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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百年历程 点燃青春梦想
本报记者 林晨

参观红色旧址、聆听革命故事、翻阅
团史书籍、开展座谈交流……4 月 28 日，
在五四青年节、共青团建团100周年到来
之际，聊城党史研究专家学者，老一代、新
一代青年典型代表和曾任、现任团干部代
表等20余人齐聚冠县，举行了“党领导下
聊城青年运动的百年历程”专题学习，重
温峥嵘岁月，汲取精神力量。

冠县是革命老区，曾先后是中共鲁西
特委、鲁西北地委、冀鲁豫七地委、冀南一
地委的所在地，也诞生了聊城最早的共青
团组织——共青团冠县支部。此外，冠县
还涌现出赵健民、沙延孝、孙立民等众多
革命英雄人物。

“1935年12月，23岁的赵健民偶然得
知，濮县古云集徐庄村（现莘县古云镇徐

庄村）有共产党的消息。他兴奋不已，跨
上自行车，沿着黄河大堤，踏上了千里寻
党的道路……”在赵健民故居，通过讲解
员的讲解，大家仿佛回到87年前的冬天。

步入中共鲁西北地委旧址，透过饱含
沧桑的文字、图片、实物，一个个革命先辈
的热血身影纷纷浮现。在烽火连天的岁
月中，他们风华正茂，激情昂扬，以大无畏
的精神英勇抗敌，夺取了一个个伟大的胜
利。

在参观完红色旧址后，大家以“青春
喜迎二十大，不忘初心跟党走”为主题，进
行了座谈交流。“在聊城，有很多革命先辈
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甚至牺
牲了生命……”座谈会上，老团干代表、退
休干部吕昭岭的一席话，让大家陷入了深
思。

历史长河川流不息，精神薪火代代相

传。“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聊城青年
迅速行动起来，成立了聊城学生联合会，
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100年
来，一代又一代聊城青年以报效祖国、服
务人民为己任，争当先锋、勇挑重担、艰苦
创业，把青春奉献给聊城的发展和进步。
今年，我市正在全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新聊城，全市青年胸怀大局、立足本职，积
极作为、创新实干，在各条战线上正创造
着不凡的业绩。”共青团聊城市委书记徐
保亮深有感触地说。

听完大家的交流发言，新一代青年代
表、90后返乡创业者刘栋田心潮澎湃，“作
为青年，应该牢记党领导下聊城青年运动
发展的历史，继承和发扬团的光荣传统，
肩负起新使命，为建设家乡、造福社会贡
献更多的青春力量”。

智慧城管让城市“耳聪目明”
本报讯（记者 夏旭光）“尊敬的市民，

您好！您的占道经营行为已违反了《山
东省城市建设管理条例》第二十条严禁
占用城市主要道路作为集贸市场和停车
场及摆摊设点的相关规定。维护良好的
市容环境和交通秩序是我们共同的责
任，请您马上离开。谢谢配合！”4月29日
下午5时27分，3名商户正推着三轮车在
建设路益民胡同路口的斑马线处售卖商
品，忽然，空中传来了城市管理执法人员
劝离的声音，3名商户随即推着车子离开
了。

4400个单元网格、759路视频监控、4
路高空监控，共享“雪亮工程”摄像头301
路、住建局工地监控摄像头72路……以服
务群众为目标，把管理精致到每一个网
格、每一处细节，像绣花一样对城市进行
精细管理，聊城市城市管理局打造“智慧”
引擎——智慧城管指挥保障中心，构建起
市民参与、多部门联动的“群管共治”长效
机制，通过智慧城管平台的有效运行，不
断拓展为民服务空间，不断强化监督协调
职能，给城市装上“耳朵”“眼睛”“智慧大
脑”，促进城市管理精细化再升级，让城市

“耳聪目明”，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
全感大大提升。

智慧城管指挥保障中心开展远程非
接触式执法、管理，提升平台智能化水
平。以智慧城管平台为依托，搭载视频
监控智能分析系统和 IP 语音喊话设备，
构建非接触执法、管理新模式；在主城区
重点、难点、热点位置建设了 759 个低空
视频监控点位、4 基高空视频监控，初步
实现对城市管理事部件进行实时监测的
能力；运用AI智能分析技术，对监控可视
范围内市政设施、环境卫生、市容秩序等

方面常见城市管理问题自动报警、准确
识别、自动抓拍、快速派遣，实现了城市
管理问题全天候巡查发现和及时处置的
能力；使用IP语音广播对占道游商、店外
经营实施语音喊话劝离，实现远程非接
触式执法。

2021年以来，智慧城管指挥保障中心
通过监控抓拍案件 2234 件，语音喊话劝
离流动商贩、店外经营等现象1072余次，
有效提升了案件处置效率，让城市更加
洁净……

本报讯（记者 陈金路）4月30
日，记者在东昌路附近的聊城文
化活动中心广场上看到，市民或
游客举手投足间尽显文明，文明
旅游成为聊城文化活动中心广场
的亮丽风景。

市旅游集散中心位于聊城文
化活动中心广场附近，该广场成
为专业化的散客自助游客集散地
和旅游客运枢纽。

聊城文化活动中心广场兼具
文化活动、旅游集散、禁毒文化宣
传、凡人义举宣传等功能。记者
看到，广场入口处的“文明倡导”
提示语格外醒目，广场西侧有明
显的公共洗手间指示牌，广场东
侧有“爱心榜”和“英模榜”。

市民马丽居住在广场附近
的昌润莲城小区，她经常到聊城
文化活动中心广场游玩，她说，
在这个广场能感受到满满的正
能量。

面塑艺术创作比赛
等你来

本报讯（赵琦）4 月 29 日，由
冠县文化和旅游局主办，冠县文
化图书馆、聊城市泥塑面塑协会
承办的“放歌新时代，喜迎二十
大”——面塑艺术创作比赛开始
征集作品。参赛者可以在4月29
日—5 月 10 日，以线上形式提报
参赛作品。

比赛以“放歌新时代，喜迎二
十大”为主题，分为单人赛（少年
组、成年组）与团体赛（少年组、
成年组），作品内容积极健康向
上，具有艺术性和观赏性，特色突
出，技艺精湛，地域代表性强，题
材不限。作品以 Word 文件格式
提交，照片背景清晰，突出作品，
参赛选手将作品（备注姓名、手机
号）以邮件的形式发送至电子邮
箱gxfy5232044@163.com。

面塑是中国民间传统艺术，
其中，冠县郎庄面塑造型浑圆
饱 满 、形 神 兼 备 、色 彩 鲜 艳 ，
2008 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

文明旅游
是广场最美风景

现场开盲盒 过足“考古瘾”
聊城市傅斯年陈列馆将陆续举办此类活动

本报讯（文/图 张燕）“哇，我开出
一件青铜戴冠头像！”4 月 30 日，一句
清脆稚嫩的童声从聊城市傅斯年陈列
馆二楼活动室传出。这个声音打破了
屋中原有的安静，活动室内顿时喧闹
起来。

循着声音望去，只见来自东关民
族小学五年级8班的学生刘盈君，从粉
红色的泥土中“挖”出了一件青铜戴冠
头像。这个头像顶戴回字纹平顶冠，
面容消瘦，双眉似皱，表情凝重，透出

威严。
1986年，考古工作者在四川省广汉

市三星堆遗址发现两座大型商代祭祀
坑，经过发掘，出土金、铜、玉、石、陶、贝、
骨等珍贵文物近千件。刘盈君手中这件

“宝物”的原型出土于二号祭祀坑。
为传承历史文化，培养少年儿童的

创造力和动手能力，4月30日，聊城市傅
斯年陈列馆开展了“考古盲盒”免费寻宝
活动。

当天，共有 16 名小朋友参加活动，

刘盈君是第一个开出盲盒的小朋友。“开
盲盒，比我想象的要艰难。在这个活动
中，我既学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
化，也体会到了考古工作者的艰辛。”刘
盈君说。

据聊城市傅斯年陈列馆工作人员王
飞介绍，将三星堆遗址考古现场以“盲
盒”形式搬进活动室，是聊城市傅斯年陈
列馆举办的第一期“考古盲盒”寻宝活
动，傅斯年陈列馆将陆续举办两期此类
活动。

图片均为“考古盲盒”免费寻宝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