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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敏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9 月 26
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科斯雷州副州
长阿尔西·奈纳一行6人访问我市。

当日上午，代表团在聊城大学参
观了校史馆、西部计划教育展馆，并走
进中国-太平洋岛国应对气候变化合
作中心，就应对气候变化和人才交流
等领域的合作进行了座谈交流。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是太平洋中
部的一个岛国，代表团一行对应对气
候变化问题十分关心。设在聊城市

的中国-太平洋岛国应对气候变化合
作中心由聊城市政府与聊城大学共
同运行，于 2022 年 4 月正式启用，已
在对太平洋岛国人员培训、学术交
流、物资援助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卓有
成效的工作。代表团希望能与该中
心携手应对气候变化，为构建更加公
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力量。

“几个月前，规划这次山东之行的
时候，我就告诉特别助理先生，一定要
到聊城大学来看一看。”此行梦想成
真，阿尔西·奈纳感到十分高兴。第三
次来聊城大学，他和团队成员认为双

方在很多领域都可以深入合作。座谈
会上，双方就人员培训、学生交换等问
题进行了探讨交流。

当日下午，阿尔西·奈纳一行走进
茌平信发集团，参观信源智能火车卸
煤系统、高效超临界机组、新型环保建
材产业园等项目，感受到了聊城工业
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脉动。在信发现代
农业产业园，看到立体栽培的草莓、

“穿越”季节的樱桃，以及畅快游弋的
鲈鱼，代表团成员赞不绝口。“非常震
撼，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农业产业
园。”阿尔西·奈纳说。

聊城是一座历史悠久、风光秀丽
的城市，一天的行程令代表团成员非
常难忘。“聊城很大很美，工业和农业
都比较发达。”科斯雷州资源经济厅厅
长罗尔纳·乔表示，聊城人热情好客，
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期待与聊
城再次相遇。

阿尔西·奈纳表示，此次聊城之
行，他对聊城的历史和文化有了更加
深入的了解，希望双方能在农业、教
育、旅游、文化等领域进一步加强沟
通与合作，促进双方共同发展。

助交流，凝共识，促共赢——

国际好友水城话发展

■ 文/图 本报记者 张琪 沈欣欣

“真是愉快的一天，以后有机会还
想再来参观游玩！”9月26日傍晚，在冠
县回聊城的大巴上，12 名外国友人满
载而归，高兴的心情溢于言表。

当日，由市委宣传部、市科技局、
市公安局和聊城大学举办的2023年外
国人才联谊暨“外眼看聊城”中秋主题
活动在冠县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 12
名外国友人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品
灵芝茶、吃冠县酥梨、尝特色月饼，在

轻松愉悦的氛围里沉浸式体验中秋节
的文化魅力。

上午10时，参观团一行来到位于
冠县店子镇的灵芝科技示范园。讲解
员引导外国友人参观了灵芝生产棚，
并向他们讲解灵芝的生长环境和生长
过程。大家纷纷拿出手机与灵芝合
影，留作纪念。

在冠县灵芝文化馆，工作人员将
一杯杯温热的灵芝茶送到外国友人的
手中。

“好喝，干杯！”来自巴基斯坦的聊
城大学留学生马小龙竖起大拇指，深
情盛赞，“冠县灵芝真不一般！”

“灵芝属药用菌类，自古有‘仙草’
之称，被认为是吉祥、富贵、美好的象
征。”工作人员介绍，冠县灵芝种植有
近40年历史，店子镇作为冠县灵芝种
植核心区，现有灵芝生产棚1万余座，
面积1万余亩，子实体和孢子粉产量达
1.2 万吨，盆景 80 万余盆，年产值约
25.6 亿元，产量占全国的50%左右，交
易量占全国的60%左右，灵芝盆景销量
占全国的70%以上，是全国最大的灵芝
种植和经营集散地之一。

眼下，正值冠县酥梨成熟的季
节。当日下午，参观团一行来到山东

冠优农业有限公司“数字果园”示范基
地。远远望去，一排排 V 形架整齐排
列，梨树上又大又黄的酥梨压满枝头，
梨香沁人心脾。

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外国友人
进入梨园采摘。“好甜！我来中国 11
年，第一次吃到这么香甜的梨！”来自
南非的 Kyle Do Plooy 品尝过刚摘下
的酥梨后，夸赞道。

“今天大家品尝的冠县酥梨，含糖
量15%以上，酥脆爆汁，甘甜爽口。”冠
优公司董事长曹荣军一边介绍，一边与
大家分享冠县酥梨。

据了解，该基地规划建设面积
3000亩，总投资1.8亿元，目前，已建成
标准化育苗区、高标准“数字果园”约
1000亩，种植山农酥梨400余亩，种植
新优大樱桃、苹果约300亩。同时，有
（北方）水果种质资源（库）圃、比对圃、
采穗圃、组培育苗工厂、标准化育苗基
地等约300亩。

下 午 4 时 ，一 天 的 愉 快 行 程 结
束，工作人员为返程的外国友人送上
了美味可口的月饼，并向他们讲述中
秋节的历史由来，一起品尝节日的美
味。

品灵芝茶，吃酥梨，尝月饼——

外国友人聊城庆中秋

本报讯 （记者 夏旭光） 9 月 28
日，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聊
城市水文中心党委书记、主任李向峰就

《聊城市水文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中水文监测环境保护范围的划定
情况进行了介绍。

聊城市水文中心已于 2022 年完
成全市 50 个水文（位）站点的水文监
测环境保护范围划定，各县级人民政
府均已印发相关工作文件，这标志着
水文设施设备依法保护在地方落地生
根。

《办法》进一步明确了划定水文监
测环境保护范围的标准和禁止事项。
规定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相关具体
标准划定水文监测环境保护范围，并在
保护范围边界设立地面标志。其中，水

文监测河段周围环境保护范围：沿河纵
向以水文基本监测断面上下游各不小
于 500 米、不大于 1000 米为边界；沿河
横向以水文监测过河索道两岸固定建
筑物外20米为边界，或者根据河道管理
范围确定。水文监测设施周围环境保
护范围以监测场地周围30米、其他监测
设施周围20米为边界。

《办法》规定，禁止在水文监测环境
保护范围内从事种植树木、高秆作物，
堆放物料，修建建筑物，设置障碍物，停
靠船只；取土、挖沙、采石、淘金、爆破、
倾倒废弃物；在监测断面取水、排污，在
过河设备、水文观测场、监测断面的上
空架设线路；其他危害水文监测设施安
全、干扰水文监测设施运行、影响水文
监测结果的活动。

《聊城市水文管理办法》规定

水文监测环境保护范围内不允许取土、挖沙

本报讯（记者 张颖） 9 月 28 日，
记者从孔繁森精神教学基地了解到，该
基地多元开发孔繁森精神主题特色课
程，重点打造民族工作干部教育培训

“五个一”工程，建立健全民族工作干
部、援建干部教育培训体系。

开发优质课程和教材。该基地邀请
专家团队共同开发涵盖民族理论政策、
孔繁森精神民族团结闪光内涵等方面的
优质课程和教材。多个网络课程入选中
组部全国基层干部培训优秀网络课程和
全省基层干部培训优秀网络课程。

组建专兼职教师队伍。该基地聘
请市委党校、市委讲师团、聊城大学、孔
繁森精神研究院等单位的优秀讲师组
成讲师队伍；积极推动援派干部、基层
民族工作者、民族团结先进典型上讲
台；邀请孔繁森生前好友、同事以及其
他优秀援派干部和民族工作干部担任
讲师，打造出一支精干的教师队伍。

统筹整合现场教学点。该基地积极
探索聊城地域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相通处、契合点。打造“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现场教学板块，
形成民族团结主题鲜明突出、题材广泛
的现场教学点。充分利用本地红色文化
和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资源，丰富和充
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内容。

发挥阵地作用。该基地充分发挥全
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民族团
结进步教育基地孔繁森同志纪念馆作
用，着眼打造精品展陈，重点对纪念馆基
本陈列讲解词进行提升完善，充实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容。

营造浓厚氛围。该基地重点打造
红石榴广场、连心路等景观小品，充分
利用微信公众号等媒介开设“民族团结
进步”课堂。拍摄《繁森故里石榴红》

《大爱的力量》宣传片，营造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良好氛围。

聊城重点打造
民族工作干部教育培训“五个一”工程

10月2日，在东昌府区梁
水镇“农光互补”光伏电站的
光伏板下，工人在管理大豆。

东昌府区充分运用梁水
镇叶屯村、王屯村、梁闸村、马
庄村4个村庄的1310亩低洼、
盐碱地，与晶科科技能源有限
公司合作，因地制宜实施推广

“农光互补”光伏电站建设，在
不改变土地性质情况下，立体
综合利用土地，在光伏板下种
植小麦、大豆等农作物，实现
清洁发电的同时，进一步拓宽
农民增收渠道，助力乡村振
兴。 ■ 本报记者 商景豪

外眼看聊城

本报讯（记者 夏旭光 郝川）“阳
光路上，无限风光。前进的脚步日夜
兼程，不可阻挡……”9月28日晚，由市
委宣传部、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市文
化馆、各县（市、区）文化和旅游局承
办，各县（市、区）文化馆协办的“文润
初心”系列活动——聊城100首红色歌
曲歌咏大赛在水城广场举行。

本次大赛紧紧围绕深入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以100首红色歌
曲为主要内容，着重体现群众性特点，
在全市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红色
歌曲学唱、传唱、演唱活动，唱响主旋
律，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影响力。该项活动启动
以来，全市各行各业广大干部群众广泛
参与，认真学唱、传唱、演唱。经过镇、
县选拔，主办方精选出16个节目，用动
听的歌声、深厚的情感，向祖国献上最

诚挚的祝福。
大赛现场，《追寻》《南湖红船》《强

军战歌》《祖国不会忘记》《红旗飘飘》
《领航》《我爱你中国》等一首首脍炙人
口、经久不衰的红色歌曲在选手们的
真情演绎下，展现了建党百年来中华
民族的成就和发展，讴歌祖国、展望未
来，弘扬时代主旋律、传承红色基因，
表达出对党和祖国的热爱、赞美，让观
众在歌声中感悟信仰的力量和奋斗的
热情。

本次大赛在群众“家门口”举办，不
仅唱响“担当新使命、奋进新时代”的主
旋律，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砥
砺初心使命，激发奋进斗志，将内心深
处的爱党爱国热情转化为建设“六个新
聊城”的实际作为，还打通了文化服务
的“最后一公里”，提升了“文润初心”党
建工作品牌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我市

百首红歌礼赞伟大祖国

外国友人展示自己采摘的冠县酥梨

本报讯 （记者 许金松） 10 月 3
日，副市长马卫红来到古城区看望慰
问备战第四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的国
际象棋、围棋国家队队员，并与教练
员、运动员们进行座谈。

座 谈 会 上 ，国 际 象 棋 教 练 员 王
杰、围棋教练员霍跃分别介绍了国家
队运动员集训工作情况，国际象棋运
动员张筱迪、袁守波，围棋运动员刘
以敏交流了强化训练、认真备战的心
得体会。

马卫红表示，第四届亚洲残疾人

运动会国际象棋、围棋项目的集训由
聊城承办，代表了中残联、省残联各级
领导对聊城市残疾人体育事业的支持
和认可。聊城将全力以赴做好集训住
宿、餐饮、安全等服务保障工作。希望
大家在赛前劳逸结合，调整好身体状
态和心理状态，在亚残运会赛场上突
破自我、勇创佳绩、为国争光。

第四届亚残运会将在杭州举行。
来自全国各地的20余名国际象棋和围
棋项目的运动员在我市古城区进行为
期58天的集训。

马卫红看望慰问备战亚残运会
国象围棋集训队员

■ 本报记者 吕晓磊 马永伟

9 月 27 日，到了上午 10 时 30
分，临清市新华路街道于庄村村民
张一华才顾上吃早饭。“我早晨5点
起 来 放 羊 ，放 羊 回 来 开 始 防 疫 。
一直忙到现在，总算可以休息一
会儿了。”说话间，今年60岁的张一
华一口馒头就一口大葱，吃得津津
有味。虽然很辛苦，但张一华乐在
其中，靠着家里的 100 多只羊，他现
在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听到记者提出看下羊圈的想
法时，张一华一下子来了兴致，三
下 五 除 二 把 手 中 的 馒 头 塞 进 嘴

里 ，便 带 着 记 者 走 进 羊 圈 。“ 咩
咩……”“嘎嘎……”进入羊圈，一
派热闹的喜人景象。张一华挥舞
着手中还没吃完的半根大葱，将
羊群从棚里赶了出来，后面还尾
随着几只大鹅。“这几只鹅是顺手
养的，牲畜多了热闹。”张一华介
绍，他共养了 150 只羊，前段时间
刚卖了 30 只，现在还有 120 只。张
一华一边赶羊一边告诉记者：“我
养的是小肥绵羊和杜泊羊的杂交
品种，都是靠吃草和树叶长大的，
纯天然养殖，肉质好，一点儿都不
愁卖。”

这些羊是张一华的宝贝，每天

清晨，他都会带着羊群外出觅食，地
上的野草、树上掉下来的树叶……
都是这些羊的美食。“上午一趟，下
午一趟，每天我得带它们在外面转
7 个小时。它们吃饱了，我的身体
也变好了。”说到这里，张一华拍了
拍胸脯，“不用花钱买饲料，又能锻
炼身体，多好！”

养羊多年，羊生羊，羊生钱，张
一华精心照顾着他的羊群，这些羊
也让他过上了好日子。“每只羊能
卖 1000 多元，每年保守收入十几万
元……”提及这些羊带来的收入，
张一华抑制不住高兴的神情，“以
前，家里生活十分困难。现在，靠

着这群羊，俺的生活就像芝麻开花
节节高。”

除了羊和鹅，张一华还在家中
养了几十只鸡和十几条狗，并在家
附近承包了鱼塘。每天，看到羊在
跑、鱼在游、鸡在叫的热闹景象，张
一华直言自己“打心里高兴”。

谈及自己的致富经，“勤快！”张
一华脱口而出，“俺文化水平不高，
但是知道懒人啥时候也发不了财。
虽然每天忙得脚不沾地，但俺乐在
其中。人家不是说嘛，有付出就有
收获！”说话间，张一华又发出一阵
爽朗的笑声。

张一华发“羊”财

本报讯（记者 马永伟）“宝贝，我
们到后面排队去，让前面的小朋友先
玩，轮到我们了再好好地玩。”10 月 3
日，在高新区月季公园一亲子乐园内，
冠县居民薛红霞提醒4岁的儿子，要排
队玩滑梯。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今年中秋、国
庆假期期间，聊城各大景区和旅游景点
亲子游火爆，家长们游玩时以身作则，文
明旅游，让自己成为孩子眼中的“文明导
师”，从爱护公物、遵守秩序、文明礼貌用
语等方面给孩子们树立榜样。

聊城

亲子出游 文明相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