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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曹天伟） 3月5日，
记者从市发改委了解到，我市按照“三
提三敢”工作要求，深入开展“重点项目
突破年”活动，紧紧抓住项目谋划争
取、推进实施、服务保障等关键环节，
加强全生命周期管理，持续扩大有效
投入，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
力。

我市完善项目管理机制，推进省、
市、县重点项目管理制度化、规范化，确
保储备动态在库项目1200个左右，在建
省、市、县重点项目800个左右，年度竣
工投产项目400个左右。实行月督导观
摩机制，对省市级重点项目、中央预算
内投资项目、专项债券项目、政策性开
发性金融工具项目，采取集中观摩和分

组观摩相结合的方式，现场协调解决问
题。实行重点项目可视化督导推进，开
发建设投资项目智慧管理平台，对重点
项目进展情况实行“蓝黄红”管理，完善
指挥调度、问题解决、工作汇报、企业服
务机制体系。

围绕优化投资结构，我市持续激发
民间投资活力，采取政府和社会资本合
作、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
等多种方式，吸引民间资本参与市政、
交通、生态环境、社会事业等领域建设，
力争民间投资占比达到62%，比去年提
高4个百分点以上。同时，抓好高技术
投资，加强项目储备谋划，推动应统尽
统、应纳尽纳，确保高技术产业投资持
续翻番。

我市推进重点项目加力突破

本报讯（记者 岳殿举） 连日来，
聊城水务集团先后派团前往广州、深
圳、合肥、青岛、济南等5地市开展4次
招商交流活动，在招商考察中寻找好项
目、优质合作商，在交流学习中对标先
进、提质进位，就智慧水务、桶/瓶装水、
直饮水、环保能源业务等达成多项合作
意向，以精准招商推动实现战略突破，
推动各业务板块高质量发展。

与安徽某上市公司达成合作建厂意
向，利用其雄厚的科技研发力量，开展涉
水设备研发制造，探索智慧供水系统技
术的应用与合作，打造绿色低碳项目；与
中国检验认证集团山东有限公司在检测
业务和环保版块股权合作上达成初步意
向；与山东省水利科学研究院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积极推进水资源综合利用、节
水控水方面的项目合作，与“小巨人”企

业山东省冶金科学研究院就环保板块合
作进行交流，初步达成合作意向……

在精准“走出去”的同时，水务集团
也精准“引进来”。先后邀请中国地质
大学（北京）、北京工商大学、山东建筑
大学、聊城市技师学院等院校，及天津
市政集团、上海威派格、四创科技等企
业来集团考察交流10余次，围绕各自资
源优势，搭建产、学、研、用交流平台，细
化合作领域、明确合作目标与路径，实
现互利共赢，共同助力水务事业高质量
发展。

“水务集团将积极落实市委提出的
‘三提三敢’工作要求和全市招商引资
工作动员大会精神，提执行力、抓机遇、
抢时间、赶进度，以优质招商助力‘六个
新聊城’建设！”水务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王吾雪的话掷地有声。

聊城水务集团精准招商赋能发展

2022年，聊城日报社全体通讯员
紧紧围绕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紧
密结合工作实际，坚持正确舆论导向，
积极主动开展新闻宣传工作，弘扬主
旋律、传播正能量，及时报道各级各地
的新闻热点、亮点，生动展示全市高质
量发展的鲜活实践和丰硕成果，为报
社各媒体平台提供各类稿件近万篇，
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大的跃升，有
力地促进了报社传播力的提升。

为进一步加强通讯员队伍建设，
鼓励广大通讯员再接再厉做好新闻
报道工作，根据《聊城日报社优秀通

讯员评选奖励办法》，决定表彰赵玉
国等 48 位同志为“聊城日报社 2022
年度优秀通讯员”，表彰崔会军等10
位同志为“聊城日报社 2022 年度副
刊优秀通讯员”，并颁发证书及奖金。

希望受到表彰的优秀通讯员珍
惜荣誉，再接再厉，取得更好成绩。
希望全市通讯员以先进为榜样，守正
创新，开拓进取，为做好新闻宣传工
作、促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
出新的贡献。

聊城日报社
2023年3月

聊城日报社关于表彰
2022年度优秀通讯员的决定

本报讯 （记者 夏旭光） 3 月 4
日，中宣部命名了第八批全国学雷锋
活动示范点和岗位学雷锋标兵，共有
50 个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和 50 个
岗位学雷锋标兵入选，高唐县农业农
村局四级调研员、高级农艺师杜立芝
入选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

忘 我 奉 献 ，让 雷 锋 精 神 扎 根 泥
土。参加工作 38 年来，杜立芝跑遍了
全县600多个村，骑坏的2辆摩托车、3
辆自行车，见证了她 2 万多公里的辛
勤付出。她始终把群众当亲人，手机
保持 24 小时开机，每年接听热线电话
7000 余个，不惧严寒酷暑、不管白天
黑夜，只要群众有需要，杜立芝随叫随
到。她潜心积累农技服务实用技术，
写下了 70 多本、380 多万字的技术日
记，发表农技科普论文 30 余篇，引进
先进种植技术 50 余项，每年培训农民
达 5000 余人次，推广测土配方施肥、

秸秆还田、玉米大豆间作套种等多种
实用新技术，成为高唐县农民最为认
可、最为知心的农业专家。

榜 样 引 领 ，让 雷 锋 精 神 蔚 然 成
风。她带头成立“杜立芝党代表工作
室”学雷锋农技志愿服务团队，建立镇
街岗位学雷锋志愿服务站 12 个、村级
岗位学雷锋志愿服务点 746 个，带领
1000 余名“乡土秀才”农技志愿者，服
务蔬菜大棚、林果、畜牧养殖、农业机
械化等多个领域，通过“马扎课堂”

“田间服务”“热线电话”等方式提供
24 小时免费服务，搭起了党和群众的
连心桥，每年为群众解决农业技术难
题 2 万余个，挽回经济损失 2000 多万
元，壮大农民的钱袋子。在她的引领
下，越来越多杜立芝式扎根基层、服务
群众的好干部、好专家不断涌现，成为
农民群众增收致富、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的强大技术后盾。

杜立芝入选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

一等奖：
赵玉国 张振祥 王希玉 商 贺 杨立元 马林文
陈清林 郭洪广 赵永斌 范艳红 赵广学
二等奖：
付朝旺 张 震 马红坤 付延涛 彭月勇 朱红光
王一鸣 杨 腾 郑兆雷 马 雪 牛贵葆 李学贵
韩艳燕 侯昌明 刘明明 姚晓楠 金增秀 姜颖颖
解 斌
三等奖：
张 珂 相宝光 杨晓翠 于延飞 张文青 王方方
赵 寰 李 杨 崔 颖 王保文 孟 颖 邢贝贝
邢禄昌 李勇钊 刘朋利 郭步飞 冯永华 赵朝庆

聊城日报社2022年度优秀通讯员名单

崔会军 孙 利 孙殿镔 刘旭东 孙志昌 丁 杰
陈 赫 刘 杰 袁宝霞 岳立新

聊城日报社2022年度副刊优秀通讯员名单

■ 大众日报记者 王建

最近，在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东营市观鸟爱好者杨斌，
一次观测到两个大的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丹顶鹤种群，这让他惊喜不已。“一
次修复、自然演替、长期稳定”，作为

“中国最美六大湿地”之一，黄河三角
洲现在每年吸引着数百万只鸟儿来此
越冬繁衍。

实施好黄河重大国家战略，对增
强区域发展平衡性协调性至关重要。
政府工作报告在回顾过去五年工作时
指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
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推动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
深入实施”。扛牢黄河重大国家战略
使命担当，山东出台实施系列规划，
扎实推进沿黄生态廊道建设、黄河口
国家公园创建，黄河滩区居民迁建全
面完成，一批重大项目引领高质量发
展，山东半岛城市群龙头作用加速昂
起。

系统谋划 统筹推进
推动黄河重大国家战略走深走实

为保护“黄河水”，山东沿黄九市
携手立法！1月10日，在省十三届人大
常委会第四十一次会议上，山东沿黄
九市制定的九件“黄河水资源保护与
节约集约利用”法规获集中批准，这是
服务黄河重大国家战略全国首次流域
协同立法。

“大河流域的有效治理需要跨越
行政边界，高效的流域统筹协调机制
是确保黄河安澜与实现流域高质量发
展的关键。”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
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讲师于棋
说，率先开展黄河流域协同立法，充分

彰显了山东在黄河重大国家战略中的
责任与担当。

一点映照全局。深入落实黄河重
大国家战略，山东加强总体设计，建立
党政同责、一贯到底的协调推进体系，
成立由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任
组长的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领导小组，各市县相应建立领
导和推进机制，构建起“省负总责、市
县落实”的高效机制，实施黄河战略专
项监督，开展黄河战略专项巡视，凝聚
起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的强大合力。

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是一项长期的历史性任务，也是
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高质量的规划
至关重要。

思深方益远，谋定而后动。山东
强化规划引领，出台推动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决定，编制实
施黄河发展规划、“十四五”实施方案
及 9 个专项规划，出台支持沿黄 25 县
（市、区）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全面加强水
资源集约节约利用实施方案、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办法，加快推进
101项重点任务、50项重要政策、55项
重大工程落地，形成了完善的规划引
领和政策保障体系。

规划落地，需要项目支撑。山东
建立省级黄河战略重点项目库，细分
生态保护修复、污染综合治理、防洪能
力提升、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产业高
效发展、基础设施建设6大领域，动态
储备、滚动实施，组织黄河下游绿色生
态走廊建设重点项目现场观摩等重大
活动，近三年累计实施支撑性引领性
项目 700 余个、完成投资 3800 亿元以
上。

“山东坚持系统谋划、统筹推进，
建立了系统完善的政策体系，推动黄

河重大国家战略一步步走深走实。”省
发展改革委主任孙爱军代表说。

生态优先 综合治理
描绘山清水秀黄河生态画卷

2 月 2 日，第 27 个世界湿地日，在
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工作人员通过线上监测平台，在大汶
流湿地恢复区一处东方白鹳人工巢中
发现产卵一枚。这是保护区在 2023
年东方白鹳繁殖期监测到的第一枚
卵。

“2002年，东方白鹳开始在这里筑
巢繁殖，我们就设计了一个人工巢，到
现在已经搭建了115个人工巢，2022年
繁殖幼鸟470余只，保护区已经成为东
方白鹳在我国最重要的繁殖地之一。”
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高
级工程师王安东说，为了更好地保护
生活以及迁徙至此的数百万只鸟儿，
保护区启动了“天空地海”一体化监测
网络进行生态监测，全力守护好候鸟
的家园。

生态保护是推进黄河重大国家战
略的首要任务。山东强化系统治理，
打造沿黄生态廊道，统筹沿黄重点区
域生态治理，在全国率先实现县际流
域横向生态补偿全覆盖，生态环境质
量显著改善——全省特别是黄河流域
主要环境指标连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
优水平，2019 年以来黄河干流水质稳
定在二类水平。

黄河三角洲是我国暖温带最完整
的湿地生态系统，对维护黄河下游和
黄渤海生态安全意义重大。按照总书
记“提高河口三角洲生物多样性”的要
求，山东把黄河三角洲湿地保护修复
放在突出位置，累计修复湿地 20.6 万
亩，黄河口国家公园加快创建。“我们
以创建黄河口国家公园为牵引，系统

推进水、林、田、湖、草、湿地、滩涂、海
岸线治理，着力打造大江大河三角洲
生态保护治理的重要标杆。”东营市市
长陈必昌代表说，东营先后实施16个
湿地修复项目，退耕还湿、退养还滩
7.25万亩，修复盐地碱蓬、海草床4.7万
亩，建立野大豆、天然柳林、柽柳林保
护基地，开展珍稀濒危鸟类救护、贝类
原种场保护恢复，黄河三角洲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鸟类数量从187种增加到
371种。

3月1日一大早，东平县戴庙镇河
道巡视员王才久开始了每天一次的例
行巡查，第一站是位于东平湖西侧的
金山坝，“金山坝加固后，感觉心里踏
实了。”

让王才久感到踏实的金山坝，一
度因修建年代久远、风化浸泡严重成
为东平湖防汛的一块“短板”。“东平湖
是黄河下游唯一的重要蓄滞洪区，确
保河湖安澜责任重大。”泰安市市长李
兰祥代表说，泰安持续构建防洪减灾
保障体系，抓好大汶河、东平湖、黄河
防洪工程建设，实施黄河东平湖防洪
工程和分洪闸除险加固工程，对全市
617座水库、482条河道、133处地质灾
害隐患点等10类防汛重点进行了摸底
排查，新组建6支专业抢险救援队伍，
对45条道路排水管网进行清淤，全力
筑牢黄河安澜屏障。

黄河宁，天下平。水安全是黄河
流域最大的“灰犀牛”，既要保障黄河
安澜，也要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山
东加快构建抵御自然灾害防线，推进
黄河防洪减灾工程建设，开工建设黄
河下游“十四五”防洪工程（山东段），
全面建成黄河河道标准化堤防，全面
完成黄河滩区迁建工程。同时坚定不
移落实“四水四定”，制定涵盖174个行
业类别的1045个用水定额，用水效率
保持全国领先水平。 （下转7版）

扛牢黄河重大国家战略山东担当

■ 本报记者 赵宏磊 刘亚杰

一个名字，何以刻骨铭心？
一个故事，何以代代流传？
一种精神，何以永不褪色？
今年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

雷锋同志题词 60 周年。1963 年 3 月 5
日，毛泽东同志“向雷锋同志学习”题
词在各大报刊公开发表。从此，这个
响亮的名字享誉中华大地，成为引领
道德风尚的一面旗帜。

在学雷锋活动开展60周年这个重
要时间节点，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深
入开展学雷锋活动作出重要指示强
调，“要深刻把握雷锋精神的时代内
涵，更好发挥党员、干部模范带头作
用，加强志愿服务保障和支持，不断发
展壮大学雷锋志愿服务队伍，让学雷
锋在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中蔚然成
风。”

60 年来，“雷锋”已远远超出个人
称谓，也远远超出了他所生活的时
代。如今，雷锋精神，已经演变成为新
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常态化活动和重
要内容，浸润于人们的工作生活里，根
植于大家的行为规范当中。

雷锋精神，在水城大地上同样花
开有声、绽放光芒，凝聚着崇德向善的
强大力量。在聊城，有很多人默默无
闻地做着一件件“小事”，形成一股向
上、向善的洪流，将雷锋精神延续和发
展成不求回报的志愿者精神，衍生出
一股新的绵延不绝、永恒不变的精神
力量。

60 年来，一代代水城儿女主动承
接起了向上、向善的力量——不仅把
崇高的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质追求转化
为具体的行动，也让雷锋精神以更加
坚韧的姿态生长、扎根于这片肥沃的
土地，为中国式现代化新聊城建设注
入了不竭精神动力！

水城大地
雷锋精神从未缺席

岳麓山下，湘江水畔。
雷锋同志故居泥墙草舍的风貌让

人为之感叹。1940年出生，年仅7岁就
成了孤儿，在党的关怀培养下，他戴上
鲜艳的红领巾，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
党，自此开启了他平凡而又卓著的一
生。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
一寸土地？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
否照亮了一分黑暗？如果你是一颗粮
食，你是否哺育了有用的生命？如果

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
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60年来，雷
锋故事陪伴并滋养了一代代人的成
长；《雷锋日记》更是成为国人锻造品
行、砥砺前行的精神源泉。如今，“雷
锋”早已不局限于个人，而是化作一个
符号，一个群像、一道微光汇聚成烛，
照亮伟大的中华民族前行。

3月4日，第八批全国学雷锋活动
示范点和岗位学雷锋标兵名单公布，
聊城市高唐县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
员、高级农艺师杜立芝入选了第八批
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

杜立芝，是聊城众多“雷锋”群像
中的一员。这60年来，雷锋精神一直
赓续传承，历久弥新，在水城大地上从
未缺席。张海迪、孔繁森、徐本禹、白
云……一个又一个“活雷锋”，在不同
的历史时期，这里都涌现出一批闪耀
着时代精神的英雄人物。

天悬星河，繁星灿烂。他们，是群
像里最突出的主像，是英雄群体的典
型代表。纷繁巨变60年，“雷锋”是屹
立不倒、真真切切的好人群像。新冠
肺炎疫情中白衣执甲的逆行，扶贫路
上的迎难而上，平凡岗位上的毅然坚
守……在聊城各行各业都有雷锋式的
先进人物，用善良的心，扛起自己的那
份责任，呵护着我们心中的光。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雷锋精神永
不过时！

你们的样子
就是雷锋的样子

三月的水城，街头花团含苞待放。
连日来，活跃于大街小巷的“志愿

红”“橄榄绿”“守护蓝”格外引人注目。
“视力怎么样？”
“身体好吗？”
“还有什么需求，跟我们说。”
……
从党政机关到企业单位，再到校

园组织，一张张志愿服务的笑脸成了
春日最美的画面。

一善之功不为难，难于不懈付年
年。近年来，我市积极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动员各行业和广大干部
群众广泛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
全市涌现出了一批积极投身于志愿服
务事业的先进典型。

全国“最美志愿者”刘玉杰；全国
“最佳志愿服务组织”聊城市春雨助学
协会；全国“最佳志愿服务项目”临清
市“爱心1+1、善行365”志愿服务项目、
聊城市邮政公司“雷锋邮路”志愿服务

项目、东昌府区蒲公英行动志愿者协
会“栀子花开·护蕾行动”志愿服务项
目；全国“最美志愿服务社区”东昌府
区柳园街道和平社区……

他们，成为聊城最温暖的文明底
色。

“志”青春，学雷锋。作为新时代
志愿服务的先锋力量，我市依托“志愿
汇”线上平台，已注册青年志愿服务组
织 1025 个、青年志愿者 31.6 万名。青
年志愿者们行走在脱贫攻坚、文明创
建、环境保护、文化传承等领域一线，
体现了青年担当和青春作为。青年志
愿者们用健康、快速、持续的发展，持续
为“六个新聊城”建设提供青春力量。

扬雷锋精神，展巾帼风采。聊城
市妇联积极探索创新，建立了“6333”
巾帼志愿服务工作机制，开发了“聊城
市巾帼志愿者服务平台”，打造了独具
特色的“水城巾帼美”志愿服务品牌，
目前全市共有63支队伍、1.9万名巾帼
志愿者在平台注册，累计开展活动
1861次，服务时长10.3万小时。

细微之处，点亮道德之光。你们
的样子，就是雷锋的样子！

擦亮品牌
“两河喜鹊”温暖一座城

群众的需求在哪里，我们的志愿
服务就在哪里。

近年来，我市围绕推动雷锋精神
在聊城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加强项目
推动、示范引领、品牌打造，持续提升
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的影响力。

几张小板凳、一把剪刀、一块围
布、一瓶消毒液……穿着红马甲的“理
发师”一字排开，仔细询问老人需求，
精心设计发型。这里，是山东省聊城
市东昌府区闫寺街道十里铺村的流动
理发店。在东昌府区，“流动理发店”、

“小棉袄”“东昌银辉”“雷锋超市”等志
愿服务项目作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
服务活动受到群众欢迎。

村容村貌变了，乡村文化旅游经
济富了。在莘县燕塔街道老宅村，村
民看着自家墙上一幅幅五颜六色、反
映各种主题的绘画，赞不绝口。72 名

“两河喜鹊”志愿者不顾高温，用30天
时间绘制了近200幅巨幅作品，一下子
改变了这个村的陈旧面貌。一大批有
温度、有质感的文明实践志愿服务，让
群众获得感成色更足、满意度持续提
升。

近年来，我市充分发挥黄河文化
和运河文化交汇交融的独特优势，创

新打响了“两河喜鹊”文明实践志愿服
务品牌，以文明实践探索“两河文化”
的时代精髓，用志愿服务浸润优秀传
统，不断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
务工作走深走实、见行见效。

越来越多的“两河喜鹊”志愿者活
跃在聊城大地，以各种方式融入百姓
生活，让志愿服务成为最动人的音符，
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大的
精神力量。

在市融媒体中心，依托市融媒体
中心建设的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综
合办公区，打造志愿者工作站、宣讲交
流、指挥调度等5大功能区，高效运行
文明实践“云平台”，积极打造覆盖全
域、带动全城、辐射全方位的基础平
台，为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高质量发展
筑牢基础。

围绕群众需要，着力深化志愿服
务，切实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作为
推进“两河喜鹊”文明实践的有效载
体。聚焦“五为”文明实践志愿服务，
项目化、精准化推动志愿服务常态长
效发展，全市8个行政县(市、区)同步开
展了各具特色的“两河喜鹊+”文明实
践志愿服务。

2022年以来，聊城市共打造“两河
喜鹊 巧讲妙唱暖人心”“两河喜鹊声
声”等特色品牌130个，开展“喜迎二十
大”“强国复兴有我”“传党声惠民生”

“马扎课堂”等“两河喜鹊”宣教活动
4200余场次，覆盖干部群众56万余人
次，有力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在聊城落地生根。

凡人善举
托起“锋”火力量

学习雷锋，有轰轰烈烈，也有润物
无声。

在火车上让座、帮大娘买火车票、
带领身边人一起读书，一个个看似普
通的故事，串起了雷锋平凡而伟大的
一生。

凡人微光，星火重聚；人间大爱，
平凡造就“不平凡”。

见义勇为是新时代的雷锋精神。
“偷了东西还想跑，你休想，不可能！”
2022 年 5 月 3 日一大早，刚忙完农活
的一位女士正骑着电动三轮车走在回
家的路上，同村村民的呼救引起她的
注意。“前边这个人是偷电车的！”她
二话没说骑着三轮车紧追，因车速过
快导致车辆侧翻，她重重地摔在水泥
路上。

（下转7版）

传承，是最好的纪念
——雷锋精神的聊城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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