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市新增3家城市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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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囊妙计——
我的公积金】第88期

问：在微信公众号上查询到
我的账户“封存”了，“封存”是什
么意思，出问题了吗？

答：按照《住房公积金归集
业务标准》(GB/T 51271-2017)
的“官方”定义，“封存”是因职
工 与 单 位 中 断 工 资 关 系 等 原
因，职工个人账户变更为暂停
缴存状态。也就是说这是单位
离职或者退休后的正常业务，
您与公积金经办人了解一下相
关情况即可。

本报滨州讯（通讯员 张长增 
报道）近日，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组织局机关和市粮油批发市场的
退休老干部到渤海革命老区纪念
馆进行参观学习。

老同志们在纪念馆边听讲、边
参观、边学习，一致认为这是一次

生动精彩的党课教育，又是一次丰
富多彩的爱国主义教育。

老同志们纷纷表示，将以参观学
习活动为新的契机和动力，进一步提
高思想政治素质，加强自身道德修
养，为扎实推动全市粮食和物资储
备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银发力量。

传承红色精神 凝聚奋进力量

今年以来，中海沥青股份有限
公司设备管理部积极响应志愿服
务号召，深耕基层，心系群众，投身
于各类志愿服务活动中，将关爱融

入日常，将服务做到实处。图为公
司员工深入社区前沿，为有需求的
居民提供免费维修家电公益服务。

（通讯员 梁侃侃 吕建建 摄影）

志愿同行  服务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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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的太阳冒出头，像一朵绽开
的大红花。

1944 年 7 月，沾化南部解放了。
李臣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积极投身
工作，和其他村干部一起发动官庄农
民开展减租减息、反奸诉苦运动；带
领妇女们斗地主、恶霸；组织妇救会
做军鞋，帮助抗日军人家属生产，开
荒种地搞生产。1945 年，李臣加入中
国共产党，担任了党小组长，代理村
支部书记。她干劲儿更足了，带领群
众发展生产，组织支前，深得当地群
众的拥护，成为全区的妇女模范。

1946 年，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解
放区，并派遣武装特务、还乡团潜入

解放区内进行破坏、暗杀活动，解放
区内的反动地主、残匪势力也蠢蠢欲
动。一时间，反动势力猖獗，形势严
峻。其中，沾化县和滨县的还乡团头
子乔殿臣和耿希圣带领 100 多名匪
徒，时常出没于官庄一带。党和政府
把各村青壮年组织起来，建立“联防”，
剿匪反特；同时，把目标大的党员、干
部、积极分子集中起来，分别转移到安
全地点，李臣也被安排转移了。

7 月 14 日傍晚，李臣担心家中孩
子，趁黑夜摸索着回到官庄。此时叛
徒告密，半夜时分，几个武装匪徒撞
开李臣家大门，用枪威逼着她全家
人。李臣平静地说：“别动孩子们，我
跟你们走！”乔殿臣以为抓到了李臣
这个“大头目”，啃下了这块“硬骨

头”，一定能得到大量情报，靠着这些
情报，就能把对手全部消灭，他就能
在此处站稳脚跟。他命人对李臣施
以多种酷刑逼供，油鞭抽打，李臣的
全身已血肉模糊；枪托重力捶击，李
臣的面部已经肿胀得不成人样，牙齿
也掉了好几颗；滚烫的烙铁，牢房里
到处都是焦糊的味道。匪徒们残忍
地折磨着李臣，逼问她：“谁是党员，
谁是干部、积极分子？他们住在哪
里？”并欺骗她说，“只要你说了，就放
你回家看孩子。”李臣喷出几口鲜血，
支撑起遍体鳞伤的身体，回答只有 3
个字：“不知道！”匪徒们气急败坏，将
李臣的乳房割掉，血水流了一地。她
忍着剧痛，高喊：“中国共产党一定会
胜利的！”匪首乔殿臣、耿希圣见从她
身上一无所获，便于拂晓时分，把她
拖到村子东面的树林里枪杀了，还把
尸体扔到井内。

那晚很寂静，但官庄百姓的心里
却不平静。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将李
臣的尸体打捞出来，悄悄埋葬在村子

后面的小树林中。为了严守党的机
密，保卫同志们的安全，42 岁的李臣
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1953 年，李
臣被追认为烈士。官庄人民深切怀
念这位革命烈士，1967 年在李臣牺牲
的地点立碑，把她殉难的那口井命名
为“阶级教育纪念井”。这位普通的
农家妇女用生命守护了八路军战士
的孩子，用鲜血捍卫了共产党人的信
仰。“乳娘”李臣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壮
歌，是一位值得我们永远怀念，深深
敬仰的英雄！

“乳娘就是娘，乳娘的那盏明灯
照亮曾经恐惧的我，也照亮当年处在
黑暗中的官庄。”陈杰继续说，“有娘
在，灯就亮着。娘啊，以前是你为我
亮灯，现在儿给你亮起灯。”几滴雨水
滴落，儿女为父亲撑起雨伞，他踉跄
着起身，儿女赶紧搀扶。

几人渐行渐远，但“乳娘”李臣墓
前的“明灯”越来越亮。

（根据烈士李臣的真实事迹改
编，陈杰等为化名。）

有娘在，灯亮着
赵连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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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市“十四五”时期“无废
城市”建设实施方案》指出，要加快
工业绿色高质发展，提高固体废物
资源化率。近年来，全市工信系统
采取多种举措，努力提升全市工业
资源综合利用水平。

加强重点行业固废源头减量。
制定印发《滨州市加快工业绿色制
造体系建设行动方案》《滨州市绿
色工厂评价办法》等文件，坚持以
企业为主体，以标准为导向，着力
打造一批绿色制造先进典型。今
年以来，培育认定市级绿色工厂 30
家、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1家；争创
省级绿色工厂17家、绿色工业园区
2 家。目前，全市共培育省级以上
绿色制造单位74家，其中绿色工厂
62 家，绿色工业园区 5 家。每年为
20 余家企业免费开展节能诊断和
绿色生产水平评估，指导企业进行
节能技术改造，降低污染物排放；
我市宏拓实业公司成功入选国家

“能效领跑者”名单。
加快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

聚焦制造强市建设，制定印发《关
于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实
施意见》，推动产业集群向高端化、
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我市轻量化
铝新材料产业集群、智能纺织产业
集群先后入选省级先进制造业集

群。坚持以工业技改引领产业转
型升级，深入开展“技改全覆盖”行
动，今年实施投资过 500 万元的工
业技改项目 494 个。制定印发《滨
州市推动工业领域设备更新实施
方案》，开展高端化跃升、数字化转
型、绿色化升级等行动，目前，全市
共实施工业领域设备更新改造项
目 504 个，完成更新设备的数量达
到 8838 台（套）。京博石化智能巡
检机器人项目荣获 2024 山东省设
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十大案例；3 家
企业入选全省化工产业智能化改
造标杆企业，数量列全省第1位。

加大工业再生资源回收利用。
依托魏桥集团、创新集团、渤海活
塞等龙头企业，招引上下游企业建
链、补链、延链、强链。特别是围绕
高端铝产业链，我市着力推动再生
铝的循环利用，布局实施了中欧循
环科技产业园、创新年产50万吨高
品质再生铝等一批重点项目，全市
再生铝产能达到 245.5 万吨，世界
领先的循环产业基地正在形成。
加强行业规范引导，对全市 8 家再
生资源综合利用企业进行跟踪管
理，引导产业规范集聚发展。西王
再生资源公司成功入选山东省废
钢铁加工行业规上企业“白名单”。
编制《滨州市赤泥综合利用方案》，
推广应用一批先进适用技术，建设
一批具有带动效应的推广示范项
目，加快形成多途径、高附加值赤
泥综合利用发展格局。

全市共培育省级以上
绿色制造单位74家

本 报 讯（记 者 刘 清 春 通 讯 员 
张丛丛 孙瑞嘉 报道）近日，滨州市图
书馆新增 3 家城市书房，它们分别是
渤海国际馆、黄河楼馆、秦皇河馆。
同时，新增7处智能书柜服务点。

其中，滨州城市书房·渤海国际
馆位于渤海国际商圈中央公园 14 号
楼一层滨州市青年创业共享中心，滨
州城市书房·黄河楼馆位于渤海五路
蒲湖公园内黄河楼六层，滨州城市书
房·秦皇河馆位于滨州市长江五路秦
皇河湿地公园科普宣教中心。新增 7
处智能书柜服务点，分别为胜滨小区
智能书柜服务点、滨州市廉政教育中
心智能书柜服务点、滨州弘慈医院儿童
康教中心智能书柜服务点、学府社区智
能书柜服务点、优抚医院智能书柜服务
点、中海大厦智能书柜服务点、滨州市
新闻传媒中心智能书柜服务点。

城市书房作为公共文化空间的
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在全国范围内
迅速兴起，成为城市文化的新地标。
截至目前，我市共有9家城市书房、24
处智能书柜服务点对外开放服务，已
初步形成了以总馆为中心，分馆为补
充，城市书房、智能书柜服务点为辅
助的促进全民阅读的良好局面，真正
让书香飘在市民家门口，逐步实现

“15 分钟”阅读生活圈，让阅读成为市
民的生活习惯。

文化馨香，触手可及。每一处城
市书房，都在筑造城市智慧港湾，静
待读者来一场说走就走的阅读之旅。

滨州城市书房提供读者证办理、图书
借还、自修阅览、读者活动等公益性
文化服务。智能书柜内藏 240 册图
书，支持身份证、微信在线等方式办
理读者证，支持身份证、电子读者证
及电子社保卡借还图书，智能书柜让
知识的传递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
制，无论是通勤路上的片刻闲暇，还
是回家后的小憩时光，智能书柜都将

成为读者贴心的阅读伙伴。
今后，市图书馆 将 进 一 步 拓 宽

文化服务半径，加强城市书房和智
能 书 柜 建 设 ，不 断 完 善 功 能 定 位、
提升服务品质、拓展文化体验活动
等，与读者共同探索知识的无限可
能 ，为 市 民 群 众 提 供 更 高 品 质、更
多元的阅读服务，为“书香滨州”建
设贡献力量。

本报讯（记者 刘静 报道）10 月
29 日，2024 年山东省高素质农民
电商直播带货实操培训班在沾化
区开班。

此次培训旨在进一步提升新
农人电商直播带货营销能力，助力
乡村产业振兴。培训班邀请专业
电商运营团队设计人员，围绕农产
品电商行业现状及发展趋势、农产
品电商直播竞赛规则讲解等内容
开展线下培训、分组实操和实战销
售。2024 年全省新农人电商及高
素质农民培育省级示范性培训新

农人电商专题培训班的部分优秀学
员，和部分高素质农民参加了学习。

近年来，沾化区高度重视电子
商务产业发展，把电商产业作为推
动乡村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抓手，大力扶持和培育电商新业
态。该区建成大龙网集团龙工场

（沾化）跨境电商产业园、沾化冬枣
数字经济产业园山东电商供应链
基地，开展电商零售业务的企业发
展到 297 家，今年前三季度跨境电
商业务交易额达 32.59 亿元，同比
增长 123%。

2024 年山东省高素质农民电商直播
带货实操培训班在沾化区开班

培育直播电商“新农人”
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一馆一课，古城剪纸绽放新活力
本报记本报记者者  纪方方纪方方  通讯员 张力健

当非遗剪纸艺术遇上现代教育
会绽放怎样的光彩？他在沾化区古
城镇创立古城风剪纸馆，打造成我
市首批非遗工坊，又在学校开发剪
纸校本课程，双管齐下，剪纸艺术
在师生间传承并焕发新生。他就是
古城镇中学美术教师、剪纸传承人
吴强。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说起为什
么学习剪纸，吴强说：“我自幼喜欢
绘画，在沾化二中上学时，班主任安
排我参加班级文化创建活动，我到
姑姑家学习剪纸，剪纸作品得到老
师和同学们一致好评，增强了我的
自信心。后来，我考入滨州师专美术
系美术教育专业，继续深入研究剪
纸技法。”

2004 年，大学毕业的吴强到古
城镇中学工作，拜民间艺人刘桂兰
为师，携手在学校开设剪纸兴趣小
组。“我利用下午的活动实践课，在
每个班级选出 3 名至 5 名学生学习
剪纸，每学期组织剪纸比赛，还设立
剪纸坊，展示学生的作品。”吴强说，
剪纸让学生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
力，培养了他们的创作能力，给学生
带来很大的成就感。

随着新课改的推行，2008 年 9
月，剪纸正式纳入课程教学。吴强根
据新课改要求，自编教材，并在七年

级安排每班每周一节剪纸课，学生
在老师的引领下，能完成较简单的
剪纸作品。民间剪纸艺术作为校本
课程，至今在古城镇中学开展 10 多
年，教授学生 2000 余人，传统艺术
在校园里生根发芽。2016 年，该校
被评为市级特色学校。

在一次非遗展演活动中，一位
五年级的男同学告诉吴强，自己对
学校即将开始的艺术节犯愁，他会
一点剪纸技巧，但不能创作稍微大
一些的剪纸作品。吴强现场为他讲
解了一幅八折剪纸大窗花的技巧，

“孩子学得非常认真，直至展演活动
结束，让我感受到在非遗传承道路
上，我并不孤单，我们传统文化的传
承后继有人。”吴强对此很是欣慰。

吴强在掌握传统剪纸符号的基
础上，不断进行演化和创新，他介
绍：“创作动物的图案时，不只是运

用 锯 齿 纹 和
小花，我还把
一 些 与 小 动
物 有 关 的 故
事 融 入 到 作
品里，这样有
助 于 体 现 剪
纸作品和传统
文化的关联性，最
后 把 剪 纸 进 行 不 同
形式的装裱，可以采用轴裱、框裱，
还可以将剪纸装裱在生活用品上。”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剪纸艺
术，吴强在古城镇文化街成立剪纸
工作室“古城风剪纸馆”。他在馆内
定期开展剪纸公益课，教授剪纸爱
好者 700 余人。他还将自己收集和
创作的剪纸作品毫无保留地进行展
示，并多次到文化馆、图书馆、老年
大学、新华书店以及其他学校开展

剪纸公益课，受到社会各
界的关注和好评。

吴强认为，在剪纸传
承过程中，剪纸技法并不
难掌握，但一部分人很难
坚 持 长 期 练 习 和 创 作 ，

“手工剪纸的商业价值并
不高，在当下快节奏的生
活 中 ，已 经 出 现 机 器 刻
纸，机器刻纸比手工剪纸
更快更省力。传统手工剪
纸达不到人们的快速需
求，但实际上，手工剪纸
更有精气神，更有灵魂。”

“纸上得来不觉浅，
妙手剪出好人生”。为 适 应

人们不断提高的审美需求，吴
强把剪纸与中国画相结合，作品
疏密有致，线条流畅，体现吉祥寓
意，表现方式更生动，他的作品多
次在省市比赛中获得大奖。吴强
说：“做好剪纸传承是我的目标，
今后，我将继续开展好剪纸校本
课程，讲好中国故事，从小培养孩
子的文化自信。同时，我会在社会
上多开展剪纸公益课指导，全力
弘扬传统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