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河明珠”滨州的前身后世
品读“黄河从我门前过——千年北镇蝶变记”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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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主城区由黄河岸边的小镇“北镇”发展而来，2000年以来，北镇依傍黄河，见证了滨州兴盛崛起的历程。
为迎接2025农历乙巳蛇年春节，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让群众在欢乐祥和中感受民俗风情，丰富精神文化生活，

深入推进“在知爱建”主题实践活动，增强市民对黄河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市博物馆策划推出了“黄河从我门前过
——千年北镇蝶变记”展览，记者对该展览进行了深入解读，以飨读者。

“北镇”这名字起自何时？为什
么叫“北镇”不叫“南镇”？黄河航运
延续了多少年？百年前的滨州是什
么模样？惠民地区行署机关为什么
从惠民搬到了北镇？黄河带给滨州
的究竟是什么？

……
眼下，“黄河从我门前过——千

年北镇蝶变记”展览正在市博物馆展
出，在那里，能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北镇原名“蒲台镇”，一
度曾是蒲台县城所在地

在该展览的第一单元“千年记
忆·因水而兴”中，您可以了解北镇名
字的由来。

早在西汉时期，滨州这方土地
上，设置了漯沃县。隋朝，漯沃县改
为蒲台县。宋朝，蒲台县并入渤海
县，蒲台县城改为“蒲台镇”。金朝初
年，在大清河南另建县城命名蒲台
县。明朝，渤海县入滨州，蒲台镇随
属滨州。清朝，因为与蒲台县城隔河
相对，此地俗称“蒲北镇”。民国时期
前后，逐渐简称“北镇”。1956 年，蒲
台撤销县制。1984年，北镇改为滨州。

也就是说，北镇原名“蒲台镇”，
一度曾是蒲台县城所在地。北镇一
词，可查的最早史料为乾隆二十八年
的《蒲台县志》。

民间早就流传着“先有皂荚树，
后有北镇街”的说法。这棵皂荚树，
位于北镇六街。据说，它种植于隋
代，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

自唐朝起，北镇就设有渡口，是
通往京津和入山海关的要道，也是大
清河下游的惟一重要渡口，古称“清
河横带”。清《蒲台县志》记载，“数十
年来，河渐沙淤，海舶不至，惟盐艘经
由，及关东粮、石、木板、海鱼诸物装
载抵蒲，在北镇交易。”

清末民初，北镇有字号的商家已达
百余家，北镇大集更是远近闻名。每逢
农历三、八的北镇大集，往往数万人聚
集于此。当时，市集繁华，分片成区，鱼

市、米市、干粉市、纸烟市，木材、柴禾、
布匹、鞋帽、铁器等，应有尽有。由于当
地经济繁荣，在地图上可以看到当时北
镇居民房屋大部分是瓦房结构。

1952 年，惠民地区行署机关从惠
民县城搬迁到了北镇，在北镇旧城西
北 1.5 公里处新建城区，民间称“新北
镇”，原北镇被称为“老北镇”。“新北
镇”规划为棋盘街，南北向为渤海路，
东西向为黄河路。

此次展览历史地图多、
百年照片多、老报纸版面
多、烟火故事多

该展览展出有老照片、织布机、
粮票、北镇影院场景复原图等。值得
一提的是，该展览展出了数量多、质
量高的历代滨州地图。其中特别重
要的是 1881年绘制的山东省黄河图，
该图详细描绘了黄河流经山东境内及
沿线各支流两旁的政区、村落的分布
情况。还有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
由山东测绘局绘制的蒲台县地图。

在该展览的“百年影像”单元中，
我们可以管窥祖辈的真实生活场景。
光绪二十三年，英国人赵诚来到滨州
北镇，在黄河大堤下建起鸿文教堂、
鸿文中学，又在北镇街建起鸿济医
院。赵诚在滨州北镇待了近40年，被
后人称为“至今唯一会说北镇话的外
国人，当时唯一一个用客观眼光观察
北镇和蒲城的人”，并且是“唯一一个

用照相机记录过100年前滨州的人”。
在他拍摄的画面中，可以看到当

时身穿臃肿肥大的棉衣、裹小脚的妇
女、清代官兵合影等。百年前的滨
州，男孩子还拖着长长的辫子，女娃
娃还缠着厚厚的裹脚布，巷子里有锔
碗锔盆儿的手艺人，马车要摆渡才能
过黄河……

关于黄河航运，有一个暖心故
事。有位老人叫尹庆升，是里则街道
尹家村人，自小跟着爷爷排船、修船、
驶船，开“水木匠”铺子，做“对槽船”。
长大后，尹庆升在黄河滩区“滨县玉
皇堂造船厂”工作，也就是后来的“山
东黄河河务局航运大队”，他在船厂
工作了34年。退休后，尹庆升想要打
造上百只木船，举办一个黄河木船
展。随后，尹庆升开始规划车间、制
作工具、购买木料，制造黄河木船模
型。如此“黄河痴情”，令人感慨。

黄河上第一艘客轮名
为“鲁生号”，运行至20世
纪80年代

黄河在滨州穿境而过，在漫长的
历史中，城与河两相依。

历史上，黄河水患频繁，改道 26
次，“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给民众
带来深重灾难。1855 年，黄河从河南
铜瓦厢决口，夺大清河入海。为绝水
患，清朝政府不惜从空虚的国库中划拨
重金，修筑黄河大堤。那时，道旭被辟

为黄河渡口，河面上往来桅樯云集，船
帆密布，渡口码头上商贾如织，十分繁
荣。1938 年，在花园口处炸开黄河大
堤后，道旭渡口一度荒废。1947年，堵
复花园口，道旭渡口成为连接黄河下游
南北交通和运送人员物资的重要通道。

从该展览得知，民国十年到民国
二十六年期间，道旭渡口南北两岸共
有船只20余只。据老船工回忆，那时
船只运价很不合理，平均每人每天分
得四五角钱，最好的时候，能分得一元
钱，算来每天能买10斤粮食，勉强能维
持一家人的生活，根本没有余钱。

黄河上第一艘客轮名为“鲁生
号”。1954 年，黄河道旭渡口的土码
头改建为石码头，随后又将木渡船改
换为火轮船。当时，两条火轮船昼夜
不停地对开，日均渡运车辆达 340 余
辆次。1955 年 10 月，往返于北镇和
济南泺口之间的黄河上第一艘客轮

“鲁生号”正式开航。直至 20 世纪 80
年代，两地水路航运基本停止。

1972年10月1日，北镇黄河大桥
正式通车。1987 年，北镇黄河大桥全
线通车。该桥的建成，结束了惠民地
区黄河南北“隔河如隔山，过河如渡
险”的艰难历史。

从老北镇到新滨州的变迁，得益
于黄河的滋养。比如 1956 年建成的
张肖堂灌区，担负向中海、新立河、秦
皇河、南海等水库和河道供水任务，
成为滨州市清水入城的渠首工程；小
开河引黄灌区于1994年建成，解决了
近 50 万人的饮水问题。惠民西瓜、阳
信鸭梨、无棣金丝小枣的品质和产量
都有显著提高。其中，沾化冬枣已成
为蜚声国内外的知名品牌。2000年，
滨州撤地设市，四环五海工程、西区建
设、五大千亿级优势产业集群、53项全
国全球冠军产品……都离不开黄河的
滋养。

综上，该展览集中诠释了滨州与
黄河的故事，尤其是生动揭开了近代
滨州民众生活的面纱。看了这个展
览，再结合“滨州历史文化陈列展”，
您将对何以黄河、何以滨州有深入体
会，对祖祖辈辈滨州人的来时路有清
晰观照。去看展吧，穿越时空，与古
人进行一场跨越千年的心灵对话。

本报济南讯（记者 杨朋朋 通
讯员 姜军营 报道）济南方大重弹
始终践行方大集团“经营企业一
定要对国家有利，对企业有利，对
员工有利”的价值观，在做好生产
经营的基础上，精准落实员工多
项福利待遇，与员工共享企业发
展成果。

2024 年，济南方大重弹向员工
发放基本工资增长、孝敬父母金、

医疗资助、重大节日福利等共计
349.5 万元。让 200 余名员工深切
感受到方大集团对员工的关心关
爱，也让员工父母切实受益，提升
了员工及员工家属的幸福感。

展望2025年，济南方大重弹将
继续秉承“方大发展为了员工，方
大发展依靠员工，方大发展成果由
员工共享”的理念，携手员工共创
更加美好的未来。

落实多项福利待遇
提升员工“幸福指数”

本 报 讯（记者 荆常忠 报道）
1 月 20 日上午，市政府新闻办在无
棣县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在发
布会上获悉，在市市场监管局的指
导下，滨盛集团旗下舜和国际酒店
推出以“河海盛宴·品质滨州”为主
题的滨州“地标宴”，展示滨州地标
美食的独特魅力，打造滨州城市特
色的“新名片”。

滨州“地标宴”精选滨州地理
标志优质食材，融合部分老字号
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确保每一道
菜品都是地道的滨州味道，都有
传承的文化故事。菜品中有沾化
海蜇、阳信牛肉、长山山药、博兴
金丝鸭蛋、邹平酸浆豆腐等地理
标志产品，有武定府酱菜等中华
老字号，还有惠民杜桥豆皮、魏集
驴肉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同
时，滨州“地标宴”注重烹饪技艺

的传承，邀请滨州当地知名厨师
和美食专家，对菜品进行精心研
发和制作，力求在保留传统风味
的基础上，融入现代烹饪技艺和
创 新 元 素 。 打 造 了 老 北 镇 烩 四
宝、海胆炖邹平酸浆豆腐、无棣贝
瓷焗三疣梭子蟹等特色菜品，让滨
州“地标宴”更加符合现代人的口
味和需求，做到老少皆宜。

滨盛集团 有 关 负 责 人 表 示 ，
滨州“地标宴”的推出，不仅是对
滨 州 美 食 文 化 的 一 次 传 承 和 创
新，更是对滨州城市发展的一次
宣传和推介。希望通过滨州“地
标 宴 ”，可 以 让 更 多 的 人 了 解 滨
州、走进滨州、爱上滨州。同时，
滨 州“ 地 标 宴 ”也 将 成 为 滨 州 的
一 张 新 名 片 ，为 滨 州 的 地 标 产
业、文化旅游注入新的活力和动
力。

我市推出
“河海盛宴·品质滨州”主题
滨州“地标宴”

本报讯（记者 郭伟 报道）近
日，中共滨州市委宣传部、中共滨
州市委网信办、滨州市人民政府办
公室联合印发《关于 2024 年度“品
质滨州”政务新媒体及走好网上群
众路线成绩突出账号评选结果的
通报》，滨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官方微信账号“滨州公积金”在
本次活动中获评 2024 年度“品质
滨州·十佳政务微信公众号”。

“滨州公积金”作为滨州市住
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唯一官方权威
微信平台，目前粉丝关注量超过 43

万，该账号不仅是集公积金业务办
理、政策资讯、政民互动等功能于
一体的综合性微信平台，更是一座
紧密连接滨州公积金中心与广大
民众的桥梁。“滨州公积金”微信公
众号便捷的体验和高效的服务，精
准满足了民众业务需求，让公积金
服务“触手可及”。

下一步，“滨州公积金”微信公
众号将不断致力于打造“品质滨州· 
心安宜居”特色品牌，继续为用户带
来更加贴心、暖心的使用体验，助力
滨州住房公积金事业迈上新台阶。

“滨州公积金”获评2024年度
“品质滨州·十佳政务微信公众号”

综合 3
品
质
滨
州
客
户
端

2025年1月22日 星期三责任编辑：杨孟子 王辉
电话：3186761

本 报 讯（记 者 任 斐 通 讯 员 
王建修 报道）为进一步丰富干部职
工文体生活，增强队伍的凝聚力和
向心力，近日，市城管监察支队组
织举办了以“活力城管·趣味无限”
为主题的趣味运动会。

本次运动会设置 了“ 南 水 北
调”、乒乓球、快乐保龄球等多个
项目，不仅让参赛队员们锻炼了
身体的柔韧性和协调性，也让大

家达成了默契配合。比赛中，参
赛队员们秉承“友谊第一，比赛第
二”的体育精神，充分发挥自身特
长，奋力拼搏，赢得了现场观众的
阵阵喝彩。此次趣味运动会的举
办，进一步增强了干部职工互助
互帮、团结协作的集体意识，助推
干部职工以更加强健的体魄、更
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昂扬的斗志
投身到工作中。

市城管监察支队举办
趣味运动会

2024年，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
领导下，无棣县紧紧围绕全县经济
发展战略目标，聚焦重点产业，创新
招商方式，优化投资环境，全力推进
招商引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精准定位，产业招商
成效显著

聚焦主导产业，绘制招商图谱。
无棣县深入研究产业基础和优势，结
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成立招商引资
指挥部，设立县投资促进中心，组建

11 个重点产业链专班、4 个园区专
班、11个帮包镇街专班和县直部门单
位专班。围绕高端化工新材料、锂电
新能源、高端铝材、精细化工、纺织服
装五大主导产业，精心绘制招商图谱，
详细梳理产业链上下游关键环节、重
点企业及目标区域，按图索骥开展精
准招商，引进 400MW/800MWh 储
能电站项目、零碳智慧现代海洋生态
产业示范园项目、新能源车辆及配套
产业园等一批优质项目。

创新方式，多元招商
激发活力

开展“一把手”招商。无棣县委、
县政府主要领导先后外出20次赴京
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开展
招商活动，对接洽谈重大项目。洽谈

推进了投资62亿元的深圳飞鱼科技
有限公司新能源商用车产业园及配套
高端装备制造项目、投资30亿元的国
胜能源集团广水市恩耐吉新能源有限
公司钠离子电池项目、投资24亿元的
中国航天工业碳酸锂项目、投资15亿
元的山东鲁文发展有限公司医药健康
产业园等20多个重点在谈项目，签约
落地总投资 37.2 亿元的年产 300 万
吨氢氧化铝项目、总投资 30.68 亿元
的年产20万吨联产法钛白粉绿色生
产等项目；优化招引模式。突出以商
招商，选聘企业家招商大使9名、无棣
籍在外“青年招商大使”36 名。探索
基金招商，利用省市基金平台撬动社
会资本12亿元，推动仁烁光能（常熟）
有限公司1GW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及
组件等优质项目签约落地。做好商协

会招商，加强与商协会联系，收集项目
信息110余条，促成创源新材料 750
万吨/年氢氧化铝项目达成合作意向。

优化服务，营商环境
持续提升

无棣县建立项目服务专班机制，
对重大招商引资项目，实行“一个项
目、一个专班、一套方案、一抓到底”
的服务模式。从项目签约、落地开工
到建成投产，全程跟踪服务，及时协
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土地、
规划、环评、能耗等问题。在无棣智慧
农博城项目建设过程中，服务专班主
动靠前服务，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创新
实施项目建设审批手续“十证联发”，
从拿到图纸审查合格书到取得施工
许可等一系列证书，仅用时5天。

多措并举提升招商引资质效
——无棣县创新招商方式，优化投资环境，招商引资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本报记者 董文林 通讯员 郭玉栋

加快构建七大产业创新型现代产业体系
——惠民县招商工作取得丰硕成果

本报记者 董文林 通讯员 李娜

招商引资指挥部办公室

招商战报

2024 年，惠民县新签约项目 39
个，其中，过 30 亿元大项目 1 个，过
10亿元大项目8个，三类500强项目
3 个，新开工项目 30 个，全县实现到
位市外资金突破 140 亿元……惠民
县招商工作取得丰硕成果。

惠民县紧紧围绕市委“1+1188”
发展格局和县委“1357”工作体系，
纵深推进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工业
经济“三大战役”，加快构建以高端
铝、新型绳网、高端装备制造、现代农
业、文旅康养、现代服务业、新兴产业
七大产业为主导的创新型现代产业
体系，塑造新质生产力良好生态。

强化组织保障，专业引
领、协同作战

2024 年，惠民县不断优化招商

工作体系，成立招商引资指挥部，统
筹 推 进 全 县 招 商 引 资 工 作 ，优 化

“12＋2＋3＋N”招商工作体系，县级
领导任产业发展专班组长，发挥县级
领导“领头雁”效应，鼓励每个成员单
位明确专人负责招商工作，形成招商
引资合力。配强招商队伍，选派 18
名年轻干部到长三角、大湾区等招商
一线，锁定目标企业推介洽谈，提高
招商成功率。2024 年以来，累计收
集招商线索 140 余条，拜访企业、商
会80余次。

强化要素支撑，资源汇
聚、筑巢引凤

2024 年，惠民县坚持严格把控
项目投资总额、用地规模、亩均产出
等关键要素，由相关职能部门联合做

好产业项目签约前的研判和把关，
招引项目成效明显提升，投资 12.5
亿元的富海绿色循环经济产业园
项目、投资 11 亿元的华瑞重工年产
16 万吨动力电池梯级循环利用项
目等纷纷落地开建。强化园区配
套，落实“要素跟着项目走”要求，
盘活“五未”土地与闲置低效用地，
利用已梳理出的 2030.75 亩成熟地
块和 16.58 万平方米标准厂房，以及
高质量发展示范园、大通绳网产业园
等一批“园中园”，提升承载能力，吸引
轻资产项目快速落地。

强化机制运转，高效流
畅、精准发力

惠民县始终贯彻落实“企业培龙
头、龙头带产业、产业延链条、链条成

集群、集群建园区”招商思路，加快引
企入园、以园聚链，全力推动投资 20
亿元的工业大脑绳网科技创新产业
园、投资 8.2 亿元的“老惠纺”文旅商
众创产业园暨创客家园项目等项目
快建设、早竣工、早达效。细化服务
保障，落实“高效办成一件事”要求，
保持重点项目“审批管家”全覆盖，从
项目签约到落地、建设、投产运营全
过程闭环式服务推进，提升项目开工
率和资金到位率。

2025 年，惠民县将紧盯省、市招
商引资工作总体要求，聚焦主导产业
和项目落地，灵活运用“12 条招商策
略”，盯靠服务，发扬“四千精神”，擦
亮专业可信赖金字招牌，确保项目引
得进、落得快，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
代化滨州实践新篇章贡献惠民力量。

本报 讯（记 者 李 淑 霞 通 讯
员 高真真 报道）1 月 20 日，由滨
州市妇联主办、市妇女儿童事业
发展中心承办的第 29 期“儿童友
好·乐 享 寒 假 ”少 儿 公 益 托 管 班
开班。

本期托管班共招收 1-2 年级
小学生 60 人，开设经典阅读、传统
文化素养、创意美术、创客手工、科
学实验、非遗手工、体适能等特色
课程，丰富儿童假期生活，提升孩
子们的综合素养。

据悉，近年来，市妇联坚守为
党 育 人、为 国 育 才 初 心 使 命 ，落
实 立 德 树 人 根 本 任 务 ，开 展 了

“ 爱 心 驿 站 ”困 境 儿 童 暑 期 夏 令
营、“爱心大篷车”送温暖等一系
列 儿 童 关 爱 服 务 活 动 。 自 2017
年启动托管服务以来，已连续开
展 29 期托管班，成为妇女儿童事
业发展中心的品牌工作，解决了
广 大 家 庭 寒 暑 假 期 间“ 看 护 难 ”
的问题，以实际行动助力儿童友
好城市建设。

市妇联2025年
少儿公益托管班开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