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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琦

葫芦，谐音“福禄”。作为聊城手
造的冠县葫芦，既有丰厚的文化内
涵，又承载着人们的美好愿景。在与
时代接轨的过程中，冠县葫芦制作技
法越来越多样，相关产品在全国市场
上迎来广阔前景。

9月11日，在冠县民俗文化产业
园中，冠县葫芦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
郭鑫贤正坐在工作台前专心创作。
他左手握葫芦，右手持工具，随着针
尖在葫芦表皮的不断游走，人物线条
与色彩逐渐鲜明起来。

传统葫芦工艺以雕刻、烙画为

主，郭鑫贤则结合学习的美术知识，
把针画技法创新应用在葫芦上。针
画技法是一种刚刚兴起的工艺，弥补
了墨刻用线作画不灵活和烙画作品
褪色的短处，可以更好地展现图案的
色彩感和立体感。

为参加第四届中国国际文化旅
游博览会，郭鑫贤精心准备了水浒系
列与三国系列的针画葫芦。这些针
画葫芦不同于其他葫芦工艺品，表面
更加光滑，一些细腻的纹理也被刻画
出来。“古人的服饰非常丰富，色彩也
很鲜艳，一般的雕刻葫芦难以将这种
人物画像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郭
鑫贤说，“针画葫芦以葫芦为纸，以针

尖为笔，将人物、山水、花卉、飞禽走
兽等刻入画面，细品之下，耐人寻
味。”

在悠久历史文化与创新制作技
法的加持下，冠县葫芦的销售渠道不
断拓宽。2019年，在各级政府部门的
支持下，郭鑫贤依托聊城江葫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创立了民俗文化产业园，
投资 800 万元，占地 40 余亩，其中包
括民俗文化展厅、艺人手工直播厅、
葫芦育苗大棚等。

民俗文化产业园投入使用后，每
年约有5万人次学生和3万人次游客
前来研学、观光，为本村及附近村的
村民提供就业岗位 80 多个。同时，

郭鑫贤利用直播大厅对艺术品加工
生产过程进行直播，弘扬民俗文化的
同时，促进了产品销售，年产值达800
万元，在全国葫芦文化产业中单体规
模排名第一。“时代在发展，民俗文化
也要与时俱进。工艺的创新、销售思
路的转变，让特色民俗文化以崭新的
方式走向全国市场。”郭鑫贤说。

冠县葫芦文化市场的火热，足以
体现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追捧与热
爱。在本次文旅博览会上，郭鑫贤将
以葫芦为媒，以文化为题，积极推介
冠县葫芦针画技法，让冠县葫芦更好
地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葫芦虽小藏乾坤 文化传承正逢春
——“我要上展会”系列报道之冠县葫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
法》和《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防空法〉办法》有关规定，为增强
全市人民群众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
熟悉防空防灾警报信号，定于2023年
9 月 18 日 10 时在全市进行防空防灾
警报试鸣。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警报信号：鸣放预先警报、空
袭警报、灾情警报和解除警报4种音
响信号。

预先警报：鸣 36 秒，停 24 秒，反
复三遍，时间3分钟；

空袭警报：鸣 6 秒，停 6 秒，反复
十五遍，时间3分钟；

灾情警报：鸣15秒、停10秒，鸣5
秒、停10秒，反复三遍，时间2分钟；

解除警报：连续鸣3分钟。
各警报信号间隔时间为3分钟。
二、警报试鸣顺序：预先警报、空

袭警报、灾情警报、解除警报。
届时，请广大市民保持正常工

作、生活秩序。辖区内各单位、社区
和学校可结合警报试鸣组织防空防
灾知识教育和人防疏散演练活动，提
高应急、应对和处置能力。

特此公告
聊城市人民政府
2023年9月6日

关于试鸣防空防灾警报音响信号的公告

本报讯 （记者 赵艳君） 9 月 13
日，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聊
城市公安局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张兆
刚介绍，全市各级公安机关通过开展

“零点行动”“星空护学”等行动，深入打
造众防、细防、智防“新三防”工作体系，
构建立体化、现代化“大巡防”工作格
局，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坚持“众防”为要，实现单一巡防向
联动共防转变。以贯彻落实警种联动、
警保联控、警民联防“三联”工作机制为
主线，整合特警、派出所、交巡警等力量
资源，组成 89 支警保联控队伍，设置
124 处警保联控站点，聘任 4000 名“聊
城二哥”“东昌大姨”，形成群防群治、共
建共治的良好局面。

坚持“细防”为本，实现粗放管理向
精准防控转变。突出对“人、地、事、物、
组织”等治安要素的全面动态掌握管
控，创新开展“零点行动”“星空护学”

“三联三巡”等专项行动，突出危险物品
安全监管、保安行业安全监管、娱乐场
所安全监管、重点单位安全防范，全力
维护社会治安大局稳定。围绕重大群
众性聚集活动，在全省首推“高凳瞭望”
执勤。元宵节、音乐节等重大活动安保
期间，接受群众咨询7600余人次，接受
报警求助400余起，帮助找回丢失手机、
背包等各类物品260余件。

坚持“智防”为先，实现传统警务向
创意警务转变。依托派出所监控平台、

“雪亮工程”以及社会面视频监控，开展
24小时不间断网巡。组建专业警航队，
实行“1名民警+2名辅警+1架警用无人
机”小组工作模式，开展专业化常态化
一体化“空巡”。研发智慧巡防App，同
步接入110实时警情数据，4800余名警
力、506个巡区网格、733条巡逻路线动
态上图，实现“图上排兵布阵、指尖指挥
调度”。

众防为要 细防为本 智防为先

聊城公安创新构建“新三防”体系

9月11日，山东颐和塑胶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在生产新型特种发泡轻型材料。
近年来，聊城市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帮助民营市场主体解难题、渡难

关，民营经济出现稳中向好势头。目前，全市民营企业达到20万户，民营企业进出
口占比68.5%，民营经济已经成为稳定增长的重要支柱。 ■ 本报记者 朱玉东

本报讯 （记者 岳耀军） 9 月 13
日，我市召开数字政府建设重点工作推
进视频会议，加快推进数字政府建设，
补短板、强弱项，确保按时完成各项任
务。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刘文强出席
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加快推进数字政府建
设，是我市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跨越赶
超的战略选择。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思
想认识，明确目标定位，强化数字变革，

敢于创先争优，大力推进政府数字化转
型。要坚持问题导向，对照短板深入查
摆剖析，找准差距对标对表提升，明确
重点聚力攻坚突破，加快提升政府数字
化水平。要压实责任，加强组织领导、
协同配合、督导调度，确保政府数字化
发展质效。要形成共识、合力，按照市
委“三提三敢”工作要求，提高执行力，
加快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为聊城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新贡献。

我市加快推进数字政府建设重点工作

第四届中国国际文化旅游博览会聊城展区。 ■ 本报记者 郝川

■ 本报记者 赵宏磊

这是一场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
碰撞的盛会。

9月14日至18日，第四届中国国
际文化旅游博览会、第二届中华传统
工艺大会，在山东国际会展中心发出
诚挚邀约——“创见美好、智造未来”。

聊城展区聚焦擦亮“江北水城·
两河明珠”城市品牌，彰显五大新发
展理念、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文化

“两创”的聊城实践，体现“六个新聊
城”建设的丰硕成果，展现传统文化
融入青春之城的聊城探索。

在展区设计上，我市突出两河明
珠、两河之约、“聊·胜一筹！”、聊城

“新三宝”、黄河大集、聊城手造、中医
药文化传承创新、青年友好、聊大龙
舟等特色和符号，共分为“乡村振兴
齐鲁样板的聊城篇章”“古今同辉 文
旅融合”“文化两创 聊城手造”“坐着
高铁来相约”四个板块。

9月13日下午，聊城展区内依然
一派紧张忙碌的景象。“让聊城的文
化魅力更好地在文博会上绽放！”为
了这个共同的目标，市委宣传部相关
负责人、展区筹备工作人员一直在协
调各项筹备工作，各县（市、区）和企
业的参展人员也都在紧张细致地摆
放展品。

今年，聊城展区的参展商达 60
余家，为历年最多。“第一次参加国际
性的展会，希望借助这样一个大的平
台，把我们的饺子和炸鸡等食品宣传
好、展示好。”9 月 13 日，在聊城展区

“聊城一桌菜”展台前，希杰食品公务
主管宁吉林告诉记者。

莘县绿田有机菜产品刚刚摆上，
立刻就吸引了不少人。绿意盎然的

“阳台蔬菜”，给展区增添了不少生
机。“这些蔬菜都是盆栽的，可以在城
市楼房的阳台上种植。”企业负责人
对记者说。依靠基质培育蔬菜，让蔬
菜摆脱土地、天气等外在因素的影
响，进而实现蔬菜变盆栽、阳台变农
场，这样的思路也让绿田有机菜成为
聊城展区的一大看点。

在前几届博览会上，梁颖设计的
剪纸旗袍惊艳全场。今年，梁颖带着

她的作品再次来到博览会。在聊城，
家喻户晓的梁颖剪纸，能够把传统剪
纸应用在服饰设计上，利用植绒布、
胶水等制作成服饰，这种传统剪纸艺
术与服饰的结合令人耳目一新。

记者在现场看到，聊城展区的产
品琳琅满目，划分为“聊·胜一筹！”农
产品、聊城手造和非遗、聊城一桌菜、
聊城伴手礼、黄河大集、聊城“新三
宝”、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等多个产品
展示区。每个展示区都主题鲜明、产
品丰富，具有浓郁的聊城地域特色。

道口铺钟表、东昌木版年画、高
唐麦秸画、魏氏柳编……在聊城手造
和非遗产品的展示区，记者看到了多
次参加文旅博览会，为聊城展区带来
超高人气的“老面孔”。同时，也有阳
谷烙画、莘县木雕、临清银器等首次
参展的“新朋友”，产品的涵盖面越来
越广。我市有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
近年来通过品牌体系建立、产品研
发、培育产业集群、建设非遗工坊等
一系列措施，不仅让非遗“活”起来，
更让文创产品“火”起来。

葫芦，是聊城的一张文化名片。
东昌葫芦雕刻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王树峰，带着他的雕刻葫芦作
品来到博览会。他说：“希望借助展
会这样一个平台，让东昌葫芦雕刻这
一民间传统技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不断扩大。”

赴两河之约，赶黄河大集。“赶大
集”是北方地区的民俗之一。聊城展
区筹划了“黄河大集”展示区，精心挑
选出具有聊城特色的好吃的、好玩
的，聚集在一起，让参展游客可以品
美食、看展演，再次找到“赶大集”的
美好体验。

聊城展区的主视觉产品，推介的
是聊城“新三宝”系列产品。“新三宝”
是聊城农产品区域整体品牌“聊·胜
一筹！”的高端子品牌，有着九曲黄河
的滋润，也有着悠悠运河的承载，擦
亮了“阿胶之城”“灵芝之乡”“桑黄之
都”的地域名片。9 月 13 日下午，记
者在聊城展区“新三宝”展示区看到，

“新三宝”礼盒、阿胶糕、灵芝酒、灵芝
孢子粉、桑黄茶、桑黄酒等丰富多样

的产品已经有序排放在展台上。
中医药文化传承和创新展示区，

是聊城展区今年的一个创新和亮
点。中医药文化，是聊城传统文化中
的一条重要文脉。近年来，聊城市聚
力建设国际化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
先行区，打好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整
体战，全力打造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
高质量发展的“聊城样本”。

“我们的秋梨膏，在口感和设计上，
更加符合现代年轻人的口味。”在中医
药产品展区，东阿御品膏方相关负责人
曹风塔说，“很高兴参加这个高规格展
会，更好地传承和发扬中医药文化。”聊
城展区的中医药产品琳琅满目，有清
代制香、杨氏膏药、东昌府妙囊鼻渊
散等产品，彰显了聊城中医药文化的
深厚底蕴。

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越
来越多的文创产品被摆上展台，展区
变得越来越“丰满”，聊城“文旅元素”
流光溢彩。华灯初上，聊城展区已经
准备就绪，静静等待着八方宾朋，共
赴这场文旅之约！

静待八方来客 共赴文旅之约
——第四届中国国际文化旅游博览会聊城展区准备就绪

■ 本 报 记 者 苑莘
本报通讯员 郭文锦 马心强

台风“杜苏芮”让不少聊城人了解
了徒骇河、马颊河的防洪排涝功能。
每天都去徒骇河城区段散步的市民李
保国注意到，每当集中降雨到来前，徒
骇河就降低蓄水量。9月11日，在河边
晨练的李保国坦言：“生活在徒骇河边
很幸福。”

过去几年，我市按照“节水优先、
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
水思路，抓住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机遇，围绕人
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水
问题，统筹推进河湖生态治理。如
今，这两条与聊城人生活息息相关的
河流，呈现出一幅“河畅、水清、岸绿、
景美、人和”的生态画卷，带给沿河人
民群众满满的幸福感。

有水就有鱼

鲤鱼、鲫鱼、河虾……随着生态改
善，徒骇河边成了钓鱼爱好者扎堆的
地方。

徒骇河、马颊河同属雨源型平原
河道，因河道岸线长、沿河村庄多，水
生态环境问题面临较高反弹风险。在
解决“水少”问题上，我市坚持防汛抗
旱两手抓，利用沿河拦河闸坝调蓄水
源，精准研判、及时拦蓄雨洪水资源。
水利部门和生态环保部门联合制定生
态基流保障方案，实施引黄、引江等跨
流域调水进行河道生态基流补水工作。

在解决“水脏”的问题上，针对徒
骇河、马颊河水利工程的特点，我市制
定了涵闸联合调度机制，加大对支流
入口的监管力度。同时，利用水利工
程科学蓄泄水源，维护了河流水质持
续向好。

长堤变绿肺

位山三干渠与徒骇河在度假区朱
老庄镇王堤口村的交叉处，树木繁茂，
老人在这里打牌、聊天，乐在其中。

这样的场景并非王堤口村独有，沿
徒骇河河堤向北，每隔几千米就能看到
一个类似的小公园。据介绍，徒骇河、
马颊河堤防长 378.41 千米，由于堤防
地势高亢，涵养水源较低，土壤沙化较
重，极易造成水土流失，生态环境脆
弱。近年来，我市认真贯彻“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采取堤防承包方
式，发动群众积极建设护堤林，年均植
树6万余株。目前，徒骇河、马颊河堤
防已植树100多万棵，有效改善区域生
态环境的同时，每年树木更新还能带
给沿河群众近200万元的经济收入。

如今，徒骇河、马颊河堤防被称为城
市“绿色之肺”和沿河群众的“绿色银行”。

玉带穿城过

“我每天早晨都要沿滨河大道从
东昌路出发，骑行至南外环。”开发区
居民张喆对徒骇河风景区情有独钟。

南起南外环路，北至高速公路北
500 米，全长约 17 千米的徒骇河风景
区，宛如一条玉带穿城而过，阡陌交错，
目之所及皆是旖旎风景。过去几年，我
市相继建设了昌东橡胶坝和北城橡胶
坝，利用堤防建设了滨河大道，并对道
路两侧进行绿化美化，利用滩地建设了
生态湿地。对徒骇河风景区部分河段
进行扩挖建成的莲湖水利风景区，2014
年被批准为省级水利风景区，2015年12
月被批准为国家水利风景区。

2021 年，在开展省级美丽幸福示
范河湖创建工作中，徒骇河城区段被
评为美丽幸福示范河湖，成为聊城群
众游览、休憩的绝佳空间。

水清河畅美两岸
——解读徒骇河马颊河的生态之美

本报讯 （记者 鞠圣娇） 9 月 13
日，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市
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市中医药
管理局局长张月莲介绍了我市医疗卫
生事业发展情况。她提到，全国婴幼儿
照护服务示范城市和国家区域医疗中
心两张“国字头”名片先后落户聊城，全
市卫生健康事业呈蓬勃发展之势。

我市不断强化医疗卫生体系建设，
充分发挥市人民医院省级区域综合医
疗中心和市中医医院中医医疗保健中
心龙头带头作用，优化省级区域医疗中
心和重点专科学科区域布局和辐射带
动，目前已创建国家临床重点专科1个、
省级临床重点专科36个、市级重点专科
199 个，新创建省医药卫生重点学科 5
个，总数列全省16市第4位。针对基层
卫生，我市启动新一轮提质提效三年行
动，健全三级医院包县、二级医院包镇、

乡镇卫生院包村的城乡帮扶机制，做强
县级医院县域龙头，加快乡镇（社区）能
力拓展和设备升级，推动村级服务覆盖
和适宜技术推广，全市139家乡镇卫生
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部达到优质
服务基层行活动国家基本标准。

为打造医学高峰，我市深入实施医
疗服务能力攀登计划和公立医院高质
量发展促进行动，抢抓国家优质医疗资
源下沉先机，成功争创国家区域医疗中
心建设项目，北京积水潭医院聊城医院
强力推进。力争3年内骨科疾病、烧伤
诊疗达到北京积水潭医院同等水平，5
年内引进40项新技术、新疗法，建设关
节疾病诊疗中心、老年脊柱疾病诊疗中
心、智能化骨科诊疗中心、大面积烧烫
伤诊疗中心等4个区域疑难疾病诊疗中
心，实现山东省及冀鲁豫周边区域相关
疾病患者基本不出省、不外流的目标。

医疗领域两张“国字头”名片落户聊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