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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 者 徐冰
杰 米阳）6 月 15 日，聊城
市蓝天救援志愿者协会16
名队员走进市中心血站，
无偿献血7000余毫升。这
支常年奋战在灾害救援、
应急保障一线的队伍，为
临床用血需求提供了坚实
保障。

活动现场，队员们在
工作人员引导下，依次完
成登记、体检、采血等流
程。截至目前，聊城市蓝
天救援志愿者协会会员累
计无偿献血 1000 余人次，
其中30多名青年志愿者坚
持定期献血，总献血量逾
40万毫升。

“我是退役军人，也是
蓝天救援队的老队员，累
计 献 血 15 次 、5000 多 毫
升。”队员王默白说。范兆
伟献血39次，总量达14800毫升；蔡珂则
从 2014 年入队起，10 年间坚持献血 8
次。这些数字背后，是普通人用最朴实
的行动诠释的人间大爱。

聊城市蓝天救援志愿者协会宣教
中心讲师乔丙克表示，他们将以世界献
血者日为契机，发挥专业优势普及献血
知识，带动更多市民加入无偿献血行
列，让爱心血液持续为生命“续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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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兆宪）6 月 16 日，记
者从聊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获悉，该中
心近日成功办理了本市首笔“高效办成
公积金贷款购房登记一件事”（以下简
称“公积金贷款购房登记一件事”）业
务。这标志着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在深
化“放管服”改革、提升政务服务效率和
优化群众办事体验等方面取得了突破
性进展。

“公积金贷款购房登记一件事”业

务由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和市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共同推进，依托双方业务联
办系统，突破传统业务办理模式，成功
开发了包括业务校验、房屋登记信息查
询、缴款单二维码获取、电子证照推送
等 17 项功能模块。该业务实现了不动
产、公积金及相关银行等部门全方位数
据共享互认，形成了多层级高效联动办
理新模式，实现了贷款线上办理、不动
产权属信息查询 24 小时查询，高品质

推进“公积金贷款购房登记一件事”立
即办。目前，市城区公积金贷款购房申
请人可在线完成贷款申请、材料签署及
抵押登记等手续。

在办理公积金贷款购房业务中，市
民韩女士、孙先生在公积金、银行、不动
产等不同部门间跑动次数减少 1 次、递
交材料缩减 1 份、办理环节精简 1 个，极
大地提高了办事效率，压缩了办事成
本。

“今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将继续加
强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密切协
作，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指引，全面强
化数字赋能，持续推进网上办理、电子签
章、电子证照等方面的应用，聚焦‘减环
节、提效率、优服务’，推动政务服务再升
级，为广大市民朋友提供‘有速度、有温
暖、有广度、有深度’的贴心服务。”市不
动产登记中心副主任王海平说。

全市首笔“公积金贷款购房登记一件事”业务成功办理

聊城不动产登记服务效能升级

本报记者 陈彩红 姜振

在乡村振兴的时代浪潮中，一位90
后青年以笔为犁，深耕乡土文化的田
野，用文字与数字技术守护着乡村记忆
的根脉。他就是山东灿成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总经理赵灿。

6月16日，记者来到山东灿成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时，赵灿正埋头整理近期收集
的口述史料。这位毕业于青岛理工大学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90后，专注于民俗学
与历史学资料的搜集、整理、研究与写
作。出于对历史的浓厚兴趣，他在大学
期间便组建了“耕莘文化团队”，投身于
乡村历史文化的挖掘与抢救工作。2016
年，赵灿利用假期时间义务编撰并出版

了 聊 城 第 一 部 乡 村 志 书《主 簿 营 村
志》。“编撰村志的过程让我真切感受
到，每一次乡村走访都是一场与时间赛
跑的文化抢救。”他深有感触地说，“对一
个村庄而言，太多历史资料只存在于老
一辈的讲述里。趁着他们健在，留住村
庄记忆，把握村庄特色，其长远价值不
可估量。”

大学毕业后，赵灿以“耕莘文化团
队”为基础，带领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
人成立了山东灿成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他们扎根基层，走遍聊城百余乡
村，将现代技术手段与深厚的乡土情怀
相结合，对民俗文化展开抢救性挖掘。
团队通过主编《莘县民俗图志》《乡村口
述史》等，让濒临消失的方言歌谣、传统
手艺重获生机。

谈及未来规划，赵灿表示：“下一步，
我们将运用技术手段打造全媒体乡村记
忆书籍。将村民口述、传统记忆、村容村
貌等视频资料以及村庄VR全景信息等
内容生成二维码嵌入书中，让乡村文化

‘活’起来。”他特别补充道，“我们坚持以
创新带动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吸引更
多年轻人加入，共同行走乡村，记录宝贵
的乡土文化。”

九州洼月季旅游景区
迎来夏日盛景。6 月 17
日，景区湖面上，市民划着
皮划艇穿梭于接天莲叶之
间，在荷香四溢中尽享亲
水乐趣，体验别具韵味的
夏日时光。

本报记者 董金鑫 摄

赵灿在与老人交流，并记录资料。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赵灿：用文字和数字留住乡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