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在阳信县劳店镇
科普教育大厅，小朋友在消
防救援队员的指导下进行模
拟灭火训练。阳信县通过举
办消防宣传教育活动，帮助
人们学习消防知识，提升安
全意识。 （新华社发 初宝瑞 
摄影）

学习消防知识
提升安全意识

本报滨州讯（通讯员 熊琳琳 报
道）近日，由市人社局推荐的“滨州市
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和滨州“云零工”
微信小程序在全省“数智就业”服务应
用场景评选活动中，分别被评选为
2024年山东省“数智就业”服务典型应
用场景、2024 年山东省“数智就业”服
务创新应用场景。此次评选由山东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举办，全省 16
地市共93个应用场景参加评选，经初
筛、初审、云上复审等环节，共评选出

2024年山东省“数智就业”服务典型应
用场景20个、创新应用场景20个。

近年来，按照部省“数字人社建
设行动”要求，市就业人才中心深入
基层调研就业服务工作实际，探索信
息化驱动就业工作的新模式，提升服
务质效，充分发挥数字化示范引领作
用，以线上求职招聘为突破口，研发
建设了滨州市公共就业服务平台，以
就业“小场景”带动智慧“大就业”，赋
能经济社会发展。

滨州市公共就业服务平台由“就
好办”公众号、“云零工”小程序、滨州

“就业码”三大模块组成，打造集求职
招聘、零工服务、政策咨询、职业指导、
帮办代办等于一体的综合就业服务平
台，求职者一部手机即可满足个人就
业需求。目前，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已
累计注册企业7683 家，注册个人32.9
万人，平均每天为 150 人次提供服务
咨询，已有5.1万余名求职者通过该平
台到企业参加面试，4.2万余名成功入

职；“云零工”小程序已累计发布零工
信息 2.5 万条，为 1.2 万人次务工人员
提供点对点发单接单服务，实现务工
人员掌上“揽活”、用工者“指尖”招工。

下一步，我市将以本次应用场景
评选活动为契机，以“智慧人社”建设
为引领，以推行“数智就业”模式、培
育特色品牌为抓手，积极创建更多个
性化、特色化的创新场景，为推动全
市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数智就
业”力量。

务工者掌上“揽活” 用工者“指尖”招工
滨州市公共就业服务平台获评2024年山东省“数智就业”服务典型应用场景

滨州市着力培育壮大现代海洋
产业规模，深化海洋经济科创驱动引
领，谱写现代化海洋和渔业发展新篇
章。

推动传统渔业绿色发展。无棣
县通过在渤海湾开展贝类底播增殖，
在坚持向海洋要“粮食”的同时，实现
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双提升。近
年 来 已 在 国 家 级 海 洋 牧 场 示 范 区
——正海海洋牧场累计底播增殖文
蛤、四角蛤、毛蚶等贝类苗种 310 亿
粒。正海海洋牧场生产研究员路兴
伟介绍，现在海洋牧场每年产出贝类
10 万多吨投放市场，使他们的效益提
高了 20% 左右。研究发现，贝类在修
复海洋生态系统、改善海水水质等方
面有着重要作用。现在牧场每年繁
育150亿粒贝类苗种用于渤海海域底
播增殖。贝类的壳的主要成分是碳
酸钙，贝类在生长过程中，利用海水
中的一部分碳，转化成碳酸钙，而且
贝类是一种滤食性生物，滤食速率很

高，可以净化水中的浮游植物和颗粒
有机物，达到净化水质的作用。目
前，无棣县贝类养殖产业年产值超过
8 亿元，通过底播增殖贝类，近岸海域
优良水体比例达到 88.9% 以上，也间
接维护了世界上保存最完整且唯一
新老堤并存的贝壳堤岛景观，保护区

内的鸟类由建区时的 45 种增加到
230 种，绘就了一幅海洋渔业开发利
用和生态保护的美好蓝图。

新兴海洋产业激发“蓝色新动
能”。在位于沾化区滨海镇的华能 85
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施工现场，工人
们正在进行光伏面板的安装作业，该

项目已纳入国家第三批大型风电光
伏发电基地建设清单，预计2024年底
全容量并网投产，建成后将成为山东
省最大的单体新能源项目之一。华
能山东发电有限公司滨州光伏建设
项目部副经理陈伟田告诉记者：”该
项目建成以后，每年可提供绿色清洁
电能 12.821 亿度，按此计算，我们每
天提供的绿色电能可以供近 20 万人
使用。同时，这个项目可以减少标煤
39 万吨，可以分别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108 万吨，二氧化硫排放 108 吨，氮氧
化物排放173吨。”

滨州深入实施海洋蓝色碳汇行
动，搭建盐沼湿地、贝类资源等碳库
现状及动态数据库，推进海洋产品实
现生态价值。培育壮大现代海洋产
业规模，锚定 15 个主要海洋产业，紧
盯 83 个重点涉海项目，突出盐化工、
生物制药、海工装备等产业，引进项
目，挖存量、扩增量，推动海洋经济高
质量发展。

滨州紧盯83个重点涉海项目
培育壮大现代海洋产业规模

本报记者 董珊珊  吴云峰 王杰

本报滨州讯（通讯员 报道）近
日，滨州市劳动教育工作会议暨研
学基地（营地）授牌仪式在沾化区
大高镇举行，滨州市普法宣传教育
示范基地成为第五批市级中小学
生研学基地。

滨州市司法局依托各级各类
法治阵地，积极打造“红领巾律学
堂”青少年普法品牌，探索法治研
学项目，开展“红领巾律学堂”训练
营系列活动、青少年暑期法治研学
系列活动等，通过“互动式”说法、

“沉浸式”普法、“情景式”学法，推
动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向纵
深发展，多维度、多层次、多角度宣
传普及与青少年学习生活密切相
关的法律法规，让青少年在轻松愉
快的氛围中学习法律知识、增强法
治意识、提高法治素养，为全市青

少年健康成长营造了良好的法治
环境。

下一步，滨州市司法局将继续
拓展研学项目 ，增 设 各 类 特 色 法
治课程，探索法治文化与红色文
化、优 秀 传 统 法 律 文 化、非 遗 文
化等融合课程，开发符合新时代
青少年儿童学法用法需求的法治
宣传教育课程，不断提高法治课
程互动性和普法宣传工作质效。
滨州市司法局将以此为契机，进
一 步 整 合 资 源 ，优 化 服 务 ，加 强
与各界的融合联动，打造更多高
质量的法治项目，不断提升青少
年普法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
性 ，为 培 养 新 时 代 法 治 人 才、助
推品质滨州建设、推动全面依法
治国战略在滨州落地生根贡献力
量。

市普法宣传教育示范基地
成为市级中小学生研学基地

本报讯（记者 刘清春 通讯员  
姜振洋 索笑笑 报道）近日，在中
国·滨州文化大讲堂第 313 期上，
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刘悦
坦带来了一场题为《青少年阅读
乐趣与阅读能力提升》的趣味讲
座。

讲座伊始，刘悦坦便以其生
动的案例迅速吸引了在场听众的
注意力。他强调了阅读对于青少
年 成 长 的 重 要 性 ，他 认 为 ，阅 读
不 仅 能 够 丰 富 青 少 年 的 知 识 储
备，还能培养他们的思维能力和
创造力，为他们的未来发展打下
坚实基础。

那么，如何通过培养阅读乐
趣来有效提升青少年的阅读能力
呢？刘悦坦从自身经历出发，分
享了一系列看似平凡却充满智慧
的方法和技巧。他鼓励青少年要
广泛阅读各种类型的书籍，包括
文学、历史、科学等各个领域，以
拓 宽 自 己 的 视 野 和 知 识 面 。 同
时，他还强调阅读过程中的思考
的作用，鼓励青少年在阅读时要
善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从而加深对书中知识的理
解和吸收。

其中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
刘悦坦分享的“满分作文十大秘
笈”。他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剖析
了那些令人拍案叫绝的满分作文
背后的奥秘，强调了观察与感悟
的重要性，指出了文采与逻辑的
完美结合之道。刘悦坦分享的每
一个秘笈，都如同一把钥匙，为青
少年们打开了一扇扇通往文学殿
堂的大门。

其间，刘悦坦巧妙地引用了
爱 因 斯 坦制作三 个 小 板 凳 的 经
典故事，以此来启发和引导孩子
们 在 阅 读 过 程 中 的 思 考 习 惯 与
提问精神。他表示，在面对知识
或学习时，不应满足于表面的理
解 ，更 要 学 会 批 判 性 地 思 考 ，在
知 识 的 探 索 之 路 上 ，不 断 前 行 ，
勇 敢 提 问 ，持 续 成 长 。 讲 座 最
后，刘悦坦还与现场观众进行了
互 动 交 流 。 他 耐 心 地 回 答 了 观
众提出的问题，分享了自己的见
解和经验，让每一位观众都受益
匪浅。

山大教授刘悦坦为
滨州孩子指点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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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滨州讯（通讯员 刘恺 柴鹏 
张寒宵 报道）“你好，我现在在黄河
边上，孩子踩到淤泥陷进去了，已
经快到腰部了，能不能来帮帮我们
……”11 月 17 日，滨州市消防救援
支队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接
警后，指挥中心立即调派杜店消防
救援站 2 车 12 人赶赴现场进行处
置。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
现被困人员是一名 10 岁左右的女
孩，该女孩右侧大腿已经全部陷入
淤泥中，还在缓慢下沉，情况十分
危急。

女孩 因 受 到 惊 吓 哭 泣 挣 扎 ，
消 防 救 援 人 员 不 断 对 被 困 女 孩
进行情绪安抚，避免其因为过度
紧张而导致身体进一步下沉，并
根 据 现 场 情 况 使 用 安 全 绳 对 女

孩 腰 部 进 行 固 定 。 消 防 救 援 人
员 尝 试 抱 住 女 孩 将 其 从 泥 潭 中
拖出，但是由于陷的太深加上淤
泥较为浓稠，给救援带来一定的
难度。

随后，几 名 消 防 救 援 人 员 徒
手挖掘女孩腿部的淤泥和碎石，
一边挖一边缓慢将女孩“拔”出。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紧张救援，被
困女孩被成功救出。由于夜晚光
线较差且淤泥地面积较大，消防
救援人员担心女孩再次陷入淤泥
中，于是将自己身体垫在女孩身
下，背着女孩缓慢爬出淤泥地，交
给其家长。

事后了解得知，女孩和家人一
起到黄河边玩耍时，不小心踩进淤
泥中，家人救援一个多小时无果，
只能拨打119进行求助。

女孩深陷淤泥“无法自拔”
消防救援人员紧急施救

3.1.3 解放战争中后期——渤海
海关总海关时期

（1）渤海海关的正式设立
随着解放区进出口业务的快速

增长，下洼海关等口岸机构不断壮
大。1948 年 8 月初，为加强对渤海区
各海关、海卡和所站的统一管理，为
战略大反攻提供支持，华东财办工商
部决定设立渤海进出口管理局，下洼
海关改设渤海海关，受新组建的渤海
进出口管理局和渤海行署关务处双
重领导，机关驻在沾化下洼（今滨州
市沾化区下洼镇）。

1948年9月13日，渤海海关正式
开关，负责统一管辖西起无棣县埕子
口、东至寿光县羊角沟的整个渤海区
沿边海关业务。根据华东财办《干部
令》（总字 1948 年第 21 号、工商部干
字 1948 年 1 号），渤海进出口管理局
局长为刘乐川、监委为杜步舟，海关
主任为王洪章。

这一时期山东解放区各进出口
管理局冠名方式与所属海关冠名方式
具有一致性，在《华东财办工商部关于

自行刻制验讫章的通知》（秘字 1948
年第5号）中，即做出明确规定：“各进
出口局之各海关定文为：XX海关”。

至1949年底，山东境内又相继建
立了滨海、滨北等解放区人民海关，
并在沿海口岸（青岛港除外）设立海
关分支机构，实施进出口货物监管、
检疫等工作。

至此，山东解放区形成胶东、渤
海、滨海、滨北四个地区海关格局。

（2）渤海海关的组织架构与干部
队伍

渤海海关成立时，设主任室、会
计股、检（监）查股、验估股和缉私队，
下设埕口、羊角沟、黄河口（利津）、义
和庄 4 个分关和一批分卡，直辖桃尔
河分卡。队伍规模一度增至近两百
人，并配备武器枪支用于监管和安全
保卫。

这一时期，各部门负责人如下：
渤海海关主任：王洪章
主任室：周然 周柏生 李文钦
检查股股长：刘勇三（兼缉私队

队长）
验估股股长：王杰民

税务股股长：崔贞
会计股股长：张温汝
总会计：李振敏
武装队队长：单大海，副队长：高敏
埕口分关长：张子纯 王建华
羊角沟分关长：于济源 葛森
黄河口分关长：刘宝文
套尔河海卡卡长：刘迎三
大口河海卡卡长：魏广学 韩云诚
郭家局子海卡卡长：马本强 蔺德甫
目前，可寻见的部分原渤海海关

关员《自传》介绍了其在渤海海关任
职时的情况，如《南下干部在玉环》

（山东党史出版社）之《王杰民同志自
传：家庭情况与社会关系》一文中提
到“1946 年 2 月调惠阳滨工商支局任
总务，6 月惠阳滨支局合并到下洼支
局。从这时直到南下，我都在下洼支
局和渤海海关工作，先后任工商支局
会计兼文书、海关文书、税务股副股
长、海关所副所长和渤海总关验估股
股长。”

1948 年底，渤海海关工作人员数
量为一百多人，约占山东解放区海关
工作过的供给制人员总数（1083 人）
的十分之一。渤海海关的这些干部，
以抗战时期培养的工商税务干部为
骨干，究其来源，可概要梳理如下：抗
战时期，以社会吸收为主，一是不分
阶级不分男女，只要抗日救国，就可

参加革命；二是积极动员青年参军参
政；三是吸收优秀村干、乡干脱产到
政府部门工作。抗战胜利后，主要来
源是农村，如从土改积极分子中吸
收，另外还从学校中分配，渤海区设
有会计专科学校、工商学校等。1948
年6 月，各学校合并成立渤海公学，设
有政权干部队、财政队、工商队、实业
队、青年队等。据 1949 年 3 月统计，
学习工商、税务政策的工商队已结业
728人，占全校结业学员的37.4%。

（3）渤海海关的机构优化调整
1948 年下半年至 1949 年初，因

战争形势快速变化，渤海海关根据需
要和上级指令进行了一系列机构优
化调整，将埕口、羊角沟、黄河口、义
和庄 4 个分关陆续改设为海关事务
所。1948 年 12 月 25 日，华东财办
工商部召开全省海关主任会议，传
达讨论了新订的各种办法、条例和
制度执行问题，研究了各级海关编
制，12 月 29 日形成《海关主任会议
新订制度与具体执行办法》，规定：
渤海海关，现设之利津（黄河口）、义
和庄事务所撤销。1949 年 1 月，华
东财办工商部向财办报送《海关主
任会议关务工作文件》，明确：渤海
海关改设下洼海关，下属埕口、羊角
沟两个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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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无棣讯（通讯员 董立富 
报道）11 月 19 日，无棣县科协举行
科普进社区宣传活动。

活动中，工作人员在馨怡小区
为居民讲解了各类贴近实际、贴近
生活的科普知识，发放了《关爱健
康从我做起》《提升基层应急能力》

《家庭必备应急救护手册》等科普
宣传书册以及科普手提袋等宣传

物品。
下一步，无棣县科协将结合县

域实际，持续进学校、进社区，举办
多元化的科普活动，针对不同群体
提供精准科普服务，实现科普“零
距离”，让广大群众切实感受到科
技带来的发展与进步，营造全社会
崇尚科学、热爱科学、学习科学的
浓厚氛围。

科普进社区
安全伴身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