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任宵 通讯员 张志国 
报道）在举国上下欢庆第九届亚冬会，
掀起冰雪热之际，2 月 11 日，滨州市第
八届冬季全民健身运动会“小奥筑家”
社区家庭健身素养大赛在阳信县阳光
田园小镇滑雪场开幕。

本次赛事 以“ 放 下 手 机 一 起 运
动，欢乐冰雪共创未来”为口号，旨
在深入实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全面
推进健康中国、体育强国建设，丰富
人民群众春节期间的体育文化生活，
引导广大群众过体育年、健康年，全
力推动我市全国全民运动健身模范
市创建。

本届冬季全民健身运动会设置个
人、集体和儿童项目。个人项目包括
滑雪、雪地托球跑、足球飞镖、雪圈竞
速、雪地射箭；集体项目包括雪地拔
河、雪地气排球、雪地龙舟、八仙过海；
儿童项目有雪地滑步车。全市各县

（市、区）及市属开发区分别组队参加。
期间举办的“小奥筑家”社区家庭健身
素养大赛包括家庭足球赛、钓鱼达人、
巨人筷子、默契投篮、协力竞走、超级
奶爸、一分钟足球射门等。

滨州市第八届冬季全民健身运动会在阳信开幕

本报讯（记者 刘清春 通讯员 
赵燕汝 刘依梦 报道）近日，滨州市图
书馆2024发展成绩单新鲜出炉，让我
们一起见证滨州人的阅读喜好变化。

2024年，市图书馆全年开放314
天，延时开放 153.1 小时，升级一次
性图书借阅册次，为读者提供优质服
务，点亮书香之路，共享阅读之旅。

2024年，市图书馆累计接待读
者 58.2 万人次，较上年同期增长
27%。其中滨城馆共接待读者20万
人次，较上年同期增长46%。同年市
图书馆7、8月份开放53天，入馆读者
9.1万人次，日均超1708人次，单日最
高接待读者2826人次，创历史新高。

截至2024年年底，市图书馆累
计注册读者18万人次，自2021年启
用微信在线办证，已在线办理5.1万人
次，同期办证总数7.4万人次。2024
年，市图书馆（含滨城馆）文献借还
36.2万册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2%。

2024 年，市图书馆上架新书 4
万种 8.4 万册，接受社会各界捐赠
地方文献 188 种 612 册，发布滨州

书架20期。
2024 年，市图书馆为图书流动

服务点、城市书房、智能书柜更新
调配图书 2.2 万册，开启图书流转
借阅新篇章。

2024 年，市图书馆数字资源使
用总量709.75万次。

2024 年，市图书馆开展讲座、
培训、展览等线上线下读者活动578
场，服务9.2万人次，其中“向日葵未
成年人系列品牌活动”举办 143 场，
公益电影放映活动15场。

市图书馆面向社会招募志愿者
1426人次，开展“悦滨图 青云读书”
青少年文化志愿服务等活动198场
次，服务时长累计超过4246小时。

市图书馆积极顺应媒体融合
主流大势，广泛开通系列线上宣传
渠道。目前，馆方新媒体关注总用
户超 8.3 万人，公共图书馆读者服
务辐射范围越来越广，公众关注度
越来越高，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

数据的飞速增长，见证着“书
香滨州”的蓬勃发展，回顾了市民群
众忙碌又幸福的 2024 年。翻“阅”
2024，奔跑 2025，市图书馆将继续
以“悦”读为帆，乘风破浪。

2024 年滨州市图书馆接待
读者58.2万人次
较上年同期增长27%

本报济南讯（记者 杨朋朋 通
讯员 王萌 报道）近日，方大集团召
开 2025 年 度 工 作 会 议 ，会 上 为
2024 年度盈利企业的普通员工发
红包 10000 元，并为各板块所有普
通员工基本工资上调 5%。此举措
真正让员工感受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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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前，济南方大重弹举办了
红包发放仪式，每名普通员工都享
受到集团奖励的 10000 元红包，这
是全体员工坚定信心、团结齐心、
攻坚克难取得的经营业绩。

全体干部员工纷纷表示，将鼓
足干劲，为实现2025年的目标任务
而努力奋斗，以优异的经营业绩回
报集团董事局的深情厚爱。

济南方大重弹为员工
发放万元红包

本报滨城讯（通讯员 张辰瑶 
报道）近日，滨州新鼎能源管理有
限公司杨女士通过“滨城区中介
超 市 ”，发 布 杨 柳 雪 镇 李 赞 皇 村
1.94346MWp 光伏示范项目跟踪
审计、清单审核、工程监理、结算审
计 4 个项目，2 个工作日便顺利选
出了中介服务机构，节约成本 0.23
万元。滨城区行政审批服务局积
极推动“中介超市”直达镇街、项目
申请单位及中介机构进驻、项目选
取及咨询工作，充分发挥“中介超
市”优势和作用，持续为市场主体
提供优质服务。

增设镇街端口。为 10 个乡镇
（街道）开通中介服务站点，推动
“中介超市”直达镇街。定期召开
培训会，围绕“中介超市”适用范
围、业务类型、审核流程等方面，对
平台项目发布、中选公告管理等方
面进行详细讲解，建立镇街操作指
导群，解答后续问题咨询。

放宽入驻条件。凡具备相关资
质或符合市场准入条件的中介机构，
均可零门槛、零限制入驻滨城区“中
介超市”。滨城区行政审批服务局配
备中介帮办人员，公布咨询电话，对
项目申请单位及中介机构入驻进行
一次性告知，目前共入驻1230个。

提供便捷服务。中介项目从
公告发布、选取到备案管理实现

“全程网办”，开通 6 种项目选取
方式，从公告发布到选取完成不
超过 2 个工作日，最大限度地为项
目 申 请 单 位 和 中 介 机 构 节 约 时
间、经济成本；同时不断拓展业务
类型，由过去咨询评估类、勘察设
计类、测量调查类、检测服务类等
4 大类 39 个中介服务类型拓展形
成工程咨询/评估类、工程图纸审查
类、工程测量类、工程检测类、其他
类等 5 大类 116 个中介服务类型，
为项目申请单位选取中介机构提
供多元化选择。

滨城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规范中介超市
提供优质服务

焦焦聚          “12161”民生实事·民生实事暖民心

2 月 10 日，无棣县海丰街道海
丰社区“猜灯谜庆元宵”活动启动，
活动将持续3天时间。

活动现场，张灯结彩，挂满了
五彩缤纷的灯笼和灯谜。灯谜内

容丰富多样，既有传统的成语、诗
词，也有涉及生活常识、科技知识
的题目，让大家在娱乐的同时，增
长了文化知识。（通讯员 高士东 
孙振福 李宝杰 摄影）

猜灯谜  庆元宵

《画说阳信》：诗咏“第一牛县” 画说梨乡风情
本报记者 刘清春 通讯员 李晓旭

本书简介：《画说阳信》由山东美术出版社出版，张志民题字。本书共分为“古迹遗址”“文化传承”“名士乡贤”“烽火岁月”
“市井风情”5部分，收录诗文74篇、国画160余幅，让读者充分认识阳信、了解阳信、品读阳信，感知阳信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
本书是全省首部创作出版的反映县域历史和风物民俗的诗画合集。

作者简介：本书由王保云、王义军、刘海新编著。王义军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工笔画学会会员、山东美术家协会
理事、山东画院签约画家。刘海新曾主编全国残疾人励志诗集《逆光》（中国书籍出版社）、阳信残疾人励志报道文集《追光者》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在《画说阳信》的封面上，有这样
一段话：“西汉高祖五年，因韩信屯兵
古笃马河之阳而得名。鲁北风土醇
厚，育得梨乡十里画廊，黎民淳朴，昂
扬图强。搜词为文，放歌大美阳信，蘸
墨走笔，点绘锦绣梨乡。”书中代序《梨
乡赋》介绍，阳信鸭梨春花白雪，夏展
绿涛，秋收黄金，冬绣红妆。

由此可见，本书不是为了画而画，
为了文而文，而是以诗画歌咏家乡。
作为全省首部反映县域文化的诗画合
集，它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对于弘扬
黄河文化、展现鲁西北风土民情和时
代精神，都有重要意义。

一一部部““历史连环画历史连环画”，”，解解
答答““何以阳何以阳信信””

翻开《画说阳信》，此书就像是一
幅美丽的历史画卷，循着一幅幅图画，
读者可以溯源地方史。

在本书的“古迹遗址”部分，开篇
介绍了阳信五霸营。五霸营村位于阳
信县金阳街道，据传是春秋时期齐桓
公在此会盟诸侯、掘井饮马。

接着，是《阳信秦台遗址》，秦台遗
址又称秦家遗址，是省级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该遗址被鉴定为商周遗址，
遗物有商周时期的陶鬲、灰陶罐、粗把
豆、陶纺轮、石镰等。民间传说，该遗
址为秦始皇东巡遗迹。《阳信文物通
览》则说是战国梁惠王东征齐国时战
败，惠王长子战死葬于此，当时十万士
兵从海滨兜土，堆成此冢。

再看，同样是相传为秦始皇遗迹的
阳信厌次台。众所周知，惠民曾称“厌
次”，而“厌次台”却在阳信沟盘河畔。传

说，在那里，秦始皇拴过马的蒲草，再也没
有舒展。台上的荆棘，因秦始皇的到来，
其刺一律向上生长，不挂衣服、不伤人。

此外，《韩信屯兵处》《黄巾冢》《狼
丘冢》《玉皇庙》《凌霄阁》《阳信古城》

《阳信官学》《梨祖杜母》《长安石桥》《阳
信古八景》《阳信正月古庙会》《阳信乡
村古建》《阳信百年梨园》《阳信姐妹井》
……有的图画写实、有的写意，有的是
细致的工笔，有的是话本一样的勾描，
有的画出了鲜活的市井民俗，有的画出
了借助历史记载的想象，有的是根据康
熙《阳信县志》城市图而绘画……

一一套套““阳信名人传阳信名人传”，”，镌镌
刻刻““乡贤足迹乡贤足迹””

本书“名士乡贤”部分，则聚焦古
往今来的当地名人。

看《阳信公主》，这个汉武帝的亲
姐姐，看似高贵却命运不堪，三婚三
嫁；《谜一样的东方朔》中写道：“风光
无限，妙计频出。诙谐放浪，不拘一格
……一生恃才傲物，尘世襟抱落寞。”

《“山水画祖”展子虔》中写道：“咫尺笔
墨写千里，古锦桃杏尤争艳。”《抗倭名
将董邦政》中写道：“莫道书生胆气柔，
胸中韬略策万卷。尽忠唯有一腔血，
报国全凭三尺剑……”董邦政是和戚
继光同时代的名将，其指挥的上海保
卫战堪称经典。

看《一代大儒劳乃宣》，足见千年
未有之大变在一人身上的折射：“一个
世纪前的名字，熠熠生辉，流传到今
天。可尝试走近您，却谜一样难。保
守与开明，矛盾交织；八股与新学，共
存一身。右手官吏，左手学者；中进

士、点翰林，办学堂、育桃李，通音韵、
精筹算。却一如其鼎鼎名号，像极了
顽固遗老，搞复辟、反共和、守旧制。
又若似大儒乡贤，居崂山、崇孔学、尊
圣贤、隐故里、修方志、掖后进。往事
悠悠，岁月无言。沉淀下的是历史，读
不懂的劳乃宣。”

值得注意的是，书中提到的“阳
信美术现象”。该书写到的阳信书画
家有很多，如展子虔、陈维信、张廷
俊、张志民、张建会等。

《丹青大家陈维信》中写道：“好个
山东大胡子，丹青泼墨天地间。素纸
上的点擦皴染，勾勒出气象万千……”

《北山石翁张志民》中写道：“他爱的北
山，是清音，是桃花源，升起在渤海之
滨低洼的地平线。北山如铁铸的石，
泛着盐碱花。近看，石之圆润，石之狞
厉。远望，石之舞蹈，石之鸣唱……交
出全部喷薄涌出的力量，用赤子情怀，
举起了山的高度。”

一幅一幅““民俗风情图民俗风情图”，”，演演
绎绎梨乡色彩梨乡色彩

本书的“文化传承”部分，重点展
示了热烈鲜活、色彩鲜艳的阳信民俗
文艺，感染力十足。

第一篇是《阳信鼓子秧歌》。作为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阳信鼓子
秧歌很有特点，与古代军事息息相连。

“伞”是“华盖”演变而来，“鼓”是盾牌
演变而来，“鼓槌”是短刀或矛演变而
来，“棒”是鞭演变而来。整个秧歌队
的阵法和步法复杂多变、虎虎生风。
鼓子秧歌的特点，很好地在画中体现
了出来。文中写道：“比老酒更滚烫，

是正月里秧歌的狂欢。那鼓，如烈焰
震天。代言乡村，膜拜上苍；那伞，似
迎春花开，千朵万朵，左旋右转。鼓声
催醒了沉沉的惊雷，花伞映红了憨憨
的笑脸，舞步踏起了猎猎的风尘……”

《西河大鼓》中写道：“一张巧嘴，
啸聚千军万马；一段鼓书，道尽万载春
秋……‘俺说这话你要不信，地下埋的
全是地上的人。’”《鲁绣》中写道：“在
绣娘的指尖间温柔倾诉，一丝一线，款
款深情，千娇百媚，栩栩如生……”《毛
竹板书》中写道：“朝为田舍翁，暮作长
衫客。一人就是戏一台。风雷动，狼
烟起，江湖声声急……”

本书的“烽火岁月”部分，则描绘
了当代阳信红色故事。开篇是《山东
抗战第一枪》，所画所写是 1937 年 10
月11日，共产党员李健等领导当地农
校自卫队在流坡坞设伏足迹日军的场
面。再有《最后一颗子弹》《华东军政
大学》《渤海军区教导旅》，都是重要的
地方史。而《那逆行的一袭白》，歌咏
了援鄂医疗队员。

本书的“市井风情”部分，描绘、歌
咏了当下阳信的美好生活。文中提到
的阳信文化中心、泰易文化院、幸福广
场、九龙湖、荷花湾、黄河大集、赛牛
会、水落坡、北山书院、翰墨园、阳信县
民族团结进步展馆、文化进万家、鸭梨
状元朱万祥……都进入书中画面。

画家张志民看过《画说阳信》中的
诗画后，如此写道：“（本书）绘大美梨
乡直壮丽景色，扬古邑厌次之风土民
情，赞历代名士之风采神韵，颂第一牛
县之盛世雄姿，集作《画说阳信》。词
艺举功德无量，可喜可贺。”

                          书书  架架  州州滨

“小区安装电梯后，老人和孩子
轻松上下楼，我们搬东西也不用再爬
楼梯。”家住滨城区畅清园的李女士感
受到了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的便利。

畅清园共加装了 3 部电梯，2023
年 4 月开工，当年 11 月同时完工。总
投入资金 168 万元，其中政府补贴 30
万元，其余费用由业主自行协商分摊，
分摊方案采用“受益台阶法”计算。

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是提升住
宅品质，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
求的民生工程，我市连续两年将其列入
民生实事和重大决策部署。2023 年，
我市增设电梯72部，2024年，我市增设
电梯120部。目前，全市共开工增设电
梯192部，有效改善了群众居住环境。

谋局为先，制度先行。2022 年
12 月，我市印发《滨州市既有多层住
宅增设电梯管理办法（试行）》，从增
设电梯主体、表决条件、资金筹措来

源、财政补助标准、矛盾纠纷处置措施
以及申请程序等方面作了明确规定。
2023年1月，市住建局会同市发改委等
12部门联合印发了《滨州市主城区既有
多层住宅增设电梯指导导则》，进一步
细化了增设电梯的工作程序和要求，提
供了相关协议书、委托书、申请表等参考
文本，方便群众办理相关手续。

对居民来说，既有住宅增设电梯
是一件新鲜事，广大业主对于增设电
梯的安全性存有疑虑，对本小区是否
符合增设电梯条件、如何开展业主协
商、如何办理手续、造价几何等持观
望态度。对此，市住建局开展多元化
政策宣传，组织有意向增设电梯的业
主到畅清园、黄河家园等小区观摩学
习，由增设电梯经验丰富的楼长面对
面、手把手解惑答疑，消除业主疑虑。

我市探索建立多渠道筹资机制，
减轻业主出资压力。政策免一块。

增设电梯作为原房屋垂直交通系统
的补充，无需重新办理占用土地等相
关手续，无需缴纳城市基础设施配套
费及其他相关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
性基金。财政补一块。市主城区既
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每部电梯财政
补助不高于 10 万元，由市、区两级财
政各分担 50%，其余县（市、区）大部
分都参照主城区补助标准支持本辖
区内住宅小区增设电梯。企业让一
块。明确增设电梯涉及供电、供水、
供气、供热、通信等管线移位及其他
配套设施改造的，相关单位应优惠收
取有关费用。银行贷一块。鼓励银
行业金融机构推出“加梯贷”，为居民
提供低利率、免抵押信贷支持。支持
居民提取本人或配偶住房公积金用
于自住住宅增设电梯。居民出一块。
各楼层居民通过协商按不同比例落
实出资责任，业主可提取住宅专项维

修资金用于增设电梯。目前我市主
流的分摊方案是“受益台阶法”，即土
建施工部分均摊、电梯安装及后续维
保部分以增设电梯后每层业主少走
的台阶数量按比例分摊。

为优化业主办事体验、提高办事
效率，市住建局印发《滨州市既有多
层 住 宅 增 设 电 梯“ 一 件 事 ”实 施 方
案》，围绕增梯业务全流程，将相互关
联的 6 个增梯“单项事”整合为“一件
事”集成化办理服务场景，申请人可
通过“爱山东”政务服务网滨州站“高
效办成一件事”专区，选择“既有多层
住宅增设电梯一件事”模块线上申
请，也可通过当地政务服务大厅设置
的窗口提交申请。跑腿次数由 6 次减
为 1 次，办理时限由 15 个工作日压缩
为 5 个工作日，所需材料由 22 份精简
为 12 份。同时，加强质量安全督导，
确保每部电梯保质保量交付使用。

告别“爬楼难” “梯”升幸福感
截至2024年底，全市多层住宅增设电梯192部

本报记者 纪方方 通讯员 林雪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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