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庭注重饮水
健康，直饮水也慢慢从一个概念，成
了各小区的普遍配备。相比一台“单
打独斗”的直饮水机，直饮水能否也
实现直接入户，让居民足不出户就可
喝上直饮水呢？

这些问题的背后，不仅透露了人
们对直饮水品质的追求和关注，也展
现了直饮水的市场发展前景。

近日，位于市区渤海十七路的齐
鲁花园小区东门附近的直饮水站人
头攒动，很多小区居民都来此办理开
通直饮水业务。滨州水务发展集团
的工作人员忙着做好各项工作。

据悉，这是滨州市首个直饮水入
户试点改造项目已正式投入运行。

居民对于该项目很是关注和支
持，都期盼着早日喝上健康直饮水。

自来水是如何实现华丽转身，成
为居民家中更为健康的活性直饮水
的？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又凝聚了哪
些匠心技术和暖心故事呢？

1 月 23 日，记者走进生产水房、
居民家中，从源头生产到终端饮用，
亲身体验了一番该直饮水入户试点
改造项目的全过程。体验中，直饮水
的生产过程透明可见、使用安全方
便、口感清甜，感受确实很棒。

作为水资源领域的重点国有企
业，滨州水务发展集团近年来围绕滨
州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锚定集团
目标任务，聚焦水务主责主业，为品质
滨州建设贡献水务力量。该直饮水项
目，是滨州水务发展集团的一个惠民
项目，也是该集团倾心打造的一个重
点民生工程，可满足市民多样化的用

水需求，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
“在国内多个城市，早已实现了直

饮水集中生产供应，居民足不出户就可
以喝到直饮水。直饮水入户不但保证
了居民饮水更健康、更安全，也让居民
取水用水更便捷，极大提升了人们的生
活品质。”滨州市水利工程有限公司工
作人员刘东向记者介绍，该项目自去年
立项以来，大家一致用心对待，从去年9
月份开始入户调查，同年11月份开始
施工至今，终于投产运行，大家的努力
变成了居民的开心和满意。“老百姓的
认可，就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支持，再
多的辛苦，也值了。”刘东表示。

在生产水房里，山东滨格智慧水
务有限公司交付服务部副经理倪振
国正在忙着调试设备，他参与了该项
目建设，具体负责设备的安装调试等
工作，对于回答“自来水是如何华丽
转身成为居民家中活性直饮水”的问
题，他从技术层面做出了分析说明。

“市政自来水从这个管道里接过

来，最先流进原水箱，开始转变的第
一道工序，多介质过滤，随后进入活
性炭过滤器和软化过滤，这三个阶段
统称为预处理。”倪振国说道。

“预处理过的水再进入下一台设
备，依次进行保安过滤、过流式紫外
杀菌、纳滤膜。然后来到净水箱，再
依次进行臭氧杀菌、浸没式紫外杀
菌，至此，共经过了九道生产工艺，通
过层层过滤，去除水中杂质、铁锈、异
味、细菌、微生物、重金属等污染物，
确保水质达到‘饮用净水水质标准
CJ/T94’的直饮标准。”倪振国说道。

“集团对这个试点项目很重视，
目前我们共有5 家公司联合起来共同
推进该项目。从原水供应，动土施
工，设备安装，生产把控，后期运维等
各环节，我们严格落实责任，层层把
关，责任细分到人，确保试点项目安
全高效运行，让市民喝上安全健康的
活性直饮水。”滨州中海供水有限公
司副经理王爱新向记者介绍。

据介绍，该项目每小时可生产直饮
水2.5立方米，可满足1000 余户3000
余人的家庭用水需求。一套设备可辐
射周边多个小区，真正实现“直饮水集
中生产，统一调配，入户即喝”的运行
模式。

“目前，我们定价是每升 0.22 元，
一个 7.5 升的水桶接满只需 1.65 元。”
王爱新介绍，目前，对开户居民设置了
一个月的免费饮用期限，同时还推出
了诸多优惠措施。用水住户可享受免
费上门安装专用水龙头或者壁挂机，
两者二选一，从安装到设备全部免费。

“对于老年人来说，在家里就能喝
到放心健康的水，这就是幸福。”该小区
2号楼住户孙书栋一边向记者展示新安
装的壁挂机使用方法，一边热情地邀请
记者喝水品尝，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而另一名住户则选择了入户水
龙头，将水龙头安装在了厨房，打开
开关，清澈的直饮水就流出来了，用
起来特别方便。

让市民喝上健康安全的直饮水

滨州首个直饮水入户试点改造项目投入运行
本报记者 张宝凯

本报讯（记者 刘清春 通讯员 
刘依梦 报道）近日，滨州市图书馆

“读者艺苑”专栏首展开展， 首展为
滨州本土书画爱好者张炳俊的国
画作品。

据悉，随着“全民阅读”氛围的
日益浓厚，我市涌现出一批来自各
行各业的书画爱好者。他们不仅
沉浸于书籍的魅力，更热衷于挥毫
泼墨，用笔墨丹青描绘生活之美，
传承文化之魂。“读者艺苑”专栏的
开设，正是为了进一步丰富读者文
化生活，拓展艺术视野。专栏将分
期展示读者书画佳作，传递书香之
美与墨韵之雅，促进“书香文脉，生

生不息”的理念传播。市图书馆欢
迎广大书画爱好者踊跃投稿，共同
传承文化精华，为品质滨州和心安
城市的建设贡献力量。

本次“读者艺苑”首展，特别展
出滨州本土书画爱好者张炳俊的
国画作品。张炳俊，沾化人，国有
银行退休职员。现为中华诗词学
会、中国金融作协、山东省散文学
会、滨州市作协、滨州市美协会员。
近年来，张炳俊在读书写作之余，
潜心学习中国画绘画艺术，其国画
作品曾入展山东省美协举办的第
二十八届新人新作展等展览，深受
业界好评。

市图书馆“读者艺苑”专栏
首展开展

复工 复 产 ，电 力 先 行 。 面 对
春节后的企业复工热潮，国网阳
信县供电公司提前安排、周密部
署，组织彩虹共产党员服务队主
动 对 接 阳 信 县 华 龙 纺 织 科 技 有

限公司等 14 家企业，全面了解企
业 客 户 复 工 复 产 时 间 安 排 与 用
电需求，为企业实现“开门红”做
好 电 力 服 务 支 撑 。（通讯员 马闯 
摄影）

贴心服务助生产
全力以“复”电力足

以前住院得交押金，现在“先
诊疗后付费”，免押金给患者减轻
了很大压力；住酒店越来越方便，
刷一下信用码就可以免押金入住，
再也不用担心押金能否顺利退回；
图书馆只要用身份证或是信用码
就能借书，既方便了读者，又提高
了借阅率……

我市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
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创新
推 出“ 无 押 金 ”服 务 模 式 ，将 全
市 所 有 押 金 事 项 重 新 梳 理 ，实
行 分 类 管 理 ，对 能 取 消 的 押 金
事 项 一 律 取 消 ，无 法 取 消 的 采
取 信 用 承 诺 替 代 ，实 现 了“ 无 押
金”服务的多领域跨部门全面推
广。

自开展“无押金”服务模式以
来，已有 16 个具体事项实现“无押
金”管理，“住院就医”“宾馆住宿”

“企业招标”“汽车租赁”“房屋租
赁”5 个押金事项实现“信用承诺”
替代。

便民利民方面，全市 104 家公
立医疗机构已全部实现“取消住
院押金”，受益患者 30.91 万人次，
累计减免住院押金约 7.18 亿元；
117 家酒店宾馆加入“信用免押金
住宿”试点名单，“无押金住宿”受
益人数达 365.4 万人次，减免住宿
押 金 约 7.23 亿 元 。 为 企 服 务 方
面，打造“融 e 办”功能平台，实现
企业使用电子保函替代投标保证
金，4851 家企业、820 个项目享受
免收保证金政策，免收保证金达
6.71亿元。

“无押金”服务的基础在于数
据支撑，打造一个“无押金”事项知
识库。为全市常住人口建立“一
人一档”，归集信用信息数据 7.1
亿条。印发《滨州市个人信用建

设实施意见》《滨州市企业公共信
用综合评价管理办法（试行）》，设
置 AAA 级到 D 级 6 个信用等级，
实行个人、企业信用积分动态调
整。积极推动个人信用评价在公
共服务领域的应用，鼓励行政机
关 和 社 会 机 构 基 于 个 人 信 用 积
分，多元化开发“信易+”等“无押
金”使用场景，提供更多便利化服
务。

“无押金”服务的核心在于用
户体验，建设市“信用无押金”平
台，信用就医、信用住宿、信用借
阅、信 用 停 车、人 才 公 寓 信 用 租
赁、养老公寓信用租赁 6 个领域已
实现一键查询、网上办理。探索
推出“信用就医”和“直接取消住
院押金”两种模式，实现“先诊疗
后付费”；规上住宿企业和连锁酒
店登记系统与市“无押金城市”平
台互认，出示“信用权益码”即可

“无押金入住”；打造“融 e 办”平
台，实现电子保函全面替代投标
押金。

“无押金”服务的生命力在于
常态执行，打造“信用无押金”城市
生态圈。将“信用无押金”系统与
全国公共信用信息平台进行关联，
以 7 亿多条信用信息作为支撑，通
过“信用无押金”系统查看个人、企
业信用积分和适用场景。将“信用
无 押 金 ”系 统 与 医 保、医 院 住 院
HIS、宾馆住宿、银联、部门监管等
管理系统进行关联，提供“信用就
医”“信用住宿”“信用租赁”等“无
押金”服务。加快线下“无押金”服
务场景向平台迁移，并纳入信用记
录。同时，根据使用主体履约状
况，动态调整信用等级，组织市场
监管、金融风险管理等部门联合对
失信行为进行惩戒。

滨州“无押金”服务
解锁便民“新密码”

本报记者 纪方方 通讯员 尹倩倩 燕国辉 张潇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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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囊妙计——
我的公积金】第95期

问：我办理了公积金贷款，如何查
询贷款审核进度？

答：打开“滨州公积金”微信公众号，
选择菜单栏中“我的账户-个人查询-
贷款进度”，即可查询贷款审核进度。

《胡集书会》：“八百年曲艺老汤”的大辞典
本报记者 刘清春 通讯员 李晓旭

本书简介：《胡集书会》于2010年出版，刘兰芳作序，姜昆题写书名。正如刘兰芳所说：该书既有亲历实录，
又旁征博引；既介绍了曲艺知识，又记录了民间艺人；既描述了书会现状，又有理论探讨；既有书会大场面，又
有艺人小故事。内容翔实丰富，语言幽默风趣。该书具有显著的鲁北大平原地方特色和浓郁的黄河三角洲民
俗风情，对社会学、民俗学、历史学、艺术学等学科的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韩克顺，滨州日报原副总编、高级编辑、山东省优秀新闻工作者、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
散文特写集《渤海潮》《黄河儿女》《笔耕春秋》《流光碎影》，长篇纪实文学《淄水碧血》，长篇报告文学《渤海扬
帆》《巍巍崇山》，长篇小说《九品乌纱》等，共计约300万字。近几年，又出版了《畅游天下》《共和国同龄人》。

韩克顺是共和国的同龄人，1949
年10月生于惠民县胡集村。胡集村，
是一个神奇的平原村庄，这里孕育了
一个 800 年的国家级非遗项目：胡集
书会。

但在历史上，胡集书会一直被排
斥于官方、文人的主流文化之外，史
书方志上几乎没有记载。受此影响，
书会窝子的书迷们也只认为它是个
农民自娱自乐的“小玩意”，不值得记
录、宣传、研究，更不值得进书本、上
报纸。因此，数百年来，除了说书艺
人，外地极少有知道这个文化活动
的。

直到 1983 年，胡集书会才被第
一次报道，引发外界轰动，引得刘兰
芳、姜昆等名家都神往此地。那篇稿
子，就出自韩克顺与大众日报记者王
忠烈之手。韩克顺持续多年报道书
会、观察书会、研究书会。退休后，他
更是在方志里查询、在街头巷尾调
研，赴河南马街书会比较，在研讨会
上记录、发言，最终形成了这本厚达
344页的《胡集书会》。

因为这本书，韩国教授全弘哲追
星一样找他签名，山东教育电视台记
者说他是“胡集通、书会通”，圣约翰
大学教授耿智慧说他是“书会活字
典”。省民俗学会副会长王丕琢说：
韩克顺先生在《中海大讲堂》讲解的
胡集书会影响力非常大。

刘 兰刘 兰 芳 欣 然 作 序芳 欣 然 作 序 、、姜姜
昆 题 写 书 名昆 题 写 书 名，，源 于 该 书 的源 于 该 书 的
独特价独特价值值

《胡集书会》这本书极具特色、不可
替代，关键就在于作者韩克顺经历独特。

一方面，韩克顺祖祖辈辈生长在
胡集，他高中毕业后回乡做过会计、
团支书，甚至当过胡集公社文化站站
长。打小，他对鼓书人、书会故事耳
濡目染，场地就在他家门口，艺人常
住他家。很多旧社会时跑江湖的艺
人，他曾亲眼得见。这就决定了，作
为有见识、爱文化的当地人，他的书
会见闻异常丰富，对当地百姓“谁家
的门都进得去”，所积攒的第一手材
料就极其厚实。其中，许多基于内部

视角的稀奇故事、文化矛盾、行内纠
纷，可能只有他才会掌握。即便是学
者，也很难调研出来。

比如，在调研时，魏集村的魏俊
杜老人得知韩克顺老家在胡集，两村
之间有不少双方都认识的朋友、亲
戚，因此马上就放下戒备，为韩克顺
积极提供书会见闻。魏俊杜老人提
供了一条极重要的线索——在济南
大明湖打响名头的黑妞就嫁到了魏
氏庄园。黑妞还在魏家生了一个孩
子，后来黑妞就死在这里。正是基于
这一线索，韩克顺才写成了本书“双
妞赶会”一节。

另一方面，韩克顺从青年时期就
爱上了文艺创作，从事新闻行业后又
持续对书会做报道。他和记者同行、
专家教授、当地政府有着密切交流，
这就决定了他能够跳出胡集看胡集，
看得懂学者的调研报告、专题论文，
能够以局外人甚至学术研究的视角
冷静审视书会。

比如，写作本书前，他就曾与山
东大学李万鹏教授等多次交流，也仔
细阅读了山东大学张玉同学的硕士
论文《民间艺人、书会传承与乡民社
会——胡集书会调查与研究》、华中
师范大学郝沛然同学的硕士论文《音
乐与养家糊口——山东省胡集书会
研究》。再如，本书有诸多珍贵照片
就来自于韩克顺的同事之手——滨
州日报摄影记者李建国、田军、李振
平等。令人特别感动的是，韩克顺为
了做好北方两大书会的比较，专门自
费前往河南宝丰县，考察马街书会，
以此写成了本书第七章《胡集书会比
较》。

也正因此，评书大家刘兰芳欣然为
之作序，相声名家姜昆热情题写书名！

书 会书 会 形 成形 成 ，，是 千 年 古是 千 年 古
镇镇、、商贸名镇商贸名镇、、文化名镇的文化名镇的
历史选历史选择择

本书分为八个章节，第一章：胡
集书会起源；第二章，胡集书会盛况；
第三章，胡集书会曲种；第四章，胡集
书会故事；第五章，胡集书会现状；第

六章，胡集书会未来；第七章，胡集书
会比较；第八章，胡集书会报道。

书会为何生长在胡集？
韩克顺此书首先为胡集画像：这是

一个千年古镇、商贸名镇、文化名镇，而
书会正是在历史相对长久、经济相对繁
荣、文化相对厚实的生态里孕育。

通过梳理文献、调查研究，韩克
顺得出不少精彩线索：这里不是无古
可考的退海之地，比如路家遗址是龙
山文化和商周文化遗存，还距离“陷
棣州”“南旧州”很近；胡集是青州到
沧州的官道必经地，胡集南的大清河
曾是北方重要航道，运盐运鱼虾；胡
集不是纯粹的明初移民村，“坐地胡”
的家谱能上溯千年，说明此地原居民
还有不少；清末，胡集是惠民南境商
业中心，地主兼商人就有几十家，当
时号称有七十二家店铺、仅钱庄就有
13 家；胡集不止“说书热”，还是个远
近闻名的戏台子，四大庙都唱戏，甚
至有种说法“不图宅子不图地，图的
是胡家集一年那十三台子戏”……

再如，山东大学李万鹏教授调查
得知：胡集书会是由集市发展而来，
原本就是个文化产业。根据 1936 年
成稿的《续修惠民县志》中提到，请书
的村子大概有 300 多个，来胡集参加
书会的艺人共有1000多人。

综合这些线索，关于胡集书会的
起源，韩克顺梳理明晰：其一迁址说，
是从县城迁移该地；其二竞争说，是
南北艺人打擂引发；其三自然形成
说，是经济发展后人们的文化选择。
鼓书有场地不限、时间不限、道具简
单、接待容易、价格适中多个优点，是
一种实惠的农民文艺。因此，书会形
成，是历史的选择。

世纪之交，胡集书会再度衰落，
韩克顺作了客观叙述和深入分析。
以一些数据为依托，他得出结论：说
书人来得少了，请书的人少了，年轻
艺人少了，听书的观众少了。其原
因，是现代娱乐方式多元化、青年外
出打工潮、集体经济停滞、说书市场
衰落。名家研讨，各自支招，如刘兰
芳认为书会的动力在于“贴近”与“培
养”，陶立藩建议建立完整的书会民

俗志，李万鹏建议提高民间艺人的艺
术水平，刘晓路建议打造胡集书会品
牌，李耀宗建议科学帮扶促发展。随
着国家非遗保护政策的出台和实施，
我们欣喜地看到：胡集书会恢复了元
气，甚至有很多曲艺新苗脱颖而出。

奇特奇特的书会故事的书会故事，，珍贵珍贵
的案的案例比较例比较

这本书，相当珍贵的部分，就是
一连串外人难以调研出来的书会故
事，和北方两大书会的综合比较。

第四章胡集书会故事有六篇：
《双妞赶会》《尚五说书》《赶会路上》
《冬夜书场》《书会上来了外国人》《胡
集书会的传播》。

其中，《双妞赶会》讲的是黑妞、白
妞的故事。她俩曾出现于刘鹗的《老
残游记》，其节选长期见于中学教材。
韩克顺经过深入调研，发现魏氏庄园
主人魏肇祥在济南结识了黑妞白妞，
她俩又来过胡集书会。黑妞又让魏
肇祥“用元宝砸出来”，当了他的小老
婆。日后，黑妞将魏肇祥原配游氏气
死，三年后黑妞也离世。但黑妞给魏
家留下了一个儿子，小名云生，大明魏
泽。

《尚五说书》讲的是利津评书大
家尚五的故事，此人在胡集书会名噪
一时。史料记载，抗战时期，日寇邀
他去据点说书，尚五一口拒绝，说：

“我虽不及岳飞领兵抗击外侮，但决
不能丧失气节，让后人唾骂！”《书会上
来了外国人》讲得则是1989年加拿大
教授石清照来访故事，写的特别细致。

从胡集到马街，行程1500里。启
程前，韩克顺不巧被电三轮撞伤了
脚，怕耽误行程，他一瘸一颠地独自前
往河南。在《两大书会异同》一文中，
他认为两大书会起源不同、称谓各异，
马街有鲜明的民间信仰支撑，火神庙
还愿的民俗是其重要来由，而胡集更
多是由乡村大集为依托。马街书会的
规模大、规格高、活动多、组织全等经
验值得胡集学习。韩克顺认为：二者
应该取长补短，甚至“捆绑营销”，一起
组织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书书  架架  州州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