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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夏旭光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记得住的乡
愁”，是历久弥新的文化印记，更是美
好生活的丰厚滋养。12月25日，记者
从市财政局了解到，近年来，该局以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
发展”为指导方针，立足财政职能，在
政策保障和资金支持上持续发力，扎
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
传承，不断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积极打造非遗产
业化发展体系和市场化营销体系，让
非遗焕发新活力，展现新魅力，在新时
代绽放绚丽光彩。

建章立制，让非遗“活”下来

2022 年至 2023 年，市财政局拨付
资金280万元用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聊城杂技创排杂技剧《强渡黄
河》，生动再现当年刘邓大军强渡黄河
的英雄事迹，丰富了黄河文化内涵，荣
获第十五届山东杂技魔术大赛高空类
一等奖；2021年至2023年，每年安排文
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700万元用于聊
城杂技、“山东手造·聊城有礼”品牌、
中国临清桑黄博物馆建设等项目；将
非遗传统表演类项目聊城杂技、山东
梆子、蛤蟆嗡纳入“一村一年一场戏”文
化惠民演出政府采购范围，2019年以来
共采购1360场，金额788万元……

“聊城市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
的文化传统，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
这些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至关重
要。截至目前，我市共有聊城杂技等
国家级非遗项目12项、临清贡砖制作
技艺等省级非遗项目65项、市级非遗
项目356项、县级1192项；国家级非遗

传承人4人，省级非遗传承人53人，市
级非遗传承人 208 人，县级 1178 人。”
市财政局教科文科科长豆立川告诉记
者，市财政局通过财政资金的投入，不
断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
激发出新活力。

市财政局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与传承工作，自2021年开始，制
定了《聊城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资金管理实施细则》，设立了市级非
遗保护专项资金，每年安排200万元用
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财政投入力
度位居全省前列，推动非物质文化遗
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公共
文化服务效能和群众文化生活满意
度。三年间，市财政局统筹各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 1217.1 万元，为
传承和保护文化遗产做好资金保障。

市财政局还不断拓展非遗保护的

渠道和途径，积极落实2023年度中央、
省级、市级非遗保护专项资金373.1万
元，对29个非遗项目、233名非遗传承
人、9个非遗工坊、10项县级非遗宣传
展示活动进行补助，有力促进了非遗
的保护和传承。2019 年以来，市财政
局共申报落实国家、省、市专项资金
1658.7万元，助力100个非遗项目、660
位传承人有效传承，为我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接续传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和良好的发展环境。

拓展体系，让非遗“火”起来

11月17日上午，在2023年山东省
黄河流域乡村振兴知识竞赛决赛中，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鲁锦”（东
昌古锦）代表性传承人、山东省民间工
艺大师梁平现场展示了她的鲁锦作品

《京杭大运河》， （下转8版）

在守正创新中赓续历史文脉
——市财政局加大资金支持力度推进非遗传承保护

新华社北京12月25日电（记者 梅常伟）中央军委
晋升上将军衔仪式25日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上午11时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开始。中央
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宣读了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
上将军衔命令。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主持晋衔仪式。

这次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是：南部战区政治委员王文
全、海军司令员胡中明。

晋升上将军衔的 2 位军官精神抖擞来到主席台前。
习近平向他们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了上将军衔肩
章的 2 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
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晋衔仪式在嘹亮的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
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

中央军委委员刘振立、苗华、张升民，军委机关各部
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

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2023年全市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现场观摩

本报讯 （记者 王培源） 12 月
25 日，2023 年全市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现场观摩活动结
束，市委、市政府召开会议，评出 11
个县（市、区）、市属开发区观摩名次
以及“十佳项目”。市委书记李长
萍，省委第十四巡回督导组组长任
仲义，市委副书记、市长张百顺，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彤宇，市政协主
席曾晓黎，市委副书记谢兆村等市
级有关领导同志，市直有关部门（单
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区）、市
属开发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等出席

会议。
25 日上午，与会人员走进高新

区、东昌府区、度假区，对 12 个重点
项目进行现场观摩。在高新区，观
摩了鲁西化工乙烯下游一体化项
目、鲁西化工甲胺/DMF 改扩建项
目、天润宏激光设备核心部件项目、
博源关键零部件电机定转子轻量化
项目；在东昌府区，观摩了中通新能
源汽车升级改造项目、东昌府区新
能源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项目、帝欣
光电智能装备及微电机项目、海菲
特智能挖掘机项目；在度假区，观摩

了现代明珠服务业聚集区项目、鑫
瑞集团辛庄棚改项目、北京积水潭
医院项目、聊城应急安全科创谷项
目。

今年以来，全市各级各部门围
绕项目建设做了许多扎实有效的工
作，大抓项目、抓大项目的氛围更加
浓厚，总的来看，全市项目建设的干
劲更足、效率更快、集聚度更强、科
技含量更高。

明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
周年，也是深入实施“十四五”规划、
加快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

年。我市将深入实施“制造业强市”
战略，全面推进制造业强市三年攻
坚突破行动，牢固树立“项目为王”
理念，建立重大项目谋划、储备，实
施全链条推进机制，强力推动项目
储备接续早投，强力推动项目建设
早开快建，强力推动项目招引量质
突破，把行动落实到项目上，把效果
体现到项目上，做大做强高质量发
展主引擎，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
展迈上新台阶，不断开创新时代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市建设新局面。

2023年全市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现场观摩活动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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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宏磊

在海拔 3300 多米的高原，什么最珍贵？是氧气。
十年间，在一批又一批聊城援青教师的眼中，教育就是
刚察孩子们的“氧气”，是刚察县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的未来和希望。

坐落在青海湖北岸的刚察县，有着质朴、辽阔、粗犷
的高原之美。但这广袤高原，曾经也是阻隔经济社会发
展的“深沟”。历史上，受气候恶劣、交通不便等因素影
响，刚察县教育水平相对落后。

用心播下希望的种子，让高原格桑花更艳丽。自聊
城市启动教育人才援青工作以来，已先后组织60余名
教师赴刚察县开展援青支教工作。从海拔30米的平原
到3300米的高原，纵使两地相隔两千公里，海拔相差百
倍，但从未改变援青教师们站在“三尺讲台”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的初心和使命！

一

底子薄，任务重，教育对口援青工作怎么干？十年
来，聊城市始终把教育援青摆在突出位置，持续加大投
入、推动资源共享、增强师资力量、提高育人水平，助力
刚察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2月5日，在刚察县民族初级中学，聊城援助建设
的书吧内，教师们在静静地看书和备课。学校副校长
王明说起在这里工作过的每一位聊城援青老师都赞不
绝口。他感激地说：“这些年，一批又一批聊城援青教
师不间断地来到我们学校，不仅提高了学生的成绩，
提升了教学水平，还带来了很多学校管理方面的先进
理念。”

十年间，聊城援青老师来了一批又一批，也给这所
学校带来了不小的变化。学校不仅配备了智慧黑板等
先进的设备，硬件设施也得到了翻新改造。“2021年以
来，我们陆续对校舍进行翻新改造，新增了外墙保温
层，对外墙进行了美化，新建了一个水冲式厕所和两个
教师书吧。”12月6日，聊城援青人才、刚察县寄宿制民
族初级中学副校长刘东海介绍。

教育援青，批批接力，久久为功，实现了刚察教育
的“旧貌换新颜”，也给无数刚察学子插上了梦想腾飞
的翅膀。这些年，在各批聊城市对口支援刚察干部管
理组的帮助下，聊城市教育和体育局与刚察县教育局
在充分沟通和协商的基础上，构建学校管理、队伍建
设、教育教学、信息化建设、学生培养等方面帮扶机制，
有效促进了刚察县教育事业发展。

12月6日，走进刚察县中心幼儿园，教学楼、宿舍楼
有序排列，宽阔漂亮的室内操场上，孩子们在尽情嬉戏。“原来幼儿园都是平房，
只有十几个学生，孩子们冬天只能在院子里上厕所。”刚察县中心幼儿园副园长才
仁卓玛告诉记者，“这些年，聊城援青人员给幼儿园配备了完善的教学设备，孩子
们的学习条件越来越好了。”

一个个推动教育发展的建设项目，一门门启迪学生智慧的优质课程，无不
展现出教育援青进行时的点点滴滴，也见证着刚察县教育短板一块块被“补
齐”。2023年4月，聊城市教育和体育局与刚察县教育局签订了帮扶协议，安排
聊城市优秀中小学、幼儿园与刚察县中小学、幼儿园结对，与当地教师组成教学
团队，带动受援学校提升学校教学水平和育人管理能力，将帮扶制度化、具体
化。

所爱隔山海，山海亦可平。在教育援青和“组团式”帮扶的大潮中，聊城的援
青教师们正在用心用情谱写千里支教、山海情深的动人篇章！

二

12月7日，刚察县沙柳河镇政府办公室，出纳员周昕干练利落地忙碌着。
周昕是聊城三中青海班第一批的学生，经过三年的学习，最终顺利考上了青

海大学。大学毕业后的周昕，选择了回到刚察县工作，今年1月，考到了沙柳河镇
政府。

聊城和青海刚察两地之间的学生交流是聊城援青工作的重要形式之一。在
聊城市对口支援刚察干部管理组和市教育和体育局协调组织下，聊城第三中学
自2015年开始，先后接收了9届、359人次青海学生在校学习。

这只是聊城教育援青的一个缩影。从精准“输血”、强化“造血”到助力“活
血”，聊城市“组团式”教育援青人才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强烈的事业心投身教
育教学，用结对帮扶、空中教研等方式结下了教育援青的累累硕果，为刚察县留
下了一支带不走的高素质教师队伍。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十年来，依托聊城援青教师，充分利用两地教育
资源，带动刚察本地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和业务的提高，通过基本功大赛、公开
课、师徒交流等方式培养年轻教师。12月5日，在刚察县沙柳河镇寄宿制民族小
学，茌平区振兴街道中学的李玉栋老师，正带着自己的“徒弟”杨娜老师研究电脑
课的备课。“这几年，我在聊城老师们身上学到了不少新颖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
法，受益匪浅。”杨娜对记者说。

对于援青教师团队来说，教育方式和教学质量是摆在面前的两道重要考
题。这边的学生更适合什么样的教育方式？看着学生们一双双渴望知识的眼
睛，帮扶教师们找到了答案。

12月6日，山东莘县实验初级中学年级主任孙召臣，正在听当地老师的公开
课，认真记录着听课的心得和体会。 （下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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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林金彦 李政哲

冬日的水城大地，澎湃着竞相赶
超、奋勇争先的火热发展激情。

在全市上下深入开展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主题教育之际，12 月 23 日至 25
日，我市组织开展了 2023 年全市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现场
观摩活动。活动为期2天半，共观摩
了11个县（市、区）、市属开发区的44
个项目。观摩人员走进项目一线，感
受发展“绿”动，实地察看各地推动绿
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效，进一
步提振了强招引、抓项目、拼经济的
信心和干劲。

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
时代的硬道理。我市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经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落实省委、省政府工
作要求，推动新旧动能转换迈出坚实
步伐，奋力蹚出一条具有聊城特色的
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路子。

向新向绿，塑强高质量发
展新优势

项目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抓手，是增强发展后劲的制胜法宝。
攀高逐新、向新向绿是这次观摩的一
个重要特点。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是
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今年以
来，我市深入贯彻落实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谋
划了一批含金量、含新量、含绿量高
的大项目、好项目，在科技创新引领

现代产业体系上聚力攻坚，塑强高质
量发展新优势。

位于开发区的猛犸新能源全透
明太阳能发电玻璃项目，是今年的市
级重点项目。产品集玻璃和光伏发
电技术于一体，广泛应用于建筑、汽
车、农业、航空等领域。“项目由中国
科学院院士储君浩领衔，产品光能转
换效率在 7%以上，达到国际领先水
平。”项目负责人蒋玉东介绍，项目目
前已建成，可年产300万平方米全透
明太阳能发电玻璃。

波米科技芯片封装材料项目总
投资10.4亿元，在国内率先实现光敏
性聚酰亚胺批量生产，拥有完全独立
自主的知识产权；特硅新材料三氯氢
硅项目解决了原料供应和盐酸处理
难题，产品纯度达99.99%以上，居国
际先进水平；传晨智能气动装备生产
基地项目有3项专利填补行业空白，
加工精度可达0.01丝，自主研发的国
内首个气动伺服定位系统已成功上
市；博源关键零部件电机定转子轻量
化项目，新上世界领先智能化生产
线，实现了无人化熄灯生产，可年产
50万套新能源汽车电机定转子……
一个个大项目、好项目正“茁壮成
长”，汇聚起助推我市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澎湃动能。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不
少观摩项目通过改进技术工艺、引入
智能化系统、发展循环经济来助推企
业降本增效、减污降碳。在信发集
团，有一个关于“一粒小石子旅行”的
描述令人印象深刻。此次观摩的信
源绿色新型环保建材项目经过资源

梯级利用，将一粒石子反复“吃”了6
遍，实现了固废的“吃干榨净”，成为
整个循环产业链上经济社会效益最
好、绿色低碳特征最鲜明的业务板
块。

培大育强，推动先进制造
业“加速出圈”

工业发展的成色，体现着一座城
市产业发展的底色。

我市深入实施“制造业强市”战
略，全面推进制造业强市三年攻坚突
破行动，持续提升制造业现代化水
平。观摩中，一大批先进制造业项目
聚焦重大技术突破、智能化改造提升
等方向，成为推动全市制造业高端
化、集群化、数字化、绿色化发展的新
引擎。

钢球、轴承是机器上的“小零
件”，却承载着我市钢球产业的“大梦
想”。我市加大政策、资金扶持力度，
坚定不移支持产业向“智造”迈进、向
高端升级。东阿钢球集团董事长申
长印介绍，公司与有关方面联合攻克
了超大直径钢球智能化热处理及表
面强化技术、光磨研技术等多项行业
卡脖子技术瓶颈，填补国内空白。精
密轴承钢球项目投产后，年可实现销
售收入6亿元，进一步增强企业核心
竞争力。

当前，我市各县（市、区）立足产
业优势，围绕“补链、强链、延链”抓招
引、上项目，不断优化产业布局，聚力
打造一批百亿级产业集群。东昌府
区和开发区的高端装备制造、冠县的
绿色建材、东阿县和高唐县的生物医

药、莘县和阳谷县的高端化工等集聚
效应日趋明显。

经过多年发展，茌平区铝产业上
游领域已逐渐完备，目前正向铝精深
加工领域延伸。友升铝业高端汽车
铝合金精深加工项目投资3.4亿元，
可年产 350 万台（套）高端汽车铝合
金电池托盘中间下纵梁、后防撞梁及
门槛梁。项目负责人马孟阳介绍，公
司目前为特斯拉、红旗、蔚来等多家
企业供货，前后防撞梁占据全国市场
份额的70%，门槛梁占全国市场85%
以上的份额。

有了科技加持，“老树”也能发
“新枝”。纺织及服装产业是临清市
的传统支柱产业，但在三和纺织涡流
纺智能工厂，没有了传统车间的高温
高湿环境，目之所及是干净、整洁、明
亮的车间和整齐划一的自动化纺织
设备。三和纺织总经理宛斌表示，作
为今年的省重大项目，该项目采用国
际先进的第八代涡流纺工艺，实现了
自动联网和车间智能生产、智能照
明、智能搬运，整体纺纱速度是气流
纺的5倍、环锭纺的27倍，万锭用工
减少至 6 个人，节约用工 90%，综合
节能率达30%。

做优服务，打造“双向奔
赴”营商环境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竞争力、
吸引力，直接决定着资本资源的流
向、流速和流量。

我市坚定不移深化营商环境重
点领域改革，强化政策集成，细化服
务措施， （下转8版）

攀高逐新“绿”动未来
——2023年全市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现场观摩侧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