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荆常忠 通讯员 王
美健 报道）近年来，市人大常委会在
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制度化、规范化
建设方面积极探索，打造了一批具备
民意收集、法治宣传、监督法规实施
等功能的基层立法联系点，有效保障
群众建议诉求直达立法机关。

织密立体网络。市人大常委会
根据立法工作实际需要，综合考虑不
同地域、行业、领域、群体的立法需
求，在乡镇街道、城市社区、基层站
所、便民服务中心等设立基层立法联
系点，实现县（市、区）全覆盖。截至
目前，全市已设立 23 个立法联络站、
80个立法信息采集点、29个立法联系
单位、12 个立法咨询专家库，3000 余
名信息采集员，形成了以立法联系

点、立法联络站和信采集点为立法意
见采集主体，立法咨询专家库和立法
联系单位为专业力量补充的全方位
立法联系网络，为立法工作科学高效
开展提供强大的人员力量支撑。

打造精品工程。市人大常委会
连续三年将加强立法联系点建设列
入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并以“一县一
精品”为重要抓手，大力推进基层立
法联系点增点扩面、规范提升、增效
赋能。同时，制定出台立法联系点工
作制度，明确联系点组织架构、工作
职责和工作流程；研究出台《滨州市
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和规范基层立
法联系点建设的意见》，明确“一县一
精品”工作重点，进一步细化联系点
工作机制，拓展工作方式，为加强和

规范全市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进行
有效指导；出台实施方案，明确联系
点规范化建设八项标准，并发掘各县

（市、区）基层立法联系点特色亮点，
提出指导意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建立立法联系点动态管理机制，结合
联系点自身建设情况、工作开展频
次、意见征集数量和质量等开展评
估，根据评估情况及时调整立法联系
点设置，形成动态管理模式，激发立
法联系点工作活力。

创建特色品牌。邹平市人大常
委会作为省市两级人大常委会基层立
法联系点，率先探索形成接受任务、制
订方案、起草通知、广泛宣传、开展征
询、现场调研、召开会议、整理意见、汇
总上报、保存档案“十步工作法”，确

保把群众对立法工作的意见和要求
直接反馈给立法机关；滨城区市西街
道立法联系点畅通“线上+线下”立法
意见征集渠道，定期开展专题调研活
动，为法治建设出谋划策；沾化区富
源街道综治中心立法联系点探索“积
分存折”管理模式，制定立法意见建
议征集积分制管理标准，通过“积分
超市”兑换生产生活用品，激发了群
众参与立法的积极性；无棣县碣石山
镇码头社区代表联络站基层立法联
系点将办公场所建在党群服务中心，
充分用好党员、人大代表两支力量，将
意见征集与党员活动、人大代表进站接
待选民活动结合，今年以来举行征求意
见座谈会7次，接待选民活动10次，收
集立法意见建议52条。

基层立法联系点保障群众建议诉求直达立法机关
全市已设立 23 个立法联络站、80 个立法信息采集点、29 个立法联系单位、

12个立法咨询专家库

本报讯 （记者 吕翠萍 通讯员 
初儒晴 报道） 11 月 13 日晚，由市
委宣传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
办的艺韵新风——滨州市移风易俗
优秀节目展演在滨州保利大剧院举
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冷兴邦
出席活动。

展演活动在戏剧联唱 《移风易
俗谱新篇》 中开场。之后，吕剧

《墙头记选段》、西河大鼓 《老调解
争树》、快板书 《村村大变样》《移
风易俗在博兴》、小品 《老牛嫁女》

等精彩剧目轮番上演，集中讲述了
新农村建设、邻里矛盾调解、高价
彩礼等角度的故事，让身边人身边
事现身说法，贴近生活、生动鲜
活，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今年以来，滨州市文联系统充
分发挥组织优势和专业优势，引导
广大文艺工作者创作移风易俗主题
文艺精品 35 部，完成主题展演 100
余场次，把文明新风宣传送到了老
百姓家门口，发挥了文艺春风化雨、
润物无声的作用。

本报讯 （记者 李淑霞 通讯员 
杨贝贝 高真真 报道） 滨祁一家亲，

“云”端共成长。11 月 13 日，滨州
市妇联和青海省海北州祁连县妇联
联合举行“共修爱与智慧”银龄课
堂，帮助中老年人疏导心理压力，
融洽家庭关系，提高生活质量。

活动现场，国家二级心理咨询
师、滨州市“德润滨州”好家庭好
家教好家风宣讲团成员李玉秀将互
动体验与心理学专业知识相结合，
从家庭教育的本质、隔代教育的界
限等方面，引导大家了解儿童心理
发展规律，学会尊重孩子个性、心

理需求和选择决定，树立科学家庭
教育认识。

滨州市和祁连县的40余名中老
年学员“云”端相见，共话隔代养
育、科学育儿。大家纷纷表示，隔
代教育讲座非常精彩、实用，收获
满满。据了解，滨州市妇联通过

“云”端课堂，进一步搭建起两地之
间妇联工作深入交流的桥梁。下一
步，将邀请更多专家线上授课，为
两地家长传授科学育儿知识、提供
专业培训指导，推动两地家庭教育
高质量发展。

滨祁一家亲  “云”端共成长
滨州市妇联和祁连县妇联联合举行

“共修爱与智慧”银龄课堂

滨州市移风易俗优秀节目
展演举行

本报讯 （记者 孙晓辉  通讯员 
赵政 李敬 王文宁 报道） 11月12日
至13日，浙江省湖州市委老干部局
一行来滨考察交流老干部工作，并
举行两地老干部工作友好合作协议
签约仪式。此次签约旨在构建长效
合作机制，持续深化两地老干部工
作合作交流，全力推动新时代老干
部工作高质量发展。

签约仪式上，我市向湖州市赠
送了由老干部倾情创作的国画作品

《友谊长存》 和“芳华艺术节”文
创作品。签署协议秉持互惠互助、
信息共享、注重实效的原则，围绕
离退休干部党建、作用发挥、文化
养老、队伍建设等方面，通过活动
联办、队伍联育、经验交流等形式
确立长期合作机制，致力推进两地

协同发展，为老干部工作注入新活
力。

湖州市委老干部局一行先后到
滨州市老年大学、市老干部活动中
心、滨城区关爱老干部心理健康基
地、市中街道文汇社区“渤海银辉
之家”等地进行考察学习，深入了
解我市老干部工作品牌亮点。湖州
考察团对滨州市实施离退休干部

“康乃馨”心理关爱行动，扎实开
展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用心用情
精准服务的做法给予高度评价。

下一步，双方将进一步深化拓
展合作，推动两地老干部工作组织
共建、队伍共促、资源共享、实事
共办、发展共谋，共同开创跨省系
统联动老干部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新
篇章。

滨州与湖州签署老干部工作
友好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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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伟伟 通讯员 
史春浩 报道） 我市自 2020 年启动
政务公开专区建设以来，不断拓展
功能与服务，以“小专区大服务”
的工作理念，打造全域覆盖、全量
信息、全维公开、全景服务的“四
全专区”，实现“一专多能”，为全
市政务公开工作赋能增效。

全域覆盖，统筹推进。按照国
务院办公厅、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对在各级政务服务大厅、便民服
务中心等场所设立政务公开专区的
安排部署，落实政务公开向基层延
伸的工作部署，整合公众需求，强
化顶层设计，以博兴县为试点，为
全市探索经验和路径，统筹推进政
务公开专区建设，实现市、县、乡
镇 （街道）、村 （社区） 四级政务
公开专区覆盖。在此基础上积极探
索标准化建设模式，实现了专区

“六统一”，即统一标识、统一场所
设置、统一配套设备、统一软件系
统、统一服务事项、统一人员管
理。

全量信息，集成发布。作为政
务公开平台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滨州市政务公开专区致力于为公众
提供全面、详尽、权威的政府信
息。整合政府各部门的信息资源，
实现政府信息查询、信息公开申请、
办事咨询答复、办事指南、服务事
项、审批流程等各类政府信息的集
中展示。全国首创“线上专区”，
开发建设了滨州市政务公开便民服
务系统，配备自助查询机，实现便
民地图、征地信息、码上知道、政
府网站、惠企政策平台、政务新媒
体矩阵等功能“一触即享”，线上
线下信息全量发布。

全维公开，多元立体。在市县
乡村四级“线下全覆盖”、“线上一
网统览”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服
务，优化功能，政务公开专区便民
服务系统除支持触摸屏外，同时支
持电脑端、手机端等多种访问方
式，实现查询服务系统与政府信息
公开专栏、政府文件库等互联互
通。积极打造又一例全国首创“政
务公开移动专区”——通过公交车
车载电子屏对重要法规政策进行宣
传解读推送，目前市城区公交车载
电子屏幕实现政策图文、视频轮
播，受到了广大市民群众欢迎。

全景展示，一站服务。为积极
拓展政务公开专区功能，提高专区
利用率，滨州组织各级各部门在市
县乡村四级专区举办了30余场“高
效办成一件事”暨政务公开专区现
场服务，邀请部门负责人、行业专
家进行重要政策现场解读、综合政
策咨询、办事流程场景展示，实现

“政策面对面 办事手把手”。同时，
积极落实“在重点公共企事业单位
等便民服务场所打造特色亮点的品
牌专区”的工作部署，推进大型商
超、医院、车站、旅游景点、供热
大厅等特色专区建设，并开发订制
了个性化便民服务系统，满足了不
同场所的公众需求。

下一步，我市将认真落实“围
绕便民利企、突显方便快捷”的建
管要求，积极探索政务公开专区标
准化建设和特色化发展路子，着力
推进公开与服务、公开与业务深度
融合，为群众和企业提供一站式、
个性化、便捷化的公开服务，打造
有速度、有温度、有维度的政务公
开专区品牌。

我市打造政务公开
“四全专区”便民利企

从渤海之滨到天山之巅系列报道之六

“贪心的蒋介石抢我们的饭碗
子，我们和他拼到底，拼到底。青年壮
年要奋起，加油参军要积极。参加解
放军，保卫解放区。嗨哟嗨哟……”

虽然已经 95 岁了，但是 70 多
年前的参军歌曲，李明堂依然记得
很清楚。

1947 年 2 月，李明堂参加渤海
军区教导旅，跟随部队万里西征、
屯垦戍边。

今年 10 月 15 日，在新疆巴彦
郭楞蒙古族自治州库尔勒市老年
病医院康复中心，记者见到了这位
渤海军区教导旅的老战士。

听说家乡来人了，李明堂穿上
了珍藏的军装，并佩戴上军功章。

听到熟悉的山东话，李明堂打
开了话匣子，自豪地给记者讲起了
西征路上的艰难险阻和屯垦戍边
的艰苦历程。

冒着生命危险送信

1929 年初冬，李明堂出生在山
东省商河县一个贫困家庭。十四
五岁就跟着父亲给地主家帮工。

1947年2月，村长动员翻身的农
民当兵，李明堂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在部队，李明堂在政治部警通
班当通信兵，专门负责信件传送。

1947年2月25日，山东渤海军
区教导旅在阳信县老观王庄举行
建军典礼。

由于国民党的飞机经常扰乱
部队，随后渤海军区教导旅开赴庆
云常家庄。部队在庆云开展了大
练兵运动和思想教育运动。

在训练中，李明堂最大的收获
是学到了文化。参军之前，他大字
不识一个，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
写，几个月下来认识了不少字。

训练八个月，脑子灵活的李明
堂不仅认识了许多字，学会了使用
武器，而且熟练掌握了拆装各种武
器的技术。

1947 年 10 月底，部队从山东
庆云出发，向大西北战场开拔。随
后，渤海军区教导旅回归西北野战
军建制，改番号为西北野战军第 2
纵队独立第6旅。

在黄龙山麓反击战中，军部驻
扎在黄龙镇。有一晚，政治部主任
叶显棠让李明堂给军部送信。

李明堂骑着一头托运行李的骡
子就出发了。爬山坡时，骡子一个

趔趄把李明堂摔了下来，头正好磕
在一块石头上。他顿时昏死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李明堂醒过
来。这头骡子极通人性，竟然双腿
跪在地上，李明堂迷迷糊糊地爬到
骡子背上，心里暗想，我要死了，任
务完不成了咋办呢。庆幸的是，走
着走着李明堂的头脑渐渐清醒，最
终把信安全送到军部。

李明堂感慨地说，多亏了这头
骡子懂事通人性，趴下让我爬上
去，要不还真麻烦了。

按原定时间，李明堂返回晚
了。叶显棠非但没批评他，还表扬
了他——没被敌人发现，安全回来
很了不起。

送信过程中，李明堂遇到的最
危险的一次是过渭河。前方有位
老乡带路，李明堂跟在后面。

正走着，十六团一匹驮武器的
骡子撞到李明堂，把他撞到了深水
区。李明堂是个旱鸭子不会水。
等老乡把他拽上来时，他浑身已经
湿透。

李明堂说，有一次数九寒天渡
冰河，他害怕首长冻坏，于是便背
起首长过河。过河后，他没时间松
开绑腿，穿着冰冷的湿衣服湿鞋子
继续赶路，时间长了落下了病。

李明堂的小儿子李拥军挽起
老人的裤腿让我们看，老人的小腿
黑如煤炭，青筋鼓起老高。

屯垦戍边不言苦

1949 年 11 月，六师（原独六
旅）师长张仲翰带领部队抵达焉耆。
当时的焉耆，是一座破败的小城。

李明堂调任六师教导队 2 排 6
班班长。他带领 8 个人在焉耆县西
北角驻守通往和静县的大门。

没地方住，他们自己动手在城
墙边打草把子，挖一个简易的窝
棚，盖着芨芨草和芦苇。8 个人就
挤在里面住。

当时，为建设工厂，兵团号召
节省一套衣服、一顶军帽支援建设
纺织厂、修配厂、水泥厂、钢铁厂、
八一面粉厂等单位。

李明堂说，为了节约衣服，他
们都光着膀子干活，有的甚至光着
屁股。睡觉没有褥子，没有床单，
冬天、夏天只有一床被子。

和生活条件艰苦比起来，最令
李明堂难忘的还有新疆的蚊子。

在新疆有句顺口溜：“吐鲁番
的葡萄哈密的瓜，达坂城的姑娘一
枝花，焉耆的蚊子用手抓。”

在河边开荒地，蚊子小，咬人
铺天盖地；蚊子大，咬人比敌人还
无情。战士们戏称“三个蚊子一盘
菜”，可见蚊子有多大。

晚上睡觉，李明堂和战士们把
被子里的棉絮掏出来，既当蚊帐，
又作床单。睡觉就钻到被单里蒙
着头，要不然就会被蚊子叮咬得睡
不着。吃饭时得找一块纱布把头
和脸盖起来，旁边还得点一根艾草
熏蚊子，如若不然，一顿饭下来，脸
肿得像猪头。

但是李明堂和战友们没有一个
人有怨言，干活都争着抢着往前冲。

为尽快建成面粉厂，保障焉耆
粮食供应，李明堂所在班组被调去
开都河挖沙子。

为加快速度，李明堂和战友两
人抬着装满沙子的抬耙子从河里
跑步上来，一天下来累得腰酸背
疼。李明堂干劲十足，连续两年被
评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荣
立一等功。

当保管铁面无私

1952 年，教导队解散后，李明
堂分到了二师面粉厂。李明堂在
面粉厂历任班长、车间副主任、材
料保管员。

1956 年，李明堂与一位山东女
兵恋爱结婚，生儿育女。他给两个
儿子起名“新军”和“拥军”。

保管员管理着全厂的所有库房
和各种物资材料。李明堂文化程度
低，许多材料他见都没见过。为尽快
掌握熟悉材料名称和性能，李明堂拿
个本子对照实物一一记录。直到现
在，他还坚持记录每天发生的事。

为确保供应，面粉厂采取三班
倒、24 小时生产。无论白天还是黑
夜，只要需要材料，车间的人就找
李明堂。

李拥军说，他们小的时候，记
忆中的父亲腰上挂着一大串钥匙，
走路叮叮当当地响。父亲在家的
时间很少，经常饭碗还没有放下，
就有人来喊他，父亲跟着来人放下
饭碗就跑。

有一天晚饭后，眼看要下雨。
李明堂叫上未成年的大儿子和他
一起去给粮食盖帆布。帆布又厚

又沉，两个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把帆布一张一张地拽出来，登上高
高的粮垛盖上。

此时，雨噼里啪啦地下起来。
李明堂父子淋得浑身透湿。父子俩
顾不得这些，一心想着粮食，直到把
所有的粮食都盖好，才冒雨回家。

在李明堂儿子的眼中，父亲是
坚定的共产党员，受党教育多年，三
大纪律八项注意，无时无刻不撰刻
在脑海。忠于职守，绝不把公家的
东西拿回家，哪怕一颗小小的钉子。

李明堂家 5 口人挤在一间 20
多平方米的房子。家里只有两张
床一个箱子，饭桌是担起来的木
板，甚至没有一个板凳。

李拥军说，母亲为了父亲洗
脚方便，用打了一层一层补丁的
帆布和自己找来的木条，动手做
了一个小马扎。找不到小螺丝钉，
母亲在外面捡了两个大钉子，找
人帮忙雕螺纹，安上朋友给的螺
帽，才算做好。

这个自制的马扎，李明堂用了
几十年。两个儿子把马扎保存至
今，看到就伤心地落泪。

李明堂的很多战友后来担任
了领导。李明堂从没有因为个人
的私事找过组织和战友帮忙。李
拥军和哥哥都下岗了，靠自学成
才，开发软件自己干。

李拥军打开手机让记者一行
看照片。照片中，李明堂站在一张
渤海军区教导旅万里西征的路线
图旁，图上清楚地标注了教导旅所
经历的十大战役。

李拥军说：“这是我哥哥设计
的渤海军区教导旅的进军路线图。
他一定是听了父亲的讲述后制作
的。怎么样打的仗、怎么过来的，父
亲讲得非常清楚。现在，这个图就陈
列在巴州军分区的军史馆里。我父
亲还给军史馆捐献了两枚军功章。”

李明堂对儿女的影响也是很
大的。李拥军说，“坚韧不拔、自强
不息、不等不靠，不向国家伸手，靠
个人努力奋斗——这就是父亲给
我们的最宝贵的财富。”

11 月 14 日，李拥军给记者发
微信说：“10 月 15 日，你们过来给
老人送的花，现在都干枯了。可是
护工要拿走，父亲死活都不让拿，
一直到现在还放在桌子上。他说，
那是故乡人民的情和爱。”

李明堂：冒着生命危险送信
本报记者 韩俊亮 安传龙 李振平

老兵档案

李 明 堂 ，男 ，汉
族，1929 年 11 月出生，
山 东 省 商 河 县 人 。
1947 年 2 月参军。历
任渤海军区教导旅通
信员、警卫员、警备连
司 务 长 等 职 。 1953
年 后 历 任 师 面 粉 厂
车间副主任、厂部材
料 员 、保 管 员 、代 理
厂 部 三 排 长 等 职 。
1982 年离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