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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徒骇河时代”，迈入高质量发展
的“黄河+大运河时代”，站在历史新起
点，聊城市抢抓战略叠加机遇，全力打
造山东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的西部“战
略支点”、山东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

“两河明珠”城市。
聊城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擘画了建

设“六个新聊城”的宏伟蓝图。全市上
下聚焦“提标提速提能力 敢闯敢干敢
争先”（以下简称“三提三敢”），担当作
为，深入实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坚定不移推动绿
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新
聊城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为热情讴歌新时代新聊城取得的
辉煌成就，记录百姓生活的美好瞬间，
现举办“两河明珠看今朝”主题摄影
展。具体内容如下：

一、活动主题

以“两河明珠看今朝”为主题，展示
聊城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变化和巨大
成就，讴歌聊城人民加快建设“六个新
聊城”的拼搏精神，展示“两河明珠”的
大美风貌，讲述感人奋进的聊城故事，
记录民生民情的点滴幸福，进一步擦亮

“两河明珠”城市品牌。

二、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
中共聊城市委宣传部
聊城市文联
聊城市新闻传媒中心
协办单位：
孔繁森同志纪念馆
聊城市摄影家协会
聊城市艺术摄影学会

三、活动安排

征集时间：2023年9月1日至10月8日
展览时间：2023年10月下旬
展览地点：孔繁森同志纪念馆

四、作品主题要求

本次摄影展以“两河明珠看今朝”
为主题，做到五个突出。

1.突出五大新发展理念
聊城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
理念，在第十四次党代会上提出建设

“六个新聊城”目标，开启了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新聊城的新征程。

2.突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是国家赋予山东的光荣使命。绿色成
为聊城高质量发展的最亮底色，全市
上下正以“三提三敢”聚焦作风转变，
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迈出铿锵步
伐。

3.突出“两个定位”
聊城坚持从国家和山东发展大

势中找准定位、谋篇布局，明确了“两
个定位”：打造山东服务融入新发展
格局的西部“战略支点”，打造山东绿
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两河明珠”城
市。

4.突出“文化两创”的聊城实践
聊城市坚持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有效路
径，深入挖掘本地特色黄河文化、运河
文化、红色文化资源，系统谋划文化传
承发展工作，创新推进国家文化公园和
文化体验廊道一体化建设。

5.突出先模人物的引领
我市将重大典型选树作为全市宣

传思想工作重点，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引领，高质量开展聊城时代楷
模、最美人物、道德模范、聊城好人等
典型选树工作，形成各类典型竞相涌
现的良好局面，营造了向上向善的浓
厚氛围。

五、作品内容分类

1.加速崛起的富强新聊城：反映科
技创新、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产业
升级、园区建设、美丽乡村、“棚二代”、
现代农业、智慧农业、科技兴农等内
容。

2.敢为人先的创新新聊城：各行各
业的创新创业优秀人才、改革尖兵、创新
典型、聊大龙舟队、青年友好型城市等内
容。

3.近悦远来的开放新聊城：法治政
府、法治社会建设，各级各部门为群众
办实事的案例、优化营商环境的实例、
提高服务效率的举措和落实“三提三
敢”要求的新面貌等内容。

4.时尚宜居的美丽新聊城：两河之
约文旅活动、基础设施提升、民生工程、
口袋公园、城市书房、一校三馆、老旧小
区改造、和谐社区、生态治理、生态文明
建设等内容。

5.安定和谐的幸福新聊城：爱岗敬
业、诚实守信、无私奉献、助人为乐的精
彩瞬间，文明城市创建、诚信社会建设，
聊城时代楷模、最美人物、道德模范、聊
城好人等内容。

6.昂扬向上的奋进新聊城：城市规

划、聊城步入“两河时代”的美好愿景、
聊城迈入高铁时代的美好时光等内容。

六、参展作品范围条件

1. 参展摄影作品须取材于聊城市
境内，主题突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
能量；作品展示内容为党的十八大以
来，特别是近年来，新时代新聊城发生
的显著变化和巨大成就，作品以新拍
为主。

2.参展对象：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和摄
影爱好者均可参加，不受年龄、职业限制。

3.投稿作品为JPG格式，图片大小
在2M以上。不接收电脑合成图片及电
脑技术修改制作的作品。其中手机拍
摄作品要求画质清晰，原图像素不低于
1200万，适于放大冲扩，达到印刷出版
的基本要求。

4.单幅、组图不限，相机、无人机航
拍、手机拍摄均可。单幅作品，每人限
投 10 幅，组图不超过 3 组（每组 4—12
幅）。

5.投稿者须实名（与身份证一致），
并在投稿时注明作者姓名、手机号码、
作品名称。每幅（组）作品需附有文字
说明（100字以内，包括作品拍摄时间、
地点、呈现的内容等）。投稿时，每个人

建一个文件夹，其中，组图要分别建一
个文件夹，然后压缩打包发送指定邮
箱，邮件注明“两河明珠看今朝”摄影展
投稿及作者姓名。单位组织投稿，应注
明单位名称全称。

6. 投稿者应保证其为所投送作品
的作者，并对该作品的整体及组成部分
均拥有独立、完整、明确、无争议的著作
权；投稿者应保证其所投送的作品不侵
犯第三人的包括著作权、肖像权、名誉
权、隐私权等在内的合法权益；一旦发
现盗用他人作品投稿者，立即取消参展
资格，追究相关责任。

7. 承办单位有权使用本次摄影展
的所有入展作品，包括在本单位出版画
册、举办展览和进行相关宣传。

8. 承办单位对本次征稿启事拥有
最终解释权。投稿入选者，主办方支付
稿酬、颁发证书。

投稿方式：投稿邮箱（lcrb2019＠
163.com）

咨询电话：18663502107

中共聊城市委宣传部
聊城市文联

聊城市新闻传媒中心
2023年9月1日

“两河明珠看今朝”主题摄影展征稿启事

本报讯（记者 苑莘） 9月8日，记
者从市民政局获悉，我市已在全省率先
实现了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关爱服务
全覆盖。

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市慈善总会办
公室主任王登信介绍，2022年，省市县
民政系统、慈善总会系统聚焦经济困难
失能老年人养老需求，在省黄河流域和
乡村振兴重点扶持县（市、区）实施了

“情暖夕阳”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关爱
项目，探索建立了政府救助与慈善救助
衔接机制。该项目共涉及我市临清、冠
县、莘县、阳谷、东阿5个县（市）4040名
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各级共投入资金
360万元。今年，为推进全市基本养老
服务均等化，市民政局、市慈善总会在
去年“情暖夕阳”关爱服务项目基础上
积极扩面，制定了《经济困难失能老年
人居家照料和免费集中托养服务实施
方案》，将东昌府区、茌平区、高唐县以
及3个市属开发区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

纳入了服务保障范围，实现了经济困难
失能老年人关爱服务全覆盖。

王登信介绍，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
关爱服务对象需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具
有聊城市户籍且在本市长期居住。二
是低保老年人。三是按照《老年人能力
评估规范》被评为中度失能以上等级或
重度残疾人。服务方式有两种：经济困
难失能老年人根据自身养老需求，按照
自愿申请原则，既可以选择享受政府购
买居家照料服务，也可以选择机构集中
托养服务。政府购买居家照料服务是
指经本人或监护人申请，由县（市、区）
民政部门委托专业养老服务组织，为老
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医疗照护、康复保
健、精神慰藉等服务。机构集中托养服
务是指经本人或监护人申请，对有集中
供养意愿的经济困难中度失能以上等
级的老年人，资助其入住养老机构。原
则上，由公办敬老院（福利中心）承担集
中托养工作。

我市实现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
关爱服务全覆盖

本报讯（记者 苑莘） 9月是绿色
出行宣传月，9月18日至24日是公交出
行宣传周。9月8日上午，全市“2023年
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活
动”启动仪式在聊城火车站南公交广场
举办。仪式上，市交通运输局等五部门
联合发出绿色出行、文明出行的倡议。

市交通运输局、市公安局、市机关
事务管理局、市总工会、团市委倡议广
大市民做绿色出行、文明出行的宣传
者、践行者和守护者。倡导广大市民知
晓并主动向家人、同事、朋友宣传绿色
出行、文明出行的意义和方式，遵守城
市交通秩序，共同营造绿色环保、安全
有序的交通环境，让水城多一点绿，天
空多一片蓝，让出行更畅通、更安全。
优先选择城市公共交通等绿色出行方
式，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率
先垂范，带头践行。奉行“能走不骑、能
骑不坐、能坐不开”的健康出行理念，推
行“135”行动（即 1 公里内步行，3 公里
内骑自行车，5公里内乘坐公共交通工
具），将绿色、环保、健康的出行习惯融
入日常生活，引领水城绿色文明出行新
风尚。做绿色文明出行的示范者、志愿
者、守护者，自觉摒弃机动车随意变更
车道、占用应急车道、开车接打电话、不

系安全带、驾乘摩托车/电动车不戴头
盔、行人过街跨越护栏等交通陋习，做
到遵章守纪，出行有序。

目前，公交已成为市民绿色出行的
重要选择，当日聊城公交集团展示了其
氢燃料新能源公交车。自2020年开始，
我市聚焦聚力应对秋冬季雾霾污染，深
入践行节能减排战略，改善空气质量，
在省内首创主城区秋冬季免费乘公交
政策，以鼓励广大水城民众首选公共交
通出行，减少私家车使用，减轻大气污
染排放，缓解城市交通压力，打造宜居
宜业的人居环境。今年是政策实施的
第三个年头，市民群众选乘公共交通出
行意愿强烈，今年上半年免费期是1月
1日—3月31日，共计90天。免费线路
涉及公交集团权属 60 条公交线路，含
53条常规公交线路、5条扶贫公交线路，
2条农村客运班线。1—3月份客流量共
计908.3万人次，日均客流量为10万人
次，是收费期间的1.3倍。

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韩德
振介绍，我市将在建设交通强国山东示
范区聊城样板过程中，开展低碳绿色交
通推进行动，加快构建绿色出行体系，
逐步完善慢行交通环境，优化步行空
间。

2023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
公交出行宣传周活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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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曰平擦拭墓碑张曰平擦拭墓碑

■ 本报记者 夏旭光

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纪念日。进入九月份，高唐
县琉璃寺镇徐庙村年近七旬的张曰
平更忙碌了，每天太阳还未升起，他
就和老伴开始打扫面积达12.3亩的
烈士陵园，迎接前来参观学习的学
生和游客。

清扫陵园、擦拭墓碑……同样
的事情，从他的父亲张洪珠开始，两
代人已经坚持了70年。

铁血战士归来 放弃“铁饭碗”

1939 年 3 月 5 日，中共鲁西北
区委机关随八路军 129 师先遣纵
队由冠县、馆陶向泰西大峰山区
转移途中，在高唐县琉璃寺镇与
日军遭遇。在那场战斗中，
48 名战士为国捐躯。

在位于徐庙村的琉璃寺战斗纪念馆
内，一幅幅照片、一件件史料，真实
记录了那场惨烈的战斗。

战斗结束后，48位烈士的遗体
被分别葬在许楼、徐庙、琉璃寺、吴
营、大吕庄、大桑庄等处。1946年6
月23日，这些烈士的遗骸被迁葬至
位于徐庙村的烈士陵园。

1947年，张洪珠参军入伍，先后
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抗美
援朝战争。在部队里，他作战勇敢
并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复员
后，国家把他安排到济南柴油机厂
上班。

20 世纪 50 年代，由于疏于管
理，村里的牲畜常常来陵园吃草并
踩踏坟头，每到雨天，陵园里还常常
出现积水。张洪珠回家探亲时路过
陵园，看到里面荒草丛生，心中十分
难过，于是下定决心要辞去工作回

家守陵。
“尽管家人不同意，厂
里领导也劝父亲回去上

班，但他都拒绝了。”
张曰平说。

烈士就是亲人
甘做守陵人

辞去工作的张
洪珠每天吃完饭后，

就拿着马扎和镰刀、木
棍去烈士墓前，清理杂草、

驱赶小猪小羊，累了就在坟头前坐
下，跟烈士们唠唠嗑。

有一次，一只小羊跑到坟头上
吃草，张洪珠驱赶时，把小羊的腿打
伤了。“张洪珠，你为什么不让我的
羊吃草，这是你家的墓地吗？”小羊
的主人愤怒地找到张洪珠质问。张
洪珠说：“这烈士陵园就是我家的墓
地，这些烈士就是我的亲人，谁也不
能打扰他们。”双方还因此产生了矛
盾。

在很长的时间里，陵园内仅有
一间小屋，张洪珠住在这里日夜守
护。1990年12月，政府修建了陵园
大门、院墙、值班室等，张洪珠的看
护条件有了改善。

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
此，时光就在陵墓前斑驳的树影中
淌过。这一守，就是一生。

在张洪珠看来，每一次致敬英
烈，都是对初心的叩问，也是对精神
的唤醒。

2012 年 3 月，80 岁的张洪珠身
体不行了，临终前，他把儿子张曰平
叫到跟前说：“曰平，我不行了，你要
接好我的班，看好陵园守好墓。”张
曰平哽咽着连声说好。

2012年秋，在省委、市委的支持
和烈士亲属的关心下，陵园重建，并
于 2013 年 10 月正式建成。虽然张
洪珠没有等到这一天，但他的事迹
却被大家所传颂。

传承红色基因 英雄永铭记

“48位烈士中，只有两人有名有
姓，其他46位都是无名烈士。那么
多烈士为国捐躯了，不能没有人守
护。”张曰平接过了父亲的“接力
棒”，和妻子住进了陵园，沿着父亲
没有走完的路继续前行。

每天天一亮，张曰平就开始打
扫面积达12.3亩的陵园，擦拭墓碑，
每天至少打扫两次纪念馆展厅，从
不间断；每天晚上休息前，他都要围
着整个陵园检查一遍，确保陵园安
全；有参观者来访时，张曰平就担任
义务讲解员，如数家珍地讲述烈士
的英勇事迹……

“我跟学生们讲今天的幸福生
活是烈士们抛头颅、洒热血换来
的，给他们讲新中国成立后翻天覆
地的变化，给他们讲农民脱贫后的
幸福生活……我要把烈士的英雄
事迹和父亲守护烈士的精神传承
下去，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让烈
士精神激发力量。”缅怀，为铭记，
更为传承。张曰平一直勉励来参
观的同学们继承先烈遗志，勤学

习、强本领，长大后以实际行动报
效祖国。

在张曰平的屋里，“两代人不忘
初心义薄云天，六十载崇敬英雄品
高日月”的对联格外引人注目，这也
是社会各界对他们父子默默为烈士
守陵最好的赞誉。

“我会继续守护这些烈士，以
后我走了，还有我的儿子。”张曰
平最大的愿望，就是让更多的年
轻人知道烈士的故事，传承英雄
的精神。

“很小的时候，爷爷就带着我
在陵园里守陵，爷爷去世了，父亲
又接着守护，这里的一草一木都
见证了我们家对烈士的感情。我
愿意和爷爷、父亲一样守护在这
里。”在张曰平的儿子张德旺眼
中，他的爷爷和父亲，守护的不仅
仅是这座烈士陵园，更是不能忘
却的英烈故事和永不褪色的红色
基因。

寒来暑往，张洪珠、张曰平父子
俩70年的接力守护，锻造的是忠贞
与赤诚，彰显的是责任与担当。社
会各界在深深缅怀烈士英雄事迹的
同时，也对父子两代人的无私坚守
深感敬佩。

（本文配图均为资料图）

两代守陵人 接力护英魂
——记义务守陵70载的高唐县琉璃寺镇张洪珠、张曰平父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