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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夏旭光） 10 月 8
日，记者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
到，该中心纵深推进“放管服”改革，在

“政策快享”住房公积金领域中，不断推
进惠企便民政策的实施，铺架“快速干
道”“贴心通道”，满足企业和群众多层
次多样化服务需求。

聊城市“政策快享”服务平台建设
工作启动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对
现行有效的政策文件进行全面梳理、细
化拆分，将住房公积金领域符合条件的
惠企政策及时录入“政策快享”服务平
台，确保发布政策准确无误。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多措并举，
将“政策快享”变为“服务直达”，实现

“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的转变。一
方面，根据办事群众需求，将现有的住
房公积金归集、提取、贷款等47项业务
拆分为581项具体事项，并嵌入至微信
公众号线上渠道，为业务查询、咨询提供

“精准化”“菜单式”服务。另一方面，借
助银行网点、便民服务网点，在全市各县
（市、区）的乡镇、社区、街道设立公积金
帮办代办服务站，指派专人为群众和企
业提供公积金咨询、业务办理等服务，实
行全员帮办代办，让企业和群众真正享
受到了“在家门口办事”的改革红利。自
设立乡镇网点公积金服务站以来，累计
开展政策宣传100余次、发放宣传材料
5000余份、受理业务咨询1000余人次。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铺架便民服务“快速干道”

本报讯 （记者 朱海波） 10 月 9
日，冠县第一中医医院新建门诊病房
综合楼内，前来看病问诊的病人络绎
不绝，宽敞通透的大厅、人性化的服务
流程让前来看病的群众深感就医的便
利。

冠县第一中医医院建设是冠县加
大卫生健康投入、大力提升医疗卫生服
务水平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冠县在财
力极其紧张的情况下，持续加大对医疗
卫生事业资金的投入，对加强公共卫生
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疾病预防控制等公
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起到了关键作用。

加强公共卫生基础建设。冠县新
建、改扩建了一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突出抓好县级公立医疗机构改造升级。
全面支持提升县域医疗卫生服务

能力。三年来，冠县累计投入 5233.16
万元，全面支持基本医疗卫生机构实施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推进公立医院综合
改革。目前，254个一体化村卫生室、19
处标准村卫生室和 4 个服务点成为冠
县群众健康的护佑所。

提高参保财政补助标准，巩固医疗
保障待遇。冠县统筹发挥基本医保、大
病保险和医疗救助三重制度综合保障
效能，科学合理确定基本医保保障水
平，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加强基本医疗
保险制度保障能力，减轻居民就医经济
负担。

三年来累计投入5233.16万元

冠县为群众打造“健康屏障”

■ 本报记者 赵艳君

69岁的关卫忠没想到，时隔40多
年，自己竟然真的找到了当年的老班
长。这一个多月，他每天都沉浸在和
战友重逢的喜悦之中，并为下次的相
聚做着详细打算。

关卫忠是吉林省吉林市人，9月7
日，在莘县公安局莘州派出所民警马艳
丽的帮助下，他见到了自己苦寻已久的
老班长唐延更，圆了自己44年的“寻亲”
梦。9 月 29 日，外出旅游返家的关卫
忠，专门制作了一面锦旗，从1400余公
里之外的吉林邮寄至莘县。10月7日
那天，收到锦旗的马艳丽，感慨万千。

这面千里之外寄来的锦旗，背后
究竟有着怎样的感人故事？

9月6日，和家人自驾游的关卫忠，
一路从山西开往山东境内。在去往聊
城的高速公路上，他看到出口指示牌上

“莘县”两个大字后，便将车驶向出口。
“我老班长的家就在这里，这么多

年，我一直在找他。”关卫忠说，早年间，

在部队服役时，唐延更是他从新兵连分
配到炮兵团运输队的第一任班长，也是
教他汽车修理技术的师傅。在部队，两
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退役后的几年，两人还曾有书信
往来，然而，在1979年，关卫忠几次按
原来的通信地址，给老班长写信，但都
是石沉大海。也正是从那一年开始，
他们彻底断了联系。

44 年的时间，关卫忠时刻想着了
解唐延更的消息，但一直未能如愿。
因为工作忙碌等原因，他也无法前往
老班长的家乡寻亲。

直到最近，他和爱人决定在自驾
游过程中去山东一趟，试着去寻找当
年的老班长。

“下了高速，第一反应就是去当地
公安机关寻求帮助，从收费站工作人
员那里得知，莘州派出所距离此处最
近，便开车过去碰碰运气。没想到，马
警官给了我一个如此大的惊喜。”如
今，再提及当时的情景，关卫忠依然难
掩内心的激动。

听完关卫忠的故事，马艳丽和同
事都深为感动，不过，她看到关卫忠提
供的那个通信地址后，又一时间不知
该如何是好。

“老先生手里只有一个‘山东省莘
县大王庄公社山王庄大队’的联系地
址，我和同事试着联系了其他几个派
出所的户籍民警，结果都没有这个
地址。”马艳丽说，因短时间内无法给
关卫忠确切的答案，她只能和对方交
换了联系方式，承诺一旦有了结果，将
及时通知他。

就这样，马艳丽和同事打了20多
个电话，历时3个多小时，终于找到了
关卫忠心心念念的老班长唐延更，并
第一时间将这个消息告知对方。

分别时正值盛年，再相聚已年近
古稀。9月7日，关卫忠开车直奔唐延
更所在的莘县大张家镇前仓村，时隔
40 余年再相见，两位老人满含激动和
喜悦，潸然泪下。不仅如此，关卫忠还
见到了和唐延更居住在同一个乡镇的
朱守华，这是他曾经在炮兵团汽训队

的另一位班长。
“原本只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寻

找老班长，结果一下子找到两位。真
是没想到，来莘县一趟，竟然收获了这
么大的惊喜。”见到老班长后，关卫忠
第一时间给马艳丽打来电话，言语之
间满是兴奋和感激。他一再表示，要
和两位老战友一起，到派出所当面致
谢。

“说实话，真的替他们高兴，更感
动于他们之间深厚的战友情谊。”马艳
丽说，他们婉拒了三位老人当面致谢
的想法，并真心祝贺他们重新相聚。

不过，关卫忠始终把这件事放在
了心里。9月底，他和爱人自驾游返回
家中后，第一时间制作了一面锦旗，邮
寄到莘州派出所以示谢意。

“我还会再去的。初步打算明年
开春后再去莘县，接上我的老班长，去
聊城、济南好好玩一玩、转一转。到时
候，我们再向马警官当面致谢。”关卫
忠说，圆梦之后，他还有更多的事情想
和老班长去做。

寻找44年，他又见到老班长

■ 叶世明

早在宋代，大文学家沈括的《梦溪
笔谈》中就有“度支员外郎宋迪工画，
尤善为平远山水。其得意者，有《平沙
雁落》《远浦帆归》《山市晴岚》《江天暮
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
钟》《渔村落照》，谓之‘八景’……”的
记载，在此之后，“八景”之说蔚然成
风，各地皆搜罗本土值得称道之处并
列“八景”与之相和，于是，“八景”就定
格为一套精挑细选的风物景观，也成
为了一种独特的人文文化现象。到明
清之际，“八景”文化的发展达到顶峰，
风气之盛，各地方志均可见当地“八
景”，一府一县乃至一镇，其山水名胜、

名人逸闻、亭台楼榭、神话传说，能否
成八景之数，文人墨客所作八景诗、八
景图的水平高低，几乎成为评判当地
人文兴衰的标准。

从“崇武连樯”“光岳晓晴”等内容
来看，“聊城古八景”就诞生于明清两
代“八景”文化鼎盛之时。可以想见，
以聊城历史文化底蕴之丰厚，在评选

“聊城古八景”时，文人士子争相参与、
反复品评和推敲的场景。最终成型的

“聊城古八景”取四字格律，平仄工
整。“光岳晓晴”“绿云春曙”等景名构
思巧妙，既体现了景观的地点与主体
建筑，又突出了该景观最佳观赏时段，
看似对场景本身不着笔墨，却通过将
建筑与自然合一，展现了妙不可言的

美。而后，“聊城古八景”更是留下了
诸如清代施闰章描写光岳楼的诗句

“危楼千尺瞰沧溟，泰岱东来作翠屏。”
清代刘墉为依绿园喜雪斋所书的楹联

“幽人来问篱边菊，仙客相论海上琴”，
昊天阁两壁上邓钟岳题写的“龙”“虎”
二字等作品，成为了文学、书法领域的
瑰宝。

而在当时信息投送方式匮乏的环
境下，“聊城古八景”为人所熟知，靠的
是普罗大众口耳相传，以人的奔走和
热情来传播。时过境迁，即使部分景
观毁于战乱、灾难和岁月，“聊城古八
景”依然流传至今，为一代代聊城人所
津津乐道，这就是将文化遗产无形的
生命融入了人类生生不息的繁衍之

中，历岁月之久而因人弥新，不曾断
绝。

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与时光、自
然共同造就景观，为后来人所发掘，精
心炮制成“八景”，而后代代相传。“聊
城古八景”就是这样因人而产生，因人
而存续，因人而闻名。而一代代的人
保护着八处景观，传承着“八景”的故
事，也享受着“八景”带来的情怀、骄傲
与荣光。人的传承生生不息，景的存
续代代相传，交相辉映之中，便是无比
深厚的人文内涵。

（本文系2023年度聊城市哲学社
会科学规划“文化传承发展研究”专项
课题“‘聊城古八景’活化利用研究”的
阶段性成果）

初窥“聊城古八景”的人文内涵
■ 本报记者 赵宗锋

10月8日，在东昌府区堂邑镇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一场“移风易俗除陋习，
文明实践树新风”主题宣讲活动不时引
来阵阵掌声。

活动中，工作人员和广大群众一
起深入学习移风易俗相关政策措施，分
享陈规陋习带来的危害，倡导党员干部
发挥带头作用，做到丧事简办、喜事新
办，引导群众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念，摒
弃天价彩礼、大操大办陋习，反对铺张
浪费、封建迷信，鼓励群众从自身做起，
传播文明风尚。

而在中秋国庆假期前夕，东昌府区
文明办联合区民政局再度发出倡议书，
呼吁婚事“俭”办，抵制铺张浪费；婚事

“雅”办，拒绝低俗闹婚；婚事“新”办，举
办特色婚庆，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自觉
抵制不文明闹婚等陈规陋习。

无论是政策宣讲还是发出节庆倡
议，都是东昌府区深入推进移风易俗、
持续深化文明乡风民风的生动映照。
今年以来，东昌府区以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站）为阵地，深入开展宣讲员讲理
论、干部讲政策等宣讲活动，引导群众
争当移风易俗的带头人，做文明新风的
倡导者和践行者，多维度开展移风易俗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持续发力为乡村
振兴注入文明力量。

“现在办丧事，再也不像以前那样
吹吹打打了。”在堂邑镇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参加活动的群众说，这些新变化
就是巨大进步。

“办丧事，再也不是吹吹打打了”
——东昌府区深入推进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

10月8日，茌平区
茌山公园美景。

茌平区积极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深入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
人工湿地及河道综合整
治和企业雨污分流改造
工程，全力守护好蓝天
白云、繁星闪烁，清水绿
岸、鸟语花香的美好画
卷。

■ 本报记者 朱玉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