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3日，在位于无棣
县信阳镇的无棣胖大姐家
庭农场内，员工正在管理
西红柿。该家庭农场有大
棚 30 余亩，采用瓜果和青
菜轮作的方式，实现了一
年四季产品不断档，生产
的优质瓜果蔬菜畅销当地
市场。时下，该农场油菜、
茼蒿、菠菜、芹菜进入采收
季，大棚里一派繁忙景象，
产品供不应求。

（通讯员 高士东 摄影）

果蔬四季轮作“不断档”

本报滨城讯（通讯员 报道）近
日，滨城区在全市率先实现工伤职
工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免申即享支
付，无需纸质申请，由过去依申请
资料内部流转办，变为无申请零资
料不流转无感办，实现待遇领取全
程免申请、无资料、零跑腿，免申即
办，鉴定可领。目前已办理 58 件，
走出了滨州市工伤职工一次性伤残
补助金“免申办”的最先一步路。

从“申领办”到“免申办”，滨城

区社保中心围绕工伤职工关心关
切，聚焦企业“急难愁盼”，以“优化
营商服务环境、压缩办理时限时间、
提升办事效率”为切入点，以信息系
统为牵引，依托大数据赋能，不断精
简办事流程，让工伤参保企业办事
更加便捷、高效。继创新尝试工伤
职工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免申即享”
后，下一步，滨城区社保中心将探索
更多社保业务“无感办”“免审办”，
不断推进群众满意度持续提升。

滨城区在全市率先实现
工伤职工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免申即享

【摘要】渤海海关是中国共产党
在革命战争年代独立自主设立的人
民海关，是中国海关红色关史研究
的重要组成部分。挖掘山东解放
区 渤 海 海 关 历 史 ，特 别 是 自 主 设
关 、管 理 贸 易 、捍 卫 政 权 、南 下 接
管 新 解 放 区 海 关 、输 送 大 批 干 部
及为新中国海关事业起步发展作
出 的 贡 献 ，是 一 项 意 义 十 分 重 大
的 课 题 。 本 文 在 文 献 研 究 、阅 档
调查、田野考察、当事人访谈等基
础 上 ，从 渤 海 海 关 设 立 的 历 史 背
景、独立自主设关的始末、干部南
下 接 管 旧 海 关 、历 史 贡 献 四 个 方
面 ，对 渤 海 海 关 设 立 的 经 过 与 历
史 意 义 进 行 分 析 探 讨 。 同 时 ，立
足 新 时 代 新 征 程 新 要 求 ，对 滨 州

海 关 赓 续 渤 海 海 关 红 色 血 脉 ，践
行 老 渤 海 革 命 传 统 ，服 务 滨 州 外
经贸发展的举措和成果进行概述。

【关键词】海关史 红色关史 渤
海区 渤海海关 滨州海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向前
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
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
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
发。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全党同
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渤
海海关作为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
产党独立自主设立的人民海关，在
山东红色海关史溯源研究中有重要
地位，在全国海关关史研究中也有
特殊价值。

1 前言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
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历大革命、土
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四个阶
段，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
胜利。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武装以燎
原之势迅速发展起来。现在济南海
关所在的鲁西北清河、冀鲁边和鲁
中抗日根据地逐渐形成，并建立红
色政权。为捍卫政权、支援战争、繁
荣经济，党在抗日根据地边境口岸
或重要市镇陆续设立独立行使海关
事权的管理机构。1944 年，中共清
河区、冀鲁边区合并为渤海区，至解
放战争胜利，作为地域广阔、人口众
多且较为稳定的行政区划，渤海区成
为我党我军的大后方。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渤海
区军民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
革、参军支前和经济生产活动，并对
社会经济管理进行了一系列独立自

主、影响深远的探索，渤海海关的设
立就是其中之一。新中国成立以
来，史学界、教育界和海关系统关史
研究部门对中国海关红色关史，特
别是新中国成立前抗日战争、解放
战争时期红色关史的研究逐渐走向
深入，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然
而，受研究方向、投入力量、客观条件
等因素影响，对渤海海关的研究挖掘
较少，且多是整体性概况介绍，尚无
系统性专项研究成果。

以史鉴今、资政育人。发掘党
独立自主设立渤海海关这段红色历
程，特别是自主设关、管理贸易、捍卫
政权、南下接管新解放区海关、输送
大批干部及为新中国海关事业起步
发展作出的卓越贡献，增进历史自
信、文化自信，用鲜活史实团结激励、
感染发动广大党员干部传承红色基
因、砥砺担当作为，重塑“集体记忆”，
培树“共同价值”，意义十分重大。鉴
此，我们对渤海海关展开了研究

（未完待续）

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设立的人民渤海海关历史挖掘与启示研究
李文广  刘建伟

本报滨州讯（通讯员 高建 报道）
为切实提升新消防员业务能力和综
合素质，滨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新下队
消防员集中教育培训队按照支队党
委统一部署，精心谋划，科学管理，按
纲施训，紧紧围绕思想教育、体技能
训练、队伍正规化建设、文化生活等
方面多点发力助推新消防员成长进
步，全面推动新训工作稳步前行。

精抓思想，训养一致。新训队
始终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新训工
作全程，召开新训消防员集训队指
战员大会，开展党史教育和条令条
例学习，强化纪律建设，锤炼过硬
作风。组训人员逐一对每名新消
防员开展谈心谈话，了解掌握每名
新消防员的思想动态及家庭情况，
做到思想上常交心、训练中常鼓
劲、生活中常帮助，确保其思想稳
定，增强其职业认同感。

百炼成钢，提质强能。新训队
组织队员开展 100 米、3000 米、搬
运重物折返跑等科目体能摸考，全
面掌握新消防员体能基本情况。
坚持“按纲施训、训战一致、以人为
本、保证质量”的原则，强化组训方
法、场地设置、科目安排、人员编
组、训考模式、安全工作六项训练
规范化建设，结合摸底测试成绩制
定个性化训练套餐，科学合理安排
教育与训练时间、技能和体能训练

科目，持续提升新消防员体技能训
练质效。

按纲抓建，以规促管。新训队
坚持严抓细管，紧盯“六涉”（涉赌、
涉贷、涉黄、涉酒、涉毒、涉密），严
查风险隐患，加强队员法纪教育。
积极开展队容风纪检查、队列养成
训练、内务检查评比、饮酒抽查、晚
点名及手机安全检查等工作，做到
以“条令”正规距，以“纲要”固根本，
从严从细强化新消防员作风养成。

查摆隐患，保证安全。新训队
重视安全管理工作，通过饭前领读
海恩法则、召开安全形势分析会的
方式，使全体新消防员树立安全意
识、责任意识、防范意识。新训队
紧抓营区安全隐患排查，对营区用
电设备线路、楼顶平台、食堂刀具
以及训练设施等进行安全排查，坚
决防范遏制各类案件发生，全力维
护队伍的安全稳定和集中统一。

新蓝乐途，丰富多彩。“历史是
最生动的教科书”。新训队组织新
消防员前往范仲淹政德教育基地
参观见学，开展《滨州特色文化》专
题授课，从驻地红色资源库出发，从
当地特色文化出发，教育引导新消
防员汲取红色力量，传承红色基因，
感受家的温暖，培塑新消防员血性
胆气，向优秀先辈学习，力争为消防
事业的建设与发展添砖加瓦。

市消防救援支队开展新下队
消防员集中教育培训

本报讯（记者 薛少敏 张松 报道）
近日，滨州市首届家庭应急技能大
赛决赛在沾化区市民活动中心体
育馆举行。活动中，各参赛家庭谈
收获、亮本领，在实践中不断提升
家庭应急技能。

滨州市首届家庭应急技能大赛
决赛由市应急局、市地震局联合市
卫健委、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
市科协、市红十字会共同主办，沾化
区政府承办，以家庭为单位比拼防
灾减灾科普知识及应急技能。自 9
月初启动以来，通过县区初赛最终

选出20个家庭参加决赛。
此次比赛共设置应急知识答

题、心肺复苏、包扎伤员、制作担架
及搬运伤员、家庭避震、烟道逃生、
火海逃生、楼房逃生、电器灭火9个
比赛项目，不仅有理论知识更有实
践操作，最终按动作标准程度及用
时情况评选出了一、二、三等奖。

家庭应急技能大赛通过强化实战
应急演练，进一步增强了全社会应急
自救互救能力，带动提升防灾减灾救
灾工作水平，让每一个家庭都成为安
全的堡垒，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滨州市首届家庭应急技能
大赛决赛举行以糖作画 传承“甜蜜”

本报记本报记者者  纪方方纪方方  通讯员 王晓斐

惠民县姜楼镇兰家村士翠糖画
糖人，具有千年以上的传承史，源于
唐代，大发展于明清，明清以后自四
川经河南传入山东。以糖制作成画
和人物，可观可食，是备受老百姓喜
爱的工艺食品，主要在当地和北京
经营。

“以前家里的收入靠种地，现在
我们夫妻俩都制作非遗手工艺品，
一年收入 20 万左右。”市级非遗糖
画糖人传承人张士翠说，自己从小
喜爱手工艺，2001 年，她到石家庄
跟糖画艺人习志永学习糖画制作技
术，起初也是紧张怕出错，先是在纸
上练习一笔画，一遍遍反复研究，技
术日渐娴熟。

糖画，又称“糖影儿”、“糖饼
儿”，起源于唐代的四川，相传它是
在古代“糖丞相”制作技艺的基础上
演化而来的。后来，四川民间艺人在
此基础上改进工艺，不用模具，而改
为直接操小铜勺，舀糖液绘出图案。
到了清代，糖画更加流行，制作技艺
日趋精妙，题材也更加广泛，多为龙、
凤、鱼、猴等喜闻乐见的吉祥图案。

“糖画是民间流传的古老艺术，
制作过程并不复杂。”张士翠介绍
道，先将炼制后的蔗糖置于大铜勺

内小火加热熔化，然后以小铜勺为
笔，以糖液作墨，凝神运腕，在光洁
的大理石板上抖、提、顿、放、收，时快
时慢，时高时低，随着缕缕糖丝飘下，
诸如飞禽走兽、花鸟虫鱼、金龙彩凤
以及神话人物等形象栩栩如生。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游刃
有余的手艺背后，是张士翠 20 多年
来的不断磨炼。“用糖制作的画，凉
了之后非常容易凝固，因此制作糖
画的动作要快。制作糖画相当于连
笔画，所以每笔之间不能间断，需要
把制作糖画的笔顺提前设计好，以
便尽快地完成糖画，防止糖液变凉
无法使用。画糖画需要有一定的绘
画功底，之前要进行绘画练习，主要
是练习笔顺和构图。”张士翠说。

糖人和糖画有异曲同工之妙，

制作时火候的控制是关键，过热则
太稀易变形，冷了又会太硬无法塑
形。“很多手工艺都有相通之处，熟
能生巧，在不断练习中自然就掌握
技巧。”除了糖画糖人，张士翠又学
习了捏面人、毛猴、中国结、草编、剪
纸、老北京绢人、老北京鬃人等手
艺，多次为企业年会等活动现场助
兴表演，被多所学校聘为非遗老师，
教授非遗课程。

张士翠经常思考如何让糖画糖
人走得更远，2017 年，成立了滨州
市煜桂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近年在
北京庙会多次参加糖画表演，加入
北京市西城区世纪传承文化协会，
还被北京手工艺术协会吸收为正式
会员，“走出去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
多大，才会有更多的机遇和未来。”

张士翠说。
“老手艺需要传承。”有很多人

慕名来拜师学艺，现在张士翠招收了
全国各地十几名徒弟。在产品上也不
断创新，更新糖画图案，糖画除了传
统的十二生肖，还根据当下流行的动
画片，制作一些卡通糖画，以求与时
俱进，让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

张士翠说，多年的发展离不开
家人的支持，她的丈夫刘延贵也是
非遗传承人，擅长捏面人、画糖画、
木版年画、皮影戏表演、老北京风
车、五谷画等民间手工艺，在手艺人
圈子内小有名气，每天档期排得很满，
去学校讲非遗课程，受邀到社区开展
非遗活动，传承和推广传统艺术。

“现在国家这么重视非遗，经常
看到各种非遗文化活动，非遗从人
们的印象中走进日常，丰富了文化
生活，大家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提
升了文化自豪感和自信心。”如今，
张士翠将儿时喜爱变为现实，也会
将这一“甜蜜”非遗传承下去，让非
遗不断绽放魅力与光彩。 本报讯（记者 刘清春 通讯员 

姜振洋 索笑笑 报道）近日，滨州市图
书馆联合滨州市茶业协会成功举办
了一场主题为《陆羽〈茶经〉经典解读
讲座·五之煮、六之饮》的文化活动。

本次讲座由袁珂主讲，他不仅
拥有丰富的茶文化知识背景，还担
任着滨州市茶业协会会长、循正职
业培训学校校长等职务，是一位在
茶学领域有着卓越贡献的专家。

讲座围绕《茶经》中的“五之
煮”和“六之饮”展开，袁珂深入浅
出地为大家介绍了煎茶的技艺，包
括如何正确烤茶、选火、择水，以及
煮茶的火候掌握等内容。同时，他
也强调了“茶有九难”的概念，即从
种植、鉴别到烹煮饮用，每一个环
节都需要精心对待。

在“五之煮”部分，袁珂讲解了
如何选择合适的炭材来保证茶的
味道，指出应该避免使用带有异味
的木材，因为这会影响到茶的品

质。对于用水，他提到山泉水是最
佳的选择，其次是江水，而井水则排
在最后。他还特别指出，在煮水的过
程中，要根据水的不同沸腾阶段来进
行不同的操作，确保茶汤的质量。

而在“六之饮”部分，袁珂讲述
了茶作为饮品的历史沿革及其文化
价值，从神农时代到唐宋明清，茶文
化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日益重要。
他还提到了不同类型的茶叶以及它
们的冲泡方法，并指出正确的饮茶
习惯对于体验茶的美好至关重要。

整场讲座不仅是一次知识的
分享，更是一场文化盛宴，让在场
的每一位听众都能感受到中国茶文
化的深厚底蕴。通过袁珂的讲解，
参与者们不仅学习到了茶艺的知
识，更深刻体会到了茶道背后的精
神追求和生活态度。本次活动得到
了广泛的好评，为滨州市民提供了
一个深入了解传统文化的机会，也
为茶文化的传播作出了积极贡献。

陆羽《茶经》经典解读讲座
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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