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滨州讯（通讯员 报道）近
年来，滨州市人社局聚焦群众诉
求，不断创新便民服务新方式，开
设 12333 咨询服务热线，提供 7×
24 小时全天候电话咨询服务。自
2016 年 5 月 12333 人工在线咨询
服务开通以来，每日安排专人实时
在线回复，有效避免了来电高峰
期，因诉求渠道不畅，群众诉求得
不到及时解决的问题。

线上人工客服秉持“您一个问
题，我一个回应”的工作理念，聚焦
人民群众关心关注的“急难愁盼”问

题，让掌上服务焕新人社服务新场
景。日最高回复 211 人，发送消息
595条，12333线上人工客服逐渐成
为新的重要咨询渠道，实现了百姓
问答“零等待、零在途、零跑腿”。

下一步，滨州 12333 在线人工
客服将进一步发挥好全市人社系
统“一问一答”金牌总客服的作用，
把“倾听、倾情、倾心”作为服务准
则，将“文件话”变成百姓听得懂的

“家常话”，尽一切可能和努力让百
姓最关切的问题及时“飞入寻常百
姓家”，切实提升政务服务质效。

12333线上人工客服
成为新的重要咨询渠道

本报滨州讯（通讯员 报道）近
日，沾化区首笔医保基金“即时结
算”单据结算成功，2952.72 元医保
资金顺利拨付滨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账户，标志着山东省医保基金“即时
结算”国家试点正式在滨州落地实
施。

“即时结算”实施后，医疗机构
对前一日费用对账后申报，医保经
办机构受理审核结算数据并推送至
财务部门，财务部门审核无误即时
完成拨付，医疗机构在收到拨付后
及时确认反馈，全程无纸化办公，在
确保基金安全的前提下，实行全流
程线上操作，将医保经办机构与医
疗机构的结算周期从 30 个工作日
压缩至“T＋1”个工作日，有效缓解
定点医疗机构的资金周转压力。
为确保基金拨付的科学性和安全
性，试点阶段，信息系统设置了基

金拨付系数，根据基金运行情况灵
活调整，采取日“即时结算”、月度

“小清算”和年度“大清算”的工作
模式，确保在医保基金总额控制下
应由医保基金支付的医疗费用应付
尽付。

滨州市作为全省唯一的国家
级“即时结算”试点市，自承担“即
时结算”国家试点以来，医保部门
按照国家和省工作部署，组建了工
作专班，梳理优化结算流程，优化
信息系统，努力搭建集报销数据集
成、核查、申报、结算、拨付、对账于
一体的全新功能“即时结算”信息系
统模块，全力推进试点项目落地实
施。下一步，滨州市将持续细化优
化结算流程，及时总结完善工作方
案，力争尽快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
医保基金“即时结算”新模式，为医
药机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医保“即时结算”
国家试点在滨落地实施

护航开学季  城管在行动

本 报 讯（记 者 任 斐 通 讯 员 
王建修 李明 王文琪 报道）新学期
开学季，为给莘莘学子打造秩序规
范、舒适安宁的学习环境，市城管
局提前谋划，精心部署，对市城区
中小学、幼儿园等校园周边开启

“护学模式”。
在具体的工作中，市城管局实

施市容整治，规范秩序。组织市、
区、街道三级城管部门开展“一体
化”执法行动，按照“一校一策”的
原则，对各校园周边进行前置摸
排，形成问题清单，施行销号管理。
针对存在的占道经营、店外经营、
乱扯乱挂、乱贴乱画等违法违规
行为及时进行劝阻、制止、清理。
同时，加强普法宣传，督促指导沿
街 商 户 自 觉 落 实“ 门 前 五 包 ”责
任 ，引 导 商 户 规 范 经 营、文 明 经

营，共同营造良好的校园周边环
境。活动中，市、区、街道三级城
管部门共出动执法车辆 40 辆次，
执法队员 200 余人次，累计清理规
范占道经营、店外摆放185处次、乱
贴乱画23处。

实施调度安排，洁净以待。科
学调度洗扫车、四季养护车、综合
清扫车等车辆，对市城区主次干
道、非 机 动 车 道、学 校 周 边 进 行
精细化保洁。针对校园周边人流
量及垃圾量大的实际情况，实施

“分时段、分区域”作业模式，提高
保洁效率。加大日常巡回保洁力
度，增加垃圾清运频次，减少垃圾
滞留时间，确保学校及周边垃圾日
产日清。

实施设施维护，暖心服务。对
校园周边果皮箱、过街天桥、护栏、
家长等候区等公共设施进行深度
清洗擦拭，开展“地毯式”深度维
护。加大学校周边公厕保洁及巡
检力度，实时动态保洁作业，发现
设备问题及时维修，保证公厕安全
正常运行，为广大家长及师生提供
优质如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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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2 日，无棣县碣石
山镇马道口村举办了一场

“村晚”活动。通过歌曲戏
曲、舞蹈小品等丰富多彩的
形式，该活动为全体村民带
来了一场内容丰富、喜庆热
闹的文化“大餐”。现场观众
欢声笑语，掌声不断，沉浸式
体验传统文化的独特韵味。

（通讯员 胡雯慧 摄影）

热热闹闹办“村晚” 村民乐享“文化餐”

800 年的胡集书会，天南北海的
艺人参与，百里千里的百姓见证。其
中，参与时间最长、见证故事最多的，
当数艺人白曰华。

白曰华是胡集镇白家桥人，生于
1949 年，11 岁开始学曲艺、学鼓书，
1963 年开始参与胡集书会，年年不
落，至今未间断。

从“打场子、卖场子”到国家级非
遗，从历史传说到家长里短，从《草船
借箭》到“烈火金刚”，从云游江湖到
聘为书会顾问，70 年的守望，白曰华
的曲艺不改农民本色、滨州本色，真
正做到了“半农半艺为人民”。

11岁开始学艺，因为说
书收入高而放弃上班机会

在旧社会，很多表演行当不受尊
重，但农民百姓却喜爱、尊重说书艺
人。这是因为，那时群众大多不识
字，崇敬文化人，有“敬惜字纸”的传
统。因此，白曰华小时候就对说书行
当很向往。

11 岁完小毕业后，他到原惠民地
区曲艺学习班学习，跟随老艺人郑玉
林、高贵友等学习西河大鼓。他聪明
好学，进步很快，一年后，就能登台演
出了。 在那的六七年里，白曰华先后
学会了《东汉演义》《杨家将》《千里
驹》等几部大书。白曰华回忆：“师傅
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当时我们学艺
时，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练习说书。那
时没有书本，全靠师父口授。背不
过，师父就用鼓槌敲头。”

1966 年，白曰华被分到原滨县造
纸厂工作，每个月工资 20 块钱。那
时，白曰华已经独立登台演出多年
了。可能让今天人们很难理解的是，
他居然放弃了单位工作，选择走街串
巷卖艺！

酷暑寒冬，风吹日晒，骑着“洋车
子”钻胡同。到底为啥？

白曰华说的很实在，不止是因为
热爱曲艺，更是因为收入高。他说：

“那时，演出一场有两块钱的收入，算
是很高了。” 这个收入要远高于一般
工人。上世纪 80 年代，白曰华连续
12 年被白桥村雇请说书，4 天收入是
120 元钱，这大概相当于一个工人 3
个月的工资。

正因此，每当有人问起书会和曲
艺发展的问题，白曰华从不避讳：“经
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说书首先需
要养家糊口，让艺人吃上饭。”

参加胡集书会62次，
还曾任惠民县曲艺队队长

白曰华说，胡集书会是曲艺人的
家，也是鼓书人的根。

1963 年，白曰华 14 岁，跟随师父
第一次到胡集书会说书。他说，那时
书会场地简陋，但热闹景象超出想
象。他回忆：“艺人们都在村西南的
大湾边摆开场子说书卖艺，有 100 多
档，那叫个兴旺。”据韩克顺《胡集书
会》，村西南的大湾有三个场院，场院
里、湾边、崖头、井台旁，都挤满了说
书的、听书的。遇上旱年，湾底也成
了说书场。

文革期间，很多旧书被列入“封
资修”的黑货，艺人被撵，鼓子被扣，
胡集书会逐渐衰落。但白曰华回忆，
当时请书传统也一直在悄悄进行，只
不过从说旧书变成了新段子新故事，
讲的是《烈火金刚》《平原游击队》《林
海雪原》等革命小说。不让艺人在集
市上说书，他们就到村里唱。有的还
给传统段子披上革命外衣，偷偷摸摸
地传播。

改革开放后，胡集书会重新焕发
生机。1983 年，惠民县还成立了县曲
艺队，白曰华担任队长，带领艺人们
下乡演出。上世纪80年代末，胡集书
会达到了高潮，刘兰芳、姜昆、唐杰
忠、高元钧、孙镇业等都来过，可谓万
人空巷听评书。但是随着电视机和
网络的普及，外出打工潮的兴起，胡
集书会也逐渐陷入低潮。白曰华说：

“有一年胡集书会那个冷清啊，大街
上只有我们五档说书的，天气冷，我
们的心里更冷。”

2006 年胡集书会被列为国家首
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胡集镇“送书下
乡，政府买单”，书会再次开始振兴。
渐渐进入老年，白曰华将工作重心转

移到新创和传承上，编创新段子，为
学生们传授技艺。比如，他创作的木
板大鼓《养啥赚钱多》获得了省曲艺
汇演创作一等奖、导演一等奖和演唱
一等奖。

2008年、2024年，刘
兰芳两次与白曰华交谈、表演

刘兰芳曾 5 次到胡集，每次都要
看望当地艺人。其中，与白曰华交流
最多。2008 年胡集书会，刘兰芳带队
到胡集“送欢乐下乡”。在白曰华的
摊前，刘兰芳拿起铜板为白曰华伴
奏，两人合作演出了一场。去年 11
月 ，刘 兰 芳 在 滨 州 表 演《兵 法 颂 开
篇》，演出前，刘兰芳特意到胡集故地
重游。在新建成的胡集书会展播中
心，她看到了老友白曰华，高兴地与
其交流，并拿起快板即兴来了一段表
演。

谈及对刘兰芳的印象，白曰华
说：“她仅比我大 5 岁，入行时间也差
不多，但人家是真正的专业大家，我
是个业余的农民演员。”白曰华认为：
刘兰芳的好功底，首先来自评书世家
的家传。她的母亲、两个姨母都是东
北大鼓演员，号称“刘家三茹”，在辽
阳蜚声一时。但白曰华的祖辈、父辈
则无人从艺，缺少这种家学的影响。
同时，刘兰芳天赋极佳，嗓音、身高、
文化水平、编创能力都出色。白曰华
叹了一口气说：“我就是文化水平低，
创作个段子太费劲，翻书查字典，每
次都要折腾很长时间。”

1986 年，胡集镇曲艺厅落成，刘
兰芳曾寄联一副贺词：“出人出书走
正路，半农半艺为人民”。而白曰华
一辈子农民身份，种地、说书两不误，

真正做到了“半农半艺为人民”。
“历史上有个东汉说唱俑，那意

气风发的神态太迷人了。我发现，白
曰华老师就是鲜活的说唱俑，眉眼里
都是笑，性情里的豁达、直爽太美了，
充满诗意。”2014 年，西南大学中国新
诗研究所副教授张传敏对白曰华如
此评价。他由此感慨：鼓书人就是行
走在田野上的诗人，他们能为当代国
人唱响一段段“美丽乡愁”。

趣说跑江湖的行话、
春点

近年，年轻人通过影视、互联网
了解到，旧社会跑江湖的行当，往往
有黑话、春点。譬如《智取威虎山》里
大家耳熟能详的台词：“天王盖地虎，
宝塔镇河妖；正晌午说话，谁还没有
家？一座玲珑塔，面向青寨背靠沙
……”

那么，曲艺行的有无此类行话、
黑话？

闻言，白曰华笑了：“的确是有。
但渐渐淡了、没了，我个人觉得，没了
更好。好话不背人，背人无好话嘛。”

旧社会的时候，说书人属于江湖
人，行里规矩多，比如陌生的同行问
答就有“江湖春点”。比如要报个万，
就是自我介绍。我姓刘，得说“我是
顺水蔓”；您姓马，就是“千里蔓”；您
姓张，那就是“慌里慌蔓”；您姓李，就
是“一脚门蔓”；姓王，就是“虎头蔓”
……在戏曲行里，不买票看戏叫“借
光”，守门望风者叫“望青”，顾客为

“汤水”，散场叫“放汤”，戏单叫“青
子”，戏票叫“头衬”等……这些行话，
为的是识别同行，圈里人才互相帮
助。

那时，封建规矩大、多，比如在胡
集书会上，同行见面，晚辈要跪地磕
头，不管脚下是土还是泥。在书会晚
间，曾发生过大众罚徒甚至清理门户
的事情。那为啥有此类黑话？

白曰华说：“这是故意让人听不
懂。比如同行问昨天演出挣了多少
钱，又不方便让旁边人明白，就有很
多代称、代指。比如，‘缆头’指演出
费。”

真正有些价值的，是行业术语。
比如白曰华说完书到了家里顾不上
吃饭，就先看书，准备晚上的演出。
他说：“我们管这叫‘趟口’，趟上三
遍，熟了就叫‘实口’。”再比如，开蔓
子、甩扣子是说书的技巧。比如，拜
师需要保代引三位师傅。

一人一桌一折扇，说书讲古劝人
方。行走在田野上，“三弦竹板书 ”艺人
白曰华再次在家门口演绎农民本色。

胡集书会上的“田野诗人”白曰华：

半农半艺六十载 “曲艺老汤”熬煮人
本报记者 刘清春 张涛 宋敏敏 通讯员 段雨娇 宁洪波

2008年，刘兰芳和胡集本地曲艺人白曰华在一起。（李振平 摄影）

本报滨州讯（通讯员 马雪蕊 
报道）近日，滨州市“心理健康进校
园”试点学校揭 牌 仪 式 暨 开 学 赋
能培训活动，在阳信县第二实验
中学举行。经阳信县教育和体育
局与滨州市心理健康服务促进会
友好协商，阳信县第二实验中学
成 为“ 滨 州 市 心 理 健 康 进 校 园 ”
试点学校，标志着滨州市在学生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方 面 开 启 全 新 探
索。

活动现场，阳信县教育和体育
局与滨州市心理健康服务促进会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携手
推进心理健康教育普及。随后，为
试点学校揭牌，标志着心理健康教

育在阳信县校园正式落地。同时，
共青团滨州市委和滨州市心理健
康服务促进会向阳信县第二实验
中学授予“12355 青少年服务热线”
牌匾。

揭牌仪式后，滨州市心理健康
服务促进会特邀咨询师李智惠，为
老师们带来了心理健康教育赋能
授课。李智惠结合自身丰富经验
与专业知识，深入浅出讲解相关理
论与实践技巧，让老师们收获颇
丰。老师们表示，此次培训加深了
他们对心理健康教育的认识，掌握
了实用方法，有助于应对学生心理
问题，助力学生适应新学期，为其
全面发展奠定基础。

滨州市“心理健康进校园”
试点工作正式启动

本 报 讯（记 者 裴 成 龙 通 讯 员 
吕博文 冯清 韩敏 李震 报道）乡村医
疗卫生体系建设是乡村振兴的基础
性工程，也是普惠性、兜底性的民生
工程。2024 年以来，我市大力实施乡
村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质提效三年
行动，不断推动基层卫生服务体系提
档升级，着力打造农村15分钟健康服
务圈，切实为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
期的健康服务。

前不久，沾化区冯家镇每个村的
卫生室都进行了必要医疗设备的采
购，对诊断室、治疗室、观察室、康复
室、药房等功能区域进行了划分，就
医环境有了极大改善。冯家镇居民
郭庆臣对记者说：“从卫生室的建设
到装饰，真是焕然一新，药也全了，工
作人员的服务态度也提高了。”

硬件设施升级的同时，服务质量
也实现了质的提升。2024 年以来，沾
化区举办基层专病规范化培训班 9
期，涵盖血脂异常、冠心病等 28 个病
种 ，培 训 乡 级 师 资 223 人 次 、村 医

1510 人次，带动基层服务能力全面
提升。冯家镇南集村卫生室乡村医
生 郭 卫 峰 说 ：“ 自 从 卫 生 室 改 造 以
来，添加了很多的诊疗设备，组织医
护人员参加了很多中医实习技术和
诊疗技术的培训，让我们的诊疗技
术得到一定的提升，掌握了 6 种中
医药的最基本的诊疗技术，又给我们
卫生室安装了空调，让诊疗的环境得
到很大的提升，群众对我们的服务感
到非常满意。”

截至目前，沾化区已总投资 328
万元，改造提升村卫生室 53 处，建成
高标准中心村卫生室15处、超年度计
划 2 处。164 处村卫生室全部实现一
体化管理、房屋公有化；6S（整理、整
顿、清洁、规范、素养、安全）管理实现
全覆盖，极大提升了基层群众在“家
门口”看病就医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2024 年，我市 10 部门联合印发
实施《滨州市乡村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提质提效三年行动计划》，从机构、人
才、机制和管理不同维度，制定了提

升乡村两级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的 14
项举措。其中，优先改造人口相对密
集、亟需整改提升的薄弱村卫生室
400 家，达到有观察诊查床、有智慧随
访设备、有康复理疗设备、有必要的
检查设备、有卫生厕所和冷暖空调，
实现能力服务提升、诊疗环境提升、
管理水平提升。

在“五有三提升”行动中，阳信县
投资 1970 余万元为所有乡镇卫生院
全部配备CT，并开展特色专科卫生院
建设，已建立中医妇科、儿科、疼痛
科、康复科等多个特色科室，推动了
基层卫生服务体系提档升级。商店
镇中心卫生院院长孙桂芳说：“通过
卫生室‘五有三提升’，各项环境和医
疗技术以及管理水平都有了很大的
提升，也相应提高了群众的满意度，
群众就医基本可以实现小病不出村、
常见病不出镇的需求。”

目前，阳信全县居民电子健康档
案建档率91.27%；高血压规范管理率
65.64%；糖尿病规范管理率 66.14%。

全县 18 家中心村级卫生室全部配备
血液分析仪、除颤仪、心电图机等设
备，全县1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防
融合标准化流程改造评估全部通过
验收，大大提升了基层医疗机构的服
务能力。阳信县卫生健康局党组成
员、副局长劳凯迪介绍：“通过基层医
疗机构改造提升，医疗设备迭代更
新，优化群众就医环境，优质医疗资
源扩容下沉等举措，我们不断提升基
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倾力破难题促
发展，用心办实事解民忧，全力保障
人民群众健康需求。”

截至目前，全市对自评达到“五
有三提升”的 506 家村卫生室逐一进
行了现场验收；已建成县域医疗服务
次中心 6 家。根据《滨州市乡村医疗
卫生服务能力提质提效三年行动计
划》，到2026年，全市累计建成县域医
疗服务次中心 10 家，全市 80% 以上
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至少建成1 个市
级基层特色专科，不断提升乡村医疗
卫生服务能力。

我市着力打造农村15分钟健康服务圈
切实为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