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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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来，市农业农村局因地制宜做好农
业农村领域“无废细胞”建设，扎实做
好“资源再生、减量增效、生态循环、
集约高效”四篇文章，为“无废城市”
建设贡献农业农村力量。

强化回收利用
做好“资源再生”文章

加强要素支持。积极发挥技术
支持作用，联合高等院校和科研院
所，开展秸秆腐熟还田、有机肥生产
等综合利用技术试验示范，获得省市
级科技成果 12 项、国家专利 26 项，
探索制定了 6 项废弃秸秆、农膜资
源化利用技术规范和 4 种高效利用
模式。构建回收体系。积极探索农
业废弃物第三方有偿回收机制，初
步建立了以“谁使用谁交回、谁销售
谁收集、专业公司处理、市场主体运
营”为主要模式的废弃农膜回收处
理体系和以“项目化管理、市场化收
集、资源化利用”为主要模式的作物
秸秆回收利用体 系 。 全 市 已 建 设

废弃农膜回收站点 33 处，其中，县
级废弃农膜回收处置中心 7 处，建
设 各 类 秸 秆 回 收 点 53 处 ，2023 年
全 市 作 物 秸 秆 回 收 利 用 率 达 到
95% 以 上 ，废 弃 农 膜 回 收 率 达 到
91%。2024 年 4 月，全省废弃地膜
回收利用现场观摩会在滨州召开。
推进综合利用。依托秸秆利用、农业
面源污染治理等项目，支持相关企业
开展作物秸秆、废弃农膜加工利用，
培育了博兴博友再生资源公司、滨城
中裕食品公司等一批农业废弃物加
工利用示范企业，山东金耀再生资源
有限公司被认定为山东省农药包装
物资源化利用单位，年加工利用废旧
农膜830余吨、作物秸秆62万吨，创建
了有机肥生产、沼气发电、可再生原料
制作等多种利用模式，示范带动全市
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防治面源污染
做好“减量增效”文章

在化肥减量增效方面，开展测土
配方施肥，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覆
盖率达到 90% 以上；因地制宜推行水
肥一体化技术，全市新增水肥一体化
面积 32 万亩；科学增施有机肥，全

市 有 机 肥 年 施 用 量 达 到 25 万 吨 。
2023 年全市化肥使用量较 2020 年
减 少 7.96%，提 前 两 年 完 成 了 省 定
3% 的任务目标。在农药减量控害
方面，强化病虫害监测和预报预警，
短期预报准确率达到 95% 以上；推
广绿色防控技术，沾化区获得全国

“绿色防控示范县”称号，滨城区、惠
民县获全国“统防统治百县”称号。
2023 年全市农药使用量较 2020 年减
少了 16.92%，提前两年完成了省定
6%的任务目标。

推行种养结合
做好“生态循环”文章

培育利用主体。引导规模养殖场
生产销售商品有机肥，培育种养结合
农牧循环养殖场户 800 余家，年可消
纳畜禽粪污300余万吨。引导农业经
营主体开展种养结合，发展生态循环
农业，培育种养结合的生态农场 130
余家。滨州中裕公司形打造了全国
最长、最完整的小麦全产业链，探索
形成的“三产融合、绿色循环”“中裕
模式”在全国推广。创新利用模式。
探索形成并重点推广了粪污全量收
集还田、粪污专业化能源化、固体粪

便堆肥、粪便垫料回用、异位发酵床、
养殖污水肥料化、污水达标排放、粪
便制备有机液肥处理和个性化私人
定制等畜禽粪污资源化处理 8+X 模
式。强化技术应用。集成有机肥生
产、畜禽粪污转化、沼气利用等关键技
术，建成有机肥生产企业18家，年可利
用畜禽粪污 150 余万吨，加工有机肥
200余万吨。

推进农业节水
做好“集约高效”文章

完善节水设施。建成高标准农
田 518 万亩，其中，高效节水灌溉面
积 165 万亩，探索推广了阳信县小
型智能化自动节水灌溉模式，该模
式在全省推广，提高了农业灌溉用
水效率。培育抗旱品种。加快节水
稳产新品种培育和筛选推广，已选
育耐旱作物品种 19 个，示范推广抗
旱耐盐碱粮食、棉花新品种 12 个，
为提升单产做出了突出贡献。推广
节水技术。探索形成的小麦、玉米
全幅匀播、双深双晚、高低畦等新型
节水增产技术，连续多年成为全省
主推技术，两次被省政府领导批示
肯定。

扎实做好“资源再生、减量增效、生态循环、集约高效”四篇文章，为“无废城
市”建设贡献农业农村力量

我市已建设废弃农膜回收站点33处

本报讯（记者 孙凯旋 报道）11月
2 日上午，2024 秋季鲍振华书画专
场拍卖会在滨州市新闻传媒中心

（集团）三楼会议室举行。这是继 7
月 6 日之后第二场鲍振华书画专
场拍卖，参与本次拍卖的 108 件精
品佳作受到竞买人的热捧，全部成
交，又创佳绩。来自河北、济南以
及滨州社会各界的领导、专家、艺
术爱好者和藏家等100余人参与了
拍卖。

本次拍卖由滨州市收藏协会、
滨州市画廊联盟、鲁北晚报、滨州
传媒书画院、山东君正拍卖有限公
司主办，旨在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
化，繁荣滨州书画艺术市场，丰富
群众文化生活。所拍作品不仅艺
术水平高，且极具收藏价值。

在传媒艺术馆，四周的墙壁上
挂满鲍振华的艺术作品，竞拍者在
其间流连辗转，仔细观赏，寻找心
仪的拍品。随着拍卖正式开始，拍
卖师每亮出一件物品，竞拍者纷纷
举牌出价，现场气氛紧张热烈，引
起广大参拍者阵阵热烈的掌声。

鲍振华是我市著名花鸟画家，
在他60多年的书画历程中，形成了
遒劲流畅、宽展舒和的艺术风格，

他的代表作品梅花精当简洁，疏密
有致，虚实相间，笔意隽逸，深得广
大书画爱好者和藏家的青睐。现
为山东省美协会员、山东省摄影家
协会会员、滨州市美协顾问、滨州
市美协花鸟艺委会顾问、滨州老干
部书画研究会副会长、黄河三角洲
书画院副院长，多次入选全国及省
市书画大展并获奖，作品在《大众
日报》《羲之书画报》《滨州日报》等
报刊发表及报道，作品入选全国名
家画集 20 余册。

“今天来滨州参加鲍振华老师
书画专场拍卖会，我很高兴，鲍老
师是书画大家，做人谦逊低调。我
也拍到了一幅鲍老师的梅花，而且
是冲顶拿到手，他的画用笔用墨讲
究、画风洒脱、水墨交融、严整高
古，他的代表作梅花，含苞待放、春
意盎然，表现出积极向上的力量，
我特别喜欢。”山东艺术设计职业
学院副院长、首席教授、著名花鸟
画家孙华进说，“同时，‘笔墨当随
时代’，这些画不仅具有很高的艺
术价值，还体现了画家的时代精
神。”

据悉，鲍振华第三次专场拍卖
预计于明年5月份举行。

2024 秋季鲍振华书画专场
拍卖会圆满举办

本报讯（记者 刘雪鹏 通讯员 
邱晓敏 报道）10月29日，市财金集
团举办了一场以“在知爱建 奉献爱
心”为主题的 2024 年“慈心一日
捐”活动，旨在进一步弘扬中华民
族扶贫济困、乐善好施的传统美
德，营造人人参与慈善的浓厚氛
围。

此次活动得到了集团领导班
子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成员们
率先垂范，带头捐款，以实际行动
践行社会责任。同时，各部室、各
子公司的全体干部职工也积极响

应，踊跃参与，纷纷慷慨解囊，为慈
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本
次活动共募集善款 36400 元，所有
捐款将统一上交有关部门用于慈
善事业。

通过此次捐款活动，市财金集
团不仅为需要帮助的人群提供了
实质性的支持，更在集团内部树立
了崇德向善的良好风尚，有力地增
强了全体干部职工的慈善观念与
社会担当意识。大家纷纷表示，将
继续关注和支持公益慈善事业，用
实际行动传递爱心和温暖。

市财金集团开展捐款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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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淑霞 通讯员 
刘志川 报道）10月31日，滨州市政
府采购远程异地评审及多点分散
评审专题培训举行。

本次培训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联合市财政局共同举办，期间详
细介绍了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评标系
统操作流程，讲解了远程异地评审
及多点分散评审注意事项等。活动
通过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一路阳
光”直播间在线直播，市级预算单位
采购专员、采购代理机构工作人员
及评标（评审）专家等545人参加。

据悉，开展政府采购远程异地

评审及多点分散评审，作为政府采
购制度改革发展的必然趋势，通过
专家资源跨区域互通、评标场地多
地共享，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促
进公平竞争，构建有序市场环境，
提高评标（评审）质效。

下一步，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将进一步强化公共服务定位，不断
优化见证、场所、信息、档案、专家
抽取等服务，持续引导远程异地评
审及多点分散评审常态化、标准
化、规范化开展，为提升采购质效、
优化营商环境、规范交易市场提供
更有利支撑。

全市远程异地评审及多点分散评审
专题培训活动举办

构建有序市场环境
提高评标（评审）质效

                          书书  架架  州州滨
《梦里炊烟》：

“70后”的童年 记忆中的“老无棣”
本报记者 刘清春 通讯员 李晓旭 高士东

本书简介：聚焦乡村乡土、乡音乡情、乡思乡恋，作者以朴实无华的细腻笔触，为我们展示了二十世纪七十
年代“老无棣”的生活画卷。将曾经在生活中真实出现过、又渐行渐远的东西保存下来，还原不可再生的乡村
印象，追寻苦难岁月里的温馨回忆，让我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是该书写作初衷。

作者简介：苏银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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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发表新闻作品千余篇。参编《无棣县志（1990-2007）》《无棣文
史》等书，主编《无棣县军事志(1986-2005）》。作品多次在全国、全省、全市获奖。作品散见于《中华文学选刊》

《诗选刊》《前卫文学》等。

读罢《又见炊烟》，记者感慨作者
文学功底了得，竟把记忆中的“泥土
香”呈现得如此鲜活、细腻、生动，如
在眼前。

可作者苏银东并不满足于此，他
的目标是创作“炊烟三部曲”。如果
作者是我，还能写些什么？

直到翻阅完《梦里炊烟》，记者明
白：关于故乡，可以回味的、诉说的、
刻画的，还有很多很多。

诚如作者所说，在游子的记忆
里，故乡也许就是那几间摇摇欲坠的
老屋，就是街头那一棵沧桑的老槐
树，就是黄昏时分喊你乳名的声声呼
唤，就是白发爹娘站在村头望眼欲穿
盼你归的瘦弱身影……

本期滨州书架，为大家介绍苏银
东“炊烟三部曲”之《梦里炊烟》。

 乡土方言、童谣、顺
口溜、老游戏，镌刻着乡里
娃的文化基因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乡
土，塑造出不同的“乡里娃”。

本书开篇讲的是“乡村禁忌”。
乍一看题目，难道是什么玄而又玄的

“妙事”？
但其实，它们是“以后掉了牙不

能乱扔，上牙扔洼处，下牙扔房顶；不
能钻裤裆，钻了就长不高了；穿衣服
不能扣错扣子，不然会打架的……”

读罢，会心一笑，听着都在理儿，
可不知理儿从何来。

方言是故乡的母语，一个地方特
有的文化符号。《方言，故乡的母语》
一文开篇就是一连串方言俗语：“找
死卯子”“跷而古登”“随档尿裤”“萎
萎囔囔”……

诸如此类的词儿，外地人乍听会
感觉一头雾水，不知啥意思。可你不
用指望查什么字典词典，里边儿根本
也查不到。这不是你水平低，也不是
字典词典的错。“十里不同风，百里不
同俗”，虽都属滨州，但不管是方言、
童谣、顺口溜、还是曾经痴迷过的老
游戏，各县乡都带有深深的地域印

记。其中之妙趣，还需读者朋友自行
体会。

那些童谣，镌刻在记忆深处。如
“东来的风儿，西来的风儿，都来钻我
的胳肢窝儿；南来的燕儿，北来的燕
儿，上我窝儿下个蛋儿”；如“蚂愣鬼
儿，喝凉水儿，绊倒缸，砸折腿儿”；如

“鸭子巴巴上锅台，多咱盼着那新媳
妇来”……

你听，这童谣满有故事：“养狗子
菜，精点点儿，俺上南崖送晌饭儿，临
去拾了花卧单儿，回来拾了个花口袋
儿。大姐争，二姐争，一争争了个大
窟窿，大姐补，二姐补，一补补了个二
百五。”

你听，这童谣多有意思：“大兔子
生病，二兔子瞧，三兔子抓药，四兔子
熬，五兔子死了，六兔子抬，七兔子挖
坑，八兔子埋，九兔子坐在地上哭起
来。十兔子问它为什么哭？九兔子
说：五兔子一去不回来！”

《歇后语里说村庄》《村庄顺口
溜》两文更是收集了众多无棣村庄谚
语，它们是对过往生活的犀利点评，
饱含着村庄评价、村落关系、村落历
史。

比如，“金鞠家银庞家，旱涝不收
洼杨家”，意思是鞠家、庞家地势高、
庄稼好，尤其铁杆庄稼枣树年年丰
收 ，但 洼 杨 家 则 地 势 低 洼 ，容 易 旱
涝不收；“要想看美人儿，泊头到辛
集 ”，意 思 是 小 泊 头 到 辛 集 一 带 出
美女，个个如花似玉。为啥？一个
传说是徐福东渡时不少童男女逃亡
至此留下后代，另一个传说则是清朝灭
亡后宫女多流放至此。

 上完小的父亲、懂
“天气预报”的娘、看青的双
喜儿……一个个鲜活的人
物，带着时代的烙印

在二十世纪 五 六 十 年 代 ，鲁 北
人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但是他们
总有些特殊的生活智慧，影响着后
辈。

作者的父亲只上过完小，但文

学涵养可不低，喜爱唱歌，一首《康
定 情 歌》，哼 唱 情 景 让 作 者 至 今 难
忘，“歌词之娴熟、咬字之清楚、唱
腔 之 优 美、感 情 之 充 沛 ，真 的 堪 称
完美”。毛笔字也不在话下,“爹在
堂屋里常年保存着笔墨纸砚、万年
历，透着一些文化气息”。也许，作
者的文学启蒙就是从父亲这儿开始
的。

而作者母亲只上过识字班，可她
居 然 懂 天 气 预 报 ：“ 腊 月 南 风 正 月
雪；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
灯；伏里西北风，正月船不通；伏里
凉，淋倒墙……”“云彩向东，一阵黑
风；云彩向南，雨水涟涟；云彩向北，
一阵黢黑；云彩向西，水没屋脊”，这
是“娘”口中的生活小诀窍，从这些老
祖宗传下来的智慧里，她还能看虹看
云识天气！

此外，作者还描述了不少乡间众
生相，一个个小人物立体饱满。看青
的双喜儿善良爱助人，“在洼里遇到
年纪大、腿脚不好的大爷大娘，他会
主动上前搭把手；对小孩子，他加倍
呵护尽好照看之责；对于小媳妇大闺
女，从来不趁机浑水摸鱼占点儿便
宜”。

剪窗花的二丫心灵手巧，“只见
她笑眯眯脸似桃花，右手拿起剪刀，
左手拈起一张纸，左高右低，那剪刀
由下而上，开开合合中，纸屑纷纷扬
扬”，短短几句，就把二丫巧手剪纸的
场景具象化了。

试问，从乡间走出的人们，谁的
村庄里没有个善良朴实的“双喜儿”、
巧手能干的“二丫”呢？他们就像咱
的乡里乡亲，读来倍感亲切。

还有“豆腐帮”、媒婆“馃子安”、
“油鬼子”香玉、村里的女知青、“绝
户”六叔……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带
着时代的烙印，他们曾出现在作者的
生活中，有幸被作者写进了散文里，
让读者也有幸“相识一场”。

 石器、枣树、野菜、评
书、露天电影的日子，从记
忆深处走来

围着一盏马灯看打夯听夯歌、腊
月里 站 在 清 冷 的 月 色 里 听 戏 ，秋
后挤在过道口听评书，一个个追电
影的夜晚……这都是作者梦里的童
年。

作者笔下，石磨、碾子都有生命。
在夏秋场院里，它们大显身手，磨过
的是粮食的纯香，碾过的是岁月的痕
迹。随处可见的柴火，是农家人的稀
罕物，随着风箱有节奏的“呼哒，呼
哒”，燃烧的是自己，奉献的是三餐四
季。

“对于野菜，庄户人有一种与生
俱来的亲切”，说到挖野菜，相信有不
少读者会产生共鸣，每年春天，在黄
河大坝上你总能看到不少动作干练
娴熟的挖野菜“能手”。

在作者记忆中，野菜似乎更具生
命力，“田野上，各种野菜攒足了劲
儿，使出浑身的解数，比赛似的，伴
随着阳光与雨露苗壮成长，向大自
然展示着各自最美的瞬间。婆婆丁
开花，曲曲菜长高，羊羔子菜变得高
挑……还有羊肤苗、灰菜、皮菜，它
们都在各自的领地里自由开放”，作
者用细腻的笔触描写出野菜生长的
韧劲儿，看似不起眼的小芽芽们也
在用生长诉说着生命哲学。

还有那充满童趣的草玩具、五颜
六色的瓜、庄里种的玉米、梦中的小
河……一枝一叶，一点一滴，看似平
凡甚至平庸的生活，可在当时孩子眼
中就是“最美的天使”。

在散文《听评书的日子》中，作者
提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大家最开
心的就是准点打开收音机听评书，

“各位听众，现在是评书联播时间，
请 欣 赏 刘 兰 芳 播 讲 的 评 书《杨 家
将》”。当然，还有放电影的日子。
吕剧电影《小姑贤》、豫剧电影《花木
兰》《朝阳沟》等也给作者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

正如作者所说，《梦里炊烟》带给
你的是一个完整系统又颇有细节的
鲁北大平原，是一个原汁原味、真实
亲切的无棣老农村，是一个“70 后”的
童年记忆，是一个贫穷着、快乐着的
乡下童年。

本报讯（记者 裴成龙 通讯员 
高茜 何立洲 王宏 吕朔 杨苏舒 报道）
冬季供暖即将开始，我市各地多措
并举做好集中供热准备，确保群众
温暖过冬。

今年采暖季滨州市主城区入
网面积达 4900 余万平方米，实际
供热面积 2900 余万平方米。目前
各项供热准备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高温水一级网已于 10 月 10 日开始
注水试压，目前已累计注水 3 万余
吨；低温水管网已于 10 月 15 日开
始注水试压。

在沾化，当地依托丰富的地热
资源，今年投资 4.5 亿元推进城区

“地热代煤”供暖改造，建成后年可
减少标煤消耗4.6万吨，减少碳排放
14.6 万吨。目前项目正加速推进，
确保冬季正常供暖。“为了确保项目
正常运转，我们在工序上统筹优化，
保障各个环节的衔接没有问题，合
理安排工人值班，保证 24 小时施
工，缩短施工周期。”沾化区地热代

煤项目施工负责人荆帅对记者说。
项目规划建设以地热能为主，

电能、余热等其他清洁能源为补充
的多能互补智慧能源供应系统，全
面替代传统燃煤集中供暖，构建清
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沾
化区住建局副局长付丙强谈到项
目建设时说：“工程也是一项生态
工程，也是一项重大民生工程，将
强化责任意识和生态红线，积极督
促供热企业争时间、赶进度，通过
精准开发、综合利用、科技赋能等
措施，确保工作有序推进，实现清
洁能源全替代，确保‘暖流’如期入
户，让群众温暖过冬。”

在惠民，当地的指挥供热系统
已提前上传对接数据，并安排人员
24 小时值班。惠民县财金集团乐
安热力公司副经理范安宁表示：“已
经做好 2024 年冬季供暖运行准备
工作。下一步，乐安热力将根据天
气变化和县委、县政府及上级部门
的安排部署，随时投入供暖运行。”

我市做好供热准备
确保群众温暖过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