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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晨雯

深秋凉意渐浓，在冠县国有毛白杨林场（苗
圃），一排排毛白杨迎风挺立，扫却秋天的萧瑟气
息，充满蓬勃生机。

冠县国有毛白杨林场（苗圃）位于鲁西平原
黄河故道风沙区。建场前这里茅草丛生、沙丘林
立，冬春季节狂风席卷大地、飞沙滚滚，生态条件
非常恶劣。经过多年治理，昔日的黄河故道已成
为郁郁葱葱的林海，不毛之地改造成防风固沙的
绿色生态屏障，取得了显著的生态、经济和社会
效益。

冠县素有“毛白杨之乡”的美誉，1987 年 4
月，冠县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定把
毛白杨定为“县树”。

为进行飞絮扬尘治理和提升城市园林绿化
质量，冠县国有毛白杨林场（苗圃）依托国家科研
课题和毛白杨基因资源，培育出“三毛杨”系列、

“毅杨”系列以及“北林”系列新品种，获林木新品
种权39件。其中，“三毛杨7号”“毅杨1号”等8
个品种通过了国家林木良种审定委员会审定，获

得了林木良种证书，目前已进行大规模推广。
毛白杨雄株具有不飞絮、寿命长、树干通直、

树形美观、叶大荫浓、抗病抗虫、适应性强等特
点，具有遮阳、滞尘、降噪等生态防护作用。雄株
毛白杨优良品种是有效解决杨树飞絮污染问题
的适宜替换品种，可广泛用于城乡绿化以及速生
丰产林建设，具有很大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
应用前景广阔。

毛白杨种质资源库的建设始于1983年。北
京林业大学教授朱之悌带领全国毛白杨十省协
作组，汇集来自全国的1047份优质树种资源，建
立了毛白杨基因库，成为全国毛白杨种质资源保
存份数最多、品种最全、面积最大的毛白杨种质
资源库，被誉为“毛白杨新品种的摇篮”。

冠县国有毛白杨林场（苗圃）于1982年被列
为部省联建林木良种基地，2009 年被列为第一
批国家杨树重点林木良种基地；2010 年与北京
林业大学联合建设了北方平原林木良种创新与
示范基地。

冠县国有毛白杨林场（苗圃）总面积 10880
亩，现已建成公益林 1712 亩、防风固沙林 4533

亩、经济林 2728 亩、绿化苗木 1907 亩。近年
来，冠县国有毛白杨林场（苗圃）由防风固沙功
能向生态、经济功能转变，共发展各类经济林
2200 亩。示范带动山农酥梨种植 500 余亩，种
植苹果、樱桃、油桃、山楂等 1000 余亩，碳中和
示范梨园 400 余亩。林场特色经济林从“局地
发展”向“多点开花”转变，为绿色发展注入新
的活力。

国有林场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之一，是
科技兴林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也是生态文明
建设的平台载体。“冠县国有毛白杨林场（苗圃）
将继续深化国有林场改革，进一步创新活化管
理与经营机制。”9 月 20 日，冠县国有毛白杨林
场（苗圃）场长申中文说，林场将充分发挥资源、
管理、技术和人才优势，以北京林业大学为技术
支撑，以国家林木良种基地为依托，坚持科技创
新、科学营林、严格保护，科学利用，进一步建成
集生态、科研和产业化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保
护基地。

从沙荒地到葱葱林海
——冠县国有毛白杨林场（苗圃）建设综合性生态保护基地走笔

冠县国有毛白杨林场（苗圃）在林下种植芍药，发展林下经济。 受访单位供图

■ 文/图 梁丽姣

9月16日上午，秋日的金堤河畔水波荡漾，
孤鸟在水面上盘旋，一场堤防保卫战在此拉开
了序幕。

此次演练模拟受第12号台风“梅花”外围及
本体影响，聊城出现中到大雨，并伴有7到8级大
风。阳谷县气象局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阳
谷县防汛抗旱指挥部迅速发布预警命令，同时
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

阳谷县防指针对金堤河（阳谷段）持续遭遇
强降雨，金堤河水位超过警戒水位并持续上涨
的“实际情况”，召集有关防指成员单位紧急会
商。生命高于一切，“灾情”就是命令。李台镇、
张秋镇、金斗营镇等6个乡镇，以及县消防救援
大队、蓝天救援队、阳谷县水利局防汛青年突击
队9支队伍的防汛救灾人员迅速集结，立即投入
抢险救援工作。

受强降雨影响，金堤河水位急速上涨，部分
岸坡坍塌，情况危急。

“快快快，加速传递。”防汛抢险队员扛着铁
锨、背着沙袋，抬着土工布，投入抢险战斗，加固
堤岸。一包包沙袋在抢险队员的手中快速移
动，一个挨着一个，堆砌成防汛抗洪的铜墙铁
壁。经过全体抢险队员的紧密配合，险情得到
有效控制。

雨水无情，金堤河水位持续上涨，范县站水
位 45.5 米，超警戒水位 0.5 米，流量 300 立方米/
秒，受洪水冲刷影响，金堤河部分险工段发生岸
坡坍塌等险情，防汛形势愈发严峻。

阳谷县防汛形势十分严峻，急需防汛物资，
聊城市水利局紧急统筹全市防汛物资，组织车
辆向金堤河阳谷段紧急调运。救生衣、编织袋、
土工布、移动照明灯、橡皮艇……一辆辆调运车
满载防汛物资到达抢险现场，抢险队员分工明
确，合力将物资搬运到指定地点，并顺利完成交
接。

持续的降水导致2名群众被“困”在金堤河
对岸无法返回，1名群众“不慎落水”。时间就是
生命，接到救援任务后，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快

速驶向救援区域，红色的橡皮艇在水面划过，激
起千层波。

到达指定救援区域后，救援人员采取“S”型
驶及“O”型驾驶技术对落水人员进行及时营
救。很快，救援人员将“被困群众”安全救出，顺
利返回岸边。

这场堤防保卫战共分为防汛会商、闸门封
堵、管涌探测、岸坡坍塌、物资调运（装卸车、手
续办理）、人员救护、设备操作、水上救援等8项
演练科目。经过指战员和救援人员的艰苦奋
战，排除了各类险情，确保了大堤和人民群众的
安全。

“这次演练提高了我们在抢险救援中的实
战能力和指挥调度、应急处置能力，为防大汛、
抢大险积累了实战经验。我们一定做好金堤河
阳谷段秋季洪水灾害预防，确保防汛抢险物资
在汛情来临时能够‘备得足、调得动、运得出、用
得上’，快速、有效、有序地实施抢险工作，减轻
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阳谷县水利局党组书
记、局长曹凤昌说。

厉兵秣马演练忙
——阳谷县扎实提升防汛应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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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职业技术学院隆重举行2022级新生
开学典礼暨军训总结表彰大会现场

■ 杨雪 赵璇

■ 曹盛昌 徐光明 庞晖

9月17日，恰逢第22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当
天上午，聊城职业技术学院隆重举行2022级新生
开学典礼暨军训总结表彰大会。学院党委书记
靳凤莲，党委副书记、院长徐龙海和全体领导班
子成员出席大会。各系系主任、党总支（副）书记、
团总支（副）书记、全体辅导员及全体新生参加大
会。党委委员、副院长刘雪巍主持开学典礼。

伴随着雄壮激昂的《分列式进行曲》，2022级
新生军训成果开始展示。在女子仪仗队的带领
下，参训新生身着迷彩装，喊着响亮的口号，迈着
坚定的步伐，依次通过主席台。紧接着，匕首操、
军体拳、刺杀操、战术演练等项目一一进行了展
示。同学们英姿飒爽、意气风发，充分展示了当
代大学生青春昂扬、英武豪迈的精神风貌。

随后，在庄严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
起，正式拉开了 2022 级新生开学典礼的序幕。
全体师生面向国旗，激情澎湃地唱起国歌。

开学典礼上，学院党委副书记赵存吉宣读
了2022级新生军训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

表彰决定，对5个先进系部、18个先进连队、30名
带训教官和773名同学予以表彰。教师代表及
学生代表依次发言，分享了自己在工作及学习
中的感悟，表达了主动担当、唯旗是夺的决心，
畅想了对未来的期许和展望。

徐龙海在致辞中对新生表示热烈的欢迎，
并提出了三点希望：一是要牢固树立“强国有
我”的伟大志向，做信念坚定的聊职人；二是要
锚定“技能报国”的奋斗目标，做创新有为的聊
职人；三是要积极锤炼“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
做担当奋进的聊职人。他希望同学们珍惜宝贵
的大学时光，秉持“厚德、博学、求精、创新”的校
训，潜心学习新知识、钻研新技术、掌握新本领，
继续发扬军训中吃苦耐劳的精神，矢志奋斗、勇
毅前行，以更加昂扬奋进的姿态，在广阔的人生
舞台上演绎精彩篇章。

“昂扬斗志心向党，热血青春谱华章。”在诗
朗诵《献礼党的二十大——聊职青年说》中，2022
级全体新生立下坚定理想信念、不负韶华、接续
奋斗的青春誓言。最后，开学典礼在全体师生
齐声同唱《歌唱祖国》的歌声中落下帷幕。

据了解，该校2022级新生有6500余名，来自
全国10个省市区。他们顺利完成了14天的军训
任务，为“开学第一课”交出了一份满意答卷。
他们将在这里扬青春风采、展青年风姿，开启新
的征程。

自2020 年开始，聊城职业技术学院积极探
索、组织退役复学学生作为军训教官。经过军
营生活的历练，他们拥有过硬的政治素养和军
事能力，更有利于高效开展军训工作。该校这
一做法，不仅是对大学生参军入伍的肯定，更是
用身边榜样弘扬爱国精神。另外，在传统军训
科目的基础上，学校不断丰富充实训练内容，开
设应急救护培训、消防演练、反诈宣传等项目，
不仅磨炼了学生的意志，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面，
还通过“沉浸式+体验式”学习方式，给新生上了
一堂收获满满的思政课。

扬青春风采 展青年风姿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2022级新生开学典礼暨军训总结表彰大会现场采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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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增秀

秋光入榕城，邀约话希冀。9月17至18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在福建省福州市举办第二期托
育服务工作培训班，上海、浙江、安徽、江西、山
东、广东、海南、四川、西藏、陕西10个省（区、市）
和部分城市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工作负责同志
参训，2个单位应邀在现场介绍经验。其中，聊
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魏天山作题
为《强化政策配套 优化服务供给 全力推进普惠
托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交流发言，同各地分享
聊城托育服务实践和经验。

近年来，我市把发展托育服务作为一项民生
工程，逐步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扩大服务有效供
给、加强机构规范管理，走出了一条务实、创新之
路。

突出谋篇布局，高位推进。聊城将托育服务

工作纳入市委常委会重点研究事项，市委书记专
门进行批示，市领导多次实地调研，出台政策支
撑文件，列入“十四五”发展规划，调整千人口托
位数为4.6个。2021年，聊城把推动3岁以下婴幼
儿照护服务工作列入市改革项目；今年将其作为
民生实事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定期进行调度，并纳
入市对县（市、区）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考核指
标。

构建“市级统筹、县级为主”普惠托育发展管
理体系。市县均建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联席
会议制度或成立由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的领导
小组，明确成员单位职责，完善服务保障、执法协
调、信息互通等机制，县级统筹社区托育服务资
源，托育服务设施与住宅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
步验收、同步交付使用。

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对公立普惠性及示范
性托育机构，视情给予补助资金，2022年市财政

已拨付260万元；落实税费优惠政策，备案托育
机构水电气暖按居民生活类价格执行，2022 年
已为托育服务机构减免税费439万元。

聚焦群众需求，多元发展。聊城大力支持
公立托育机构建设，力争2025年底实现市县公
立托育机构全覆盖，建成后承担同级养育照护
示范指导和托育机构引领示范功能。加强社区
托育服务供给，市卫生健康委、市妇联共同打造

“水城育家”一体化管理项目，社区免费提供场
地开展普惠托育服务，目前已在 3 个大型社区
进行试点。扩大幼儿园托班供给，给予托幼一
体示范性机构奖补资金，2022年后新建、扩建幼
儿园合理增加面积开设托班，鼓励有两千名以
上职工的国有企业、二级以上公立医疗机构率
先建立托育服务机构。全市现有幼儿园托班
600余所，市第二人民医院、市交运集团和东阿
阿胶集团相继开办托育服务机构，产生了辐射

带动效应。
加强监督管理，规范运营。聊城推行部门联

合监管，明确卫健、消防、市场监管等部门安全监
管责任，建立安全照护、食品安全、安全保卫等管
理制度，每年联合督查。发展智慧托育服务，通
过托育服务信息化平台掌握全市托育机构数量、
从业人数、入托人数等，实现对区域内托育机构
的统一监管。指导安全运营，制定托育机构关停
等特殊情况应急处置机制及预案，建立托育机构
备案登记、信息公示、质量评估等制度，接受社会
监督。加强行业自律，成立市婴幼儿托育服务行
业协会和专业委员会，开展托育机构等级评审，
遴选市级托育示范点30个，5家单位获批中国妇
幼保健协会“婴幼儿养育照护指导中心规范化建
设单位”，推动婴幼儿照护服务产业向管理规范
化、运营专业化、服务优质化发展。

推动融合创新，优化服务。聊城注重培养专

业人才，全市4600余名托育从业人员全部持证
上岗。将育婴员、保育师纳入市职业培训补贴标
准目录和指导目录，并定为急需紧缺工种，累计
培训7.68万人次；全市14所大中专学校开设保
育托育专业，依托聊城职业技术学院建立托育服
务人才培训基地，开设婴幼儿保育专业，已招生
300人。深化医育结合，成立市县婴幼儿照护服
务保育专家指导组，深入社区、托育机构开展育
儿知识讲座，婴幼儿早期发展知识普及率和婴幼
儿家长接受科学育儿指导率均达90%以上。建
立保险机制，保障在园幼儿权益，已有90家备
案托育机构完成责任保险采购工作。完善母婴
设施，实行“母婴室”与“妈妈小屋”共建共享机
制，加快公共场所和用人单位母婴设施建设，全
市共配置母婴室494所，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实现全覆盖，全市托育服务环境日益优
化。

“托”举明天“育”见未来
——聊城托育服务获国家卫生健康委推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