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要 闻

党报
热线

欢迎广大读者提供新闻线索

请扫码留言

0635-2921234

18663508506

549542711

lcrb2921234@163.com

电话：

Q Q：

邮箱：

2023 年 7 月 17 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张洁 美编：丁兴业 校对：李吉洋

本报讯（记者 张晨）“阳谷县新
实施老旧小区改造项目9个，改造面积
11.7万平方米，惠及群众1100户。”7月
13日，阳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
记、局长洪世璞告诉记者，阳谷县通过
党建引领，着力提升城区居住品质、改
善农村人居环境，担当实干、加压奋进，
全力推动全县住房城乡建设事业再上
新台阶。

今年，阳谷县新增建筑企业3家，建
筑企业总数达42家，建筑业产值增幅保
持在10%左右。为全力打造品质住建，
阳谷县在全市率先出台了《关于加快促
进阳谷县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
见》，深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大规模推
广绿色建筑，已成为助力地方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新引擎。县住房城乡建设局
扎实推进建筑节能、绿色建筑和装配式
建筑推广，今年新增绿色建筑竣工面积
35.7万平方米，提前超额完成市下达全
年工作任务；新开工绿色建筑面积21万

平方米，其中装配式建筑 20.2 万平方
米，新建装配式建筑占比居全市前列。

住建工作涉及千家万户，大到城市
建设，小到用气排污，每一样都事关百
姓生活。阳谷县加快推进在建棚改项
目，目前已基本建成安置房1190套，完
成率居全市前列，连续3年被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确定为国家乡村建设评价样
本县。为做好农村厕所后续管护，实行
整县制市场化运营，对全县13.5万户农
厕、203处农村公厕、46处农村改厕服务
站、17处粪污处理站进行统一管理、运
营和维护。全面启动建制镇生活污水
处理提升改造和管网配套项目建设，目
前已新增配套管网180公里。

同时，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全力推进
红色物业建设，上半年，全县住宅小区
已实现专业化服务全覆盖，业委会组建
率达90%以上，业委会及物业企业党组
织成立率达100%。

阳谷县新增绿色建筑35.7万平方米

本报讯 （记者 叶晨雯） 7 月 13
日，记者从市文化和旅游局获悉，我市
聚焦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在系统保护、
创新传承上下功夫，今年以来，争取各
级文物保护专项资金 2047 万元，实施
27个文保项目。

聊城深化文物保护利用，落实“先
考古，后出让”制度，今年以来，共上报
考古勘探项目90个，获批复78个，已完
工36个。同时，我市建设聊城市文化遗
产数字博物馆，搭建保护展示信息平
台，并完成58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769
件（套）可移动革命文物在国家、省数据
库填报审核。

我市推进革命文物保护和非遗活

化利用，突出系统性保护，创新性传
承。东昌府区凤凰集村、茌平区徐河口
村等5个村庄入选省第三批红色文化特
色村创建培育名单。为摸清非遗项目
存续现状，聊城对976项非遗项目、770
名非遗传承人进行普查，采集照片、视
频信息3000余条，制作非遗短视频150
条，新认定96项市级非遗项目。今年，
临清贡砖、景阳冈酿酒2家非遗工坊入
选首批省级非遗工坊，市政府与中国戏
曲学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推出了《丹
心向阳》《泥土芬芳》等一批戏曲作品，
深入挖掘文化遗产中蕴含的精神价值、
文化价值，传承历史文化根脉。

我市持续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编者按 连日来，全国各地持续高温，炎炎烈日下，许多劳动者依旧顶着酷暑坚
守一线，战高温、促建设、保生产。为了城市的运行保障，他们在高温的“烤”验下，
用平凡的坚守，保障了市民的正常生活，为我们带来了清凉和便利。即日起，本报
推出系列报道，向这些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致敬！

本报讯 （记者 叶晨雯） 7 月 11
日，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今年，我
市有 9 个村被确定为文化体验廊道重
点村。

9个文化体验廊道重点村中，沿黄
河村庄有3个，分别为东阿县铜城街道
艾山村、阳谷县寿张镇沙河崖新村、阳
谷县阿城镇陶城铺新村。沿大运河村
庄有 6 个，分别为：东昌府区堂邑镇教
场李村、临清市魏湾镇李圈村、茌平区
肖家庄镇许庄村、茌平区贾寨镇耿店

村、阳谷县七级镇七级村、阳谷县郭屯
镇九都杨村。9个村庄已经全部纳入省
级美丽乡村示范村。

为推进重点村建设，市农业农村局
联合市委宣传部等9部门，对廊道建设
重点村进行现场座谈和村庄调研，并对
重点村建设方案进行审议。目前，黄河
文化体验廊道 3 个重点村和沿大运河
文化体验廊道 6 个重点村相关项目均
已开工建设，以茌平耿店村为核心，积
极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我市9村庄“走进”省文化体验廊道

■ 张洁

近日，在城区柳园路水城中街附近
一家饭店门口，店主放置了一台爱心冰
柜，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可免费取水。
得知这一消息后，不断有爱心市民主动
往爱心冰柜里添加矿泉水，上演了一场

“爱的接力”。

一滴水可以折射太阳的光辉，一瓶
水也可以体现城市的温度。助人的热
情与善意，是社会良性运转的润滑油和
黏合剂。炎炎夏日里的爱心冰柜，为城
市寄存了可贵的善意，它让我们成为惺
惺相惜的社会共同体，更用行动诠释了
一个亘古不变的朴素道理：积小善，必
成大善。

爱心冰柜，为城市寄存善意

■ 本报记者 刘亚杰

唱念做打奏响锦绣梨园，生旦净
丑演绎盛世华章。

7月14日晚，聊城市京剧院内锣鼓
齐鸣，掌声不断。当日，由文化和旅游
部艺术司、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聊城
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3第二届黄
河流域戏曲演出季开幕式在这里如期
举行。

此次活动是深化沿黄九省（区）戏
曲艺术交流、促进黄河文化保护传承
弘扬的一次艺术盛会，将集中展现黄
河流域戏曲艺术的传统精粹、文化底
蕴、时代风貌，积极推动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来自沿黄九省
（区）的98位优秀中青年戏曲演员带来
的19场折子戏组台，将集中展示沿黄
流域戏曲剧种特色和中青年表演艺术
家的艺术风采。

戏曲文化作为中华优秀的传统文

化代表，是滋养民族心灵、培育文化自
信的有效载体。开幕式后，山东省专
场演出第一场暨京剧专场率先亮相。
来自滨州、青岛、济南、烟台、淄博和省
京剧院的8名中青年演员同台竞技展
风采，把现场推向了高潮。

《珠帘寨》《穆桂英挂帅·捧印》《打
登州》《望江亭》《锁麟囊》《壮别》《杨门
女将》……当晚，诸多京剧名段相继上
演；中青年演员们婉转的唱腔，翻飞的
水袖，优美的身段，精湛的唱功，让现
场观众听得如痴如醉，叫好声连连。

“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这么多优
秀的曲目和表演真的非常幸运。”作为
一名资深京剧票友，郝芳早早地就和
朋友来到了现场，“在得知戏曲展演要
在聊城举办时大家都很高兴，并第一
时间相互分享了这个好消息；舞台上
中青年演员们扎实的基本功和精妙的
表演技巧让大家赞不绝口。”她表示。

聊城，具有深厚的戏曲文化底

蕴。千百年来，以黄河为代表的农业
文明和以运河为代表的商业文明在鲁
西大地相融共生，齐鲁文化、中原文
化、燕赵文化在这里碰撞相融，孕育出
丰富多彩而又独具特色的文化艺术和
人文风情。特别是明清两代，聊城百
业兴隆、名士往来，成为南腔北调、曲
艺杂谈重要的交流汇聚之地。当年，
我市是徽班进京的必经之路和重要演
出码头，陕西、河北等地的戏班也在此
同台竞艺、以曲会友，形成了梨园欢
腾、百花争艳的繁荣场面。著名评剧
艺术家筱佩珠，中国戏剧梅花奖二度
梅、文华表演奖获得者章兰都是聊城
的骄傲。

时至今日，聊城群众依然保持着
对戏曲艺术的热爱，临清京剧票友数
量居全国县级城市首位，是国家命名
的“中国京剧艺术之乡”。人们聆听传
唱的，既有众所周知的京剧、豫剧、山
东梆子等较大剧种，也有特色鲜明的

临清吹腔、大笛子戏、高唐丝调等小剧
种，在水城大地代代传承，为民间戏曲
文化注入了生机活力。弦索声里，叫
好声中，戏曲成为了聊城人民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部分。

此外，我市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运
河文化、红色文化等宝贵资源，加快实
施精品剧目创作工程，先后创排出山
东梆子《孔繁森》《承诺》、京剧《泥土芬
芳》等精品佳作，部分作品荣获中国戏
剧节优秀剧目奖等国家级奖项；每年
开展戏曲进社区、进乡村、进校园活
动，年均文化惠民演出达到 6 千余场
次，以丰富多彩的戏曲作品满足群众
精神文化需要。

黄河奔腾，好戏连连。记者了解
到，本届演出季将持续到 7 月 25 日。
演出期间，此次演出季还创造性地设
立了“优秀剧本（剧目）改稿会”，力争
让更多优秀的作品讲好“黄河故事”、
彰显民族精神、传播中国价值。

大河奔腾 好戏开场
——2023第二届黄河流域戏曲演出季侧记（一）

本报讯（通讯员 张琦） 7月11
日至 13 日，临清市总工会开展 2023
年户外劳动者“夏送清凉”活动。

慰问组一行分别到临清市职工
服务中心工会户外劳动者服务站
点、鲁西国际陆港综合产业项目施
工现场、新华路口交警执勤岗亭、临
清市消防救援大队等地，集中走访
慰问环卫工人、园林工人、城管执法

人员、特战救援队员、消防员等长期
从事户外或室内高温工作的一线职
工和农民工。

“夏送清凉”是工会系统坚持多
年的品牌服务活动。截至目前，临
清市总工会通过送防暑物资、送法
律维权知识、送安全知识等方式，积
极开展多种形式的“送清凉”活动，
惠及职工1100余人次。

临清市总工会

开展“夏送清凉”活动

■ 文/图 本报通讯员 寇春珂

静态验收是新建铁路工程竣工
验收的重要环节，也是对工程建设、
设备安装的一次全面“体检”。眼下，
济郑高铁山东段已全面进入静态验
收阶段，为保证济郑高铁按期开通，
国铁济南局聊城工务段提前介入组
的小伙子们坚守在高温下，每天都与

“毫米”较劲。
7月14日，在济郑高铁聊城西站

附近，国铁济南局聊城工务段济郑高
铁提前介入组组长欧阳德宇和同事
们登上 20 多米高的梯车，对桥梁梁
体和大桥的支座进行检查。下午 2

点，空气温度将近40摄氏度，混凝土
由于高温炙晒达到 50 摄氏度，轨道
周围漂浮着蒸腾的热气。作业前，他
们每个人都喝下一瓶藿香正气水。

“这个支座和梁体之间是用四个
角进行支撑，每处支撑梁体和桥墩之
间都有一个距离，我们现在用毫米钢
板尺把每个支撑之间的高程量出来，
计算一个高差，这个高差值要控制在
1毫米范围才算合格，但是现在我们
不仅满足于在范围之内，还要把高差
值控制为 0 毫米。”欧阳德宇介绍。
保证一处位置达标，并不能满足线路
的平顺性，欧阳德宇和同事们将高铁
线路从桥墩到轨面自下至上划分为

一个个的横断面，确保每一处关键处
所都达标。

墩台承载了整个轨道面的重量，
为了后期高铁通车运行后，不让它下
沉，他们还要确保墩身的稳定，通过
目测、小锤敲击，检测墩身有没有掉
块或者混凝土大面积松散，主要是确
保墩身的强度。除了梁体下部承载
的部位，最关键、最直接增加线路平
顺度的处所就是轨道面上的设备。

“自密实混凝土是一体浇筑的，
它的主要作用就是调整整个轨道的
高低。而轨道板和自密实混凝土之
间是不能有空隙的。如果有空隙，高
铁高速运行时就容易活动，造成水平

方向和垂直方向的变化，轨道参数就
不稳。”欧阳德宇介绍。

为了掌握轨道板与自密实混凝
土之间的密贴情况，他们必须使用一
毫米厚的钢板尺，一点一点滑动，确
定真真切切密贴。为了保证精度，他
们往往徒手拿着钢板尺进行检测，手
扶着混凝土，蹲下、弯腰检测，一会的
工夫他们脸上就挂满了汗珠，工服已
经被汗水湿透了。趁着休息，他们每
个人都喝起了水。“像这样 2 升的水
壶，我们一个作业点要补给三回。”介
入组成员侯佳辰说。

轨道检查仪，轨道的测量设备，
一台设备将近一百公斤重，欧阳德宇
和同事们要推着这样的设备每天在
线路上走上十多公里。标准轨距值
是1435毫米，正线上的水平高差是0
毫米，如果有不合适的地方，需要他
们对每一处的扣件进行调整。

钢轨的每个细微之处，都要反复
检查、调整，把误差控制在0.1毫米范
围之内，但他们并不满足达标，而要
把误差控制为 0 毫米。除了借助仪
器检查，还要用手感受、抚摸，确保钢
轨的平顺。炽热的钢轨，隔着手套就
能将手烫红，为了保证进度他们实行
轮班制，不管天气多么炎热，他们都
要按照既定计划完成作业。

欧阳德宇说：“我们做的所有工
作只有一个目标，把轨道的平顺度做
到极致，让高铁运行更加平稳。”

济郑高铁山东段从长清站始至河
南南乐站全长150公里，欧阳德宇和
同事们在高温下要用自己的双脚走完
上下行300公里的路程，目的只有一
个，就是让旅客乘车体验更加舒适。

每天都与“毫米”较劲

本报讯 （记者 郝川 通讯员
赵寰）铁塔耸立，银线高悬。7月14
日，在莘县妹冢镇刘庄村，±800 千
伏昭沂线、雁淮线正源源不断地输
送着电力能源。国网聊城供电公司
工作人员对两条线路开展巡检工
作，为能源输送大动脉“体检”，确保
特高压输电线路在高温天气下安全
稳定运行。

“当前正值高温高热天气，为确
保迎峰度夏期间电力可靠供应，及
时发现掌握线路通道环境及缺陷
问题，我们利用‘人巡+机巡’模式，
对输电线路进行特巡，对安全隐患
进行记录、消缺，全力保障线路和
设备健康稳定运行。”国网莘县供电
公司徐庄供电所副所长岳宗宝告诉
记者。

战高温 保供电

国铁济南局聊城工务段提前介入组的工作人员，休息时间靠大量补水预防中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