜”“半
份菜”“网络点餐明示食品重量”等

做法，倡导使用可降解打包、外卖餐
盒餐具等，动员和组织群众积极参
与“无废城市”建设，共建共享建设
成果。积极开展了“无废工厂”“无
废园区”等“无废细胞”建设，宣传绿
色环保理念。

下一步，我市以“无废细胞”建设
为抓手，全领域、全方位、全过程推进

“无废城市”建设提质增效。继续锚
定创建目标，充分发挥五大专班牵
头引领作用，进一步建立健全上下
协同、高效运行的建设工作机制；强
化上下左右“一盘棋”意识，推动“无
废城市”建设形成“高位推动、上下
联动、部门协作、齐抓共管”的工作
格局。根据《滨州市“无废细胞”建
设指南》，发挥省级“无废细胞”建设
示范引领作用，将绿色发展方式和
生活方式融入社会的细小单元。以
赤泥、亚硫酸镁、钛石膏等大宗工
业固废为重点，积极探索可大规
模实施的利用处置技术研发。逐步
提升工业固体废物利用处置率。推
进“无废城市”项目库项目建设，加大
支持政策配套及落实力度，引导工业
固体废弃物优先循环利用。支持涉
农企业参与农业废弃物回收利用，
集中培育一批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
合作组织,大力创建畜禽粪污利用、
农药化肥减量增效示范点建设，提
升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整体发
展水平。打造多方位宣传矩阵，全
面反映滨州推进“无废城市”建设的
创新探索；深入开展“在知爱建”主
题实践活动，推动“无废城市”理念
在基层入脑入心、落地生根；精心策
划好新闻发布、专题报道、公益宣
传，引领社会方方面面主动践行绿
色低碳生活方式，推动“无废城市”
建设工作向纵深进展。

我市“无废城市”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市城管局开展市本级园林绿化养护
观摩活动

建立健全长效管理体制机制
持续提升园林绿化养护质量

本 报 讯（记 者 任 斐 通 讯 员 
王 学银 刘涛 张磊 报道）10 月 24
日，市城管局组织开展市本级园林
绿化养护观摩活动，进一步检验市
本级园林绿化养护管理成效，以

“查问题、找差距、立整改、促提升”
为目标，全面提升市本级园林绿化
管养水平。

在现场观摩中，参加活动的人
员先后对 8 个片区 16 处养护点位
园林绿化养护情况进行了实地观
摩，听取了各观摩点位养护工作
开展情况的汇报，并现场进行了
点 评 。 在 随 后 召 开 的 集 中 会 议
中，8 家园林绿化养护企业负责
人分别就工作开展情况、存在问
题 及 下 一 步 打 算 进 行 了 专 题 汇

报。会议指出，要强化指导服务，
加强日常巡查，以“点上问题面上
整改”为原则，举一反三、系统梳
理、全面整改，建立健全长效管理
体制机制，持续提升园林绿化养
护质量。各养护企业和相关责任
科室要切实增强做好园林养护工
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牢固树立
精品意识，进一步拓宽思路、把准
方向、精准施策，推动城市园林绿
化行业高质量发展。市城管局将
突出抓好“标准化、规范化、制度
化、机制化、精致化、园艺化”六项
工作，充分发挥考核杠杆作用，强
化日常监管力度，落实精细管理
要求，持续助推园林绿化养护水
平进一步提升。

沾化区多项医保服务
实现“秒办理、免申办”

本报阳信讯（通讯员 翟成新 
李洋 报道）10 月 25 日晚，第十三
届山东文化艺术节圆满闭幕，阳
信县非遗中心和阳信县文化馆新
创作排演的东路梆子小戏《除夕
夜》，被 评 为 山 东 省 群 众 艺 术 优
秀作品。

东路梆 子 ，是 山 东 较 为 古 老
的戏曲剧种之一，已有 300 年的
历史。阳信县非遗中心为保护东
路 梆 子 这 一 濒 临 灭 绝 的 地 方 剧
种，于 2014 年开始对东路梆子展
开挖掘保护工作。2016 年，东路
梆子获批山东省第四批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

该剧以军号手“小不点”为主
要人物，讲述了除夕夜八路军被
鬼子包围，“小不点”为了保护乡

亲和解救战友，大义凛然、引狼扑
身，关键时刻吹响了冲锋号并壮
烈牺牲的感人故事。当地老百姓
为纪念“小不点”和牺牲的八路军
战士，每到除夕这一天，自发到烈
士墓前敬献上一碗过年的饺子。

据悉，山东 省 群 众 优 秀 新 创
文 艺 作 品 汇 演 的 作 品 共 计 85
件 ，获 评 为 山 东 省 群 众 艺 术 优
秀作品共计 21 件。此次汇演是
山 东 省 规 模 最 大 的 综 合 性 文 化
艺 术 盛 会 之 一 ，旨 在 展 示 全 省
群 众 文 艺 创 作 的 优 秀 成 果 ，推
动山东文化繁荣发展。阳信县在
汇演中的精彩表现，不仅展示了
我市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也为文
艺工作者提供了宝贵的交流和学
习平台。

东路梆子小戏《除夕夜》
获山东省群众艺术优秀作品奖

                          书书  架架  州州滨
《柽柳赋》：

扎根无棣的一棵“文化红荆树”
本报记者 刘清春 通讯员 李晓旭 高士东

本书简介：《柽柳赋》是于长銮前半生文学作品、文化研究的总结，也是无棣县的一份珍贵史料。《柽柳赋》由无棣
籍著名画家李山题写书名，杨宝珩作序，商玉明作跋，张令萍、门福通撰写了专题文章，胥桂芬校勘，李耕田策划。

作者简介：于长銮，无棣县信阳乡于家村人，1937 年生。于长銮曾任无棣县政协常委、文史办公室主任、无
棣县诗词学会会长。现任“张镈纪念馆”“李山美术馆”名誉馆长和海丰塔书画院副院长兼秘书长等，为中华诗
词学会会员、中国作协山东分会会员、齐鲁书画协会会员、省先进文史工作者。作品传略入选《世界书画铭录》

《中国世纪专家》等。出版文学专著《棠棣赋》《柽柳赋》《黄金海岸》等。

在无棣县城，于长銮先生的住所
看似普通，却别有风景：门前一棵天
生 的 红 荆 长 成 树 ，因 而 斋 号“ 柽 柳
轩”。

于长銮写道，“红荆，俗名荆条，
别号柽柳，野生灌木，多见于盐碱荒
洼，成树者极少。我门前有一棵红
荆，多年成树，为小城一隅之独特景
观，赋诗以记之，‘红荆门边生，疑是
风吹来。凡木不择土，偏来依穷宅。
墙根不忌狭，檐下不嫌矮。雨水自浇
灌，薰风任剪裁。十年长成树，百媚
花常开。日夜守轩门，寒暑志不怠。
爱切不避谗，亲诚不讳猜。情笃实堪
夸，资我好情怀。’”

碣石巍然，汉垒盘旋，唐枣吟风，
古塔冲霄……细读《柽柳赋》，你会觉
得，于长銮老人就像这柽柳，扎根曾
经长久盐碱的无垠荒洼，不惧风霜、
自在自得地成长，为家乡添了一个标
识、一处风景、一番味道……

周恩来总理和两个无
棣人的两杯酒故事

《柽柳赋》一书有人物春秋、乡土
人文、名山碣石、李山书画、艺苑漫
步、刻石碑铭、文学履痕、书首卷尾、
尺牍摘抄、附录等版块。

1987 年，于长銮成为全省文史系
统第一个获得编辑职称的专业干部。
1991 年，于长銮应邀参加华东文史工
作会议。于长銮的文史编辑功底在
本书中展露无遗。譬如，书中“人物
春秋”版块，聚焦无棣籍在外杰出人

物，文章主角有建筑大师张镈、京剧
名宿李洪春、抗日名将冯安邦、秘密
交通员牛保正，他们见证了诸多历史
风云，文中很多珍贵细节让读者身临
其境。不止滨州、无棣人爱读此书，
很多文史爱好者都将《柽柳赋》视为
珍贵文献。

其中，书中《周恩来和两个无棣
人》一文曾登在《联合报》文史版首，
讲的是周恩来总理笑谈天津往事让
李洪春罚酒一杯，在人民大会堂落成
后，周恩来总理向张镈敬酒一杯的故
事。原来，李洪春与周恩来同年，周
恩来还在南开读书时，李洪春已名震
京津。当年，周恩来为了看李洪春的
戏翻墙出校，被老师罚站一小时。新
中国成立后二人再相见，周恩来回忆
起这段故事，还让李洪春罚酒一杯。
那是李洪春一辈子唯一一次喝酒，一
饮而尽，酣畅淋漓。在人民大会堂落
成后的庆功宴上，周恩来总理向设计
者张镈敬酒，并称：“我很满意，我给
你的建筑打五分！”

书中长篇专访资料《九旬泰斗话
梨园》曾被收入《山东文史集萃》，该
文详细记录了李洪春走进中南海为国
家领导人演出的回忆，更记载了他与
梅兰芳、马连良、林树森、周信芳、杨小
楼登梨园名角的故事，非常珍贵。

在本书“人物春秋”版块，写张镈
大师的文章多达6 篇。于长銮是第一
个联系到张镈的无棣人，张镈生前写
给于长銮的信函有近 30 件。从张镈
重新设计海丰塔到返乡考察，从《张
镈回忆录》的撰写到落叶归根，再到
无棣开放张镈纪念馆，数十年间，张
镈晚年对无棣家乡情深款款，于长銮

全程见证、参与策划，助力良多。

作者堪称无棣文史“活
字典”，提议为碣石山复名，带
动更多人投身无棣文史研究

在本书“乡土人文”版块，作者对
无棣文史做了深刻梳理，引经据典，
每句话皆有出处，可读性很强，对挖
掘无棣文史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

如对姑溪居士李之仪的介绍、对
无棣“大宅门”海丰张氏、海丰吴氏情
况的梳理，都是娓娓道来。《无棣京官
考略》《无棣籍知县知多少》《无棣进
士名录》《无棣人列外籍‘名宦祠’名
录》《无棣历代州府仕籍录》《吴式芬
年谱辑录稿》等文章都是查阅了大量
资料后精心梳理，宛如一本可供参考
的“字典”。

“为碣石山复名，是我一生值得
一提的事。”于长銮说。在本书“名山
碣石”版块，有 7 篇文章，正本清源话
碣石，提出鲜明观点：“名山在无棣，
马谷即碣石”。于长銮说，无棣碣石
山，小则小矣，价值却大。它是我国
最年轻的火山，也是华北平原地区唯
一 露 头 的 火 山 ，被 誉 为“ 京 南 第 一
山”。于长銮与郭云鹰、徐景江等人多
年考证确认：不仅曹操登临此处，为秦
始皇寻找仙人的徐福也曾经到过此
处。至今，于长銮撰、付殿文书的《碣
石复名记》，立在碣石山北坡半山腰。

本书还收录了于长銮所撰写其
他碑文多篇，如《唐枣碑铭》《无棣县
重修海丰塔记》《渤海黑牛赋》《凤凰
台》《永乐园赋》等。

数十年来，于长銮大力挖掘、搜

集、整理、研究、编辑“无棣文史资
料”，编辑成果达百万字。他在业余
时间编印了文艺丛书《枣乡情》《海丰
塔风情》《黄金海岸》《无棣人文》等。
还以深厚的人文功底和独特的人格
魅力，鼓励着更多中年人、青年人投身
当地的文化研究、创造。在他家，常有
无棣青年不告而临求教于老：“老师你
讲啥我都爱听，我来就是为了听你说
话。家里以后有啥零碎活，尽管留给
我。”

作者是诗人、评论家和
剧作家，本书有诗歌、剧本、
评论、散文、报告文学等多
种文体

“杂家”，是老朋友对于长銮的认
知。诚然，于长銮博学多闻，富有创
造力、鉴赏力，其工作横跨多个学科、
领域。除了学者，他还是一名诗人、
评论家、剧作家。

于长銮出版有诗集《棠棣赋》《婆
枣树》等，还有著有报告文学合集《黄
金海岸》。

1964 年，于长銮在省《群体演唱》
发表了歌剧《买马》；20 世纪 70 年代，
他的戏曲剧作《枣花蜜》《相亲》《卖
驴》多次得奖。其作品带着浓厚的时
代气息、泥土味道。

于长銮的美术评论荡人心弦，读
其文章如观赏山水、花鸟，是一种美
的享受。1977 年开始，他与旅美画家
李山的交往，堪称当地美谈。单是评
论李山的画作，于长銮就写了10余篇
评论。无棣李山纪念馆的成立，正是
起于于长銮的沟通、策划。

本报讯（记者 葛肇敏 通讯员 
张利 报道）今年以来，沾化区医疗
保障局以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
为出发点，秉承“让数据多跑腿，
群众少跑路”的工作理念，重塑业

务流程，全力推动“医保一件事”
改革，多项医保服务实现了“网上
办、掌上办、电话办、免申办”，群
众医疗保障获得感和幸福感明显
提升。

在线秒办在线秒办，，异异地就医备案服务地就医备案服务““零等待零等待””
今年 8 月初，李先生到北京探

亲，期间突发疾病需要住院治疗。
担心异地就医费用报销问题的他，
立即拨打了沾化区医保服务热线
7057598咨询。

工作人员告知李先生，异地就
医备案如今已实现“在线秒办”。李
先生只需通过手机在“滨州医保”微
信小程序或者国家医保服务 App

上提交相关信息，就能快速完成备
案，异地就医时可以直接结算。

按照工作人员的指导，李先生
很快完成了备案手续，顺利进行了
治疗和结算。“没想到这么便捷，几
分钟就解决了我的难题。”李先生
感慨道。目前，已有众多像李先生
这样的参保人员，通过“在线秒办”
享受到了异地就医的便利。

一站集成一站集成，，新生儿一件事新生儿一件事““即时办即时办””
近日，市民王女士在医院“新

生儿出生一件事”窗口办理好了新
生儿参保，成为该项改革的受益
者。王女士回忆道：“头胎出生时，
为了给孩子办理各种手续，跑了好
多部门，耗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
现在真是太方便了。”

目前，沾化区两家二级以上公立
定点医疗机构均已开通“新生儿出生
即时参保”服务，新生儿家长凭借出生

医学证明即可办理参保登记业务，完
成缴费后即可在院端无卡结算。

市第二人民医院医保办负责
人介绍：“新生儿参保越便捷，越能
及时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帮助。
前段时间，有个新生儿因早产住
院，家长还没来得及办理参保手
续，我们的工作人员主动协助办
理，孩子出院时顺利享受了医保报
销，减轻了家庭负担。”

生育津生育津贴免申即享贴免申即享，，实现从实现从““人找待遇人找待遇””到到““待遇找人待遇找人””
参保女职工在二级以上定点

医疗机构分娩的，由定点医疗机构医
保工作站主动服务，将参保人出院记
录或诊断证明、生育保险待遇申请
承诺书上传至医保系统，医保经办
机构审核核定生育津贴待遇后，直
接发放到参保人社保卡金融账户。

在市第二人民医院分娩二胎
的王女士说：“头胎出生时，申请生
育津贴还得到医保大厅办理手续。
现在出院后几天就到账，满满的幸
福感”。

“几年前，沾化区生育津贴实
现了掌上办理，群众登陆‘滨州医
保’小程序即可办理。今年我们通
过升级定点医疗机构信息系统，把
生育津贴申领前置到定点医疗机
构，实现了从‘人找待遇’到‘待遇
找人’的转变，符合条件的职工生
育津贴免申即享、无感办理。”沾化
区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耿亮
介绍。截至目前，沾化区通过“免
申即享”模式发放生育津贴和产前
检查费34人次，共计63.42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