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报
热线

欢迎广大读者提供新闻线索

请扫码留言

0635-2921234

18663508506

549542711

lcrb2921234@163.com

电话：

Q Q：

邮箱：

LIAOCHENG RIBAO

■ 本 报 记 者 吕晓磊
本报通讯员 朱红光

“这台戏太好啦，全是咱们喜欢
的。”1 月 24 日，临清市新华路街道西
胡村村民郑文菊边鼓掌边和身边的老
姐妹说。当日，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
生活，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临清
市新华路街道文艺队在西胡村举办

“百灵鸟”文化志愿服务项目“迎春送

福”主题活动。
听说有送文化下乡演出，西胡村

不少村民全家出动，提前占好位置，守
在现场，翘首等待这顿盼望已久的“文
化大餐”。

演出队伍为观众带来了京剧《将
相和》《钓金龟》《穆桂英挂帅》《打龙
袍》，豫剧《朝阳沟》，曲剧《卷席筒》等
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剧目。演员们
精湛的演艺和优美的唱腔给让观众

大呼过瘾，掌声此起彼伏。演出期
间，还增加了群众表演环节，让文艺
爱 好 者 及 村 民 上 台 和 演 员 一 起 演
出。演出结束后，郑文菊仍觉得意犹
未尽，“啥时候再来啊？俺还没看够
呢”！

近年来，新华路街道不断加强文
化基础设施建设，用群众喜闻乐见的
形式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断满
足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新需求、新

期待，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幸
福感，凝聚团结进取、奋发图强的强大
精神力量。

“今后，我们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把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
节庆文化活动作为创新实施文化惠民
工程、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的重要内
容，展示人民群众团结拼搏、担当奉
献、勇创一流的精神风貌。”新华路街
道宣传办主任吕绍兴说。

村里来了“百灵鸟”

本报讯（记者 林晨）1月30日，记者从市民政局获悉，近年来，该局将失

能老年人照护服务作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重中之重，加强顶层设计，强化

兜底保障，优化多元供给，有效满足失能老年人长期照护服务需求。

加强顶层设计。去年，我市颁布实施《聊城市失能老年人照护服务条

例》，成为全国第一个专门针对失能老年人照护服务工作立法的设区市，为维

护失能老年人合法权益提供法律保障。加大资金扶持力度，对每张新建护理

型床位补助1.1万元—1.24万元，对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给予每人每年2400

元—4800元运营补贴，引导优先满足失能老年人的照护服务需求。

强化兜底保障。健全特困老年人供养制度，稳步提高特困人员供养标

准，并建立起自然增长机制。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费标准分别为每月1242

元、900元，半护理、全护理特困老年人照料护理费标准分别为每月313元、626

元。完善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保障制度，对符合条件的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

发放护理补贴。统筹利用慈善、财政等资金，建立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居家

照料和免费集中托养制度，推动供养对象由特困向低保拓围扩面，惠及5600

余名老年人。

增加服务供给。增加专业照护床位供给，优先发展护理型、认知障碍照

护床位，全市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达1.84万张、占比77%。全市110家养老机

构中，有24家养老机构设置失智老年人照护专区，床位1146张，目前共有577

名失智老年人入住。增加医养结合服务供给，鼓励利用现有医疗卫生资源，

为失能老年人提供医养结合服务，目前全市有15家医疗卫生机构开设养老服

务专区，设置床位3975张。增加家庭照护服务供给，2022年以来实施特殊困

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4569户，为失能老年人居家养老提供支持。

全市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
达1.84万张

1月29日，工人在制作传统点心蜂蜜糕。春节临
近，年味渐浓，东昌府区广平镇齐兴双点心工坊迎来
销售旺季，工人们忙着制作蜜三刀、雪花饼、蜂蜜糕
等传统点心，供应春节市场。

■ 本报通讯员 张振祥 王建涛

糕点飘香年味浓

本报讯（谢榕 修文） 在新闻媒体持续播发消防安全公益视频，高频次
推送消防安全提示；制作农村、社区消防安全提示音频，利用社区音柱、村委
会大喇叭循环播放……1月30日，笔者从聊城市消防救援支队获悉，连日来，
该支队多角度、全方位开展社会化宣传和教育培训活动，扎实开展冬季火灾
防控工作。

1 月 27 日，聊城市消防救援支队向医院、酒店、大型商市场等人员密集
场所，下发 7 类 40 余部消防警示宣传片，发动单位不间断播放，在出入口、
门厅等重点区域张贴消防安全承诺书及消防宣传海报；利用全市 1.2 万余
部 LED 大屏、滚动字幕屏、楼宇电视等显示设备高频次播放消防公益广
告、消防安全提示字幕及火灾事故典型案例视频；发动社区、物业服务企
业利用小区微信群早晚提示冬季安全用火用电用气、“三清三关两规范”
等消防安全注意事项；协调通信运营商向市直部门、消防安全重点单位、
镇街消防所等精准发送消防提示和警示短信，做到消防安全警示随处可
见、时时可听。

聊城市消防救援支队还发动全市11支消防宣传服务队，联合镇街消防
所、乡镇消防队、消防志愿者等基层消防力量，深入农村、社区居民家庭，面对
面宣讲“三清三关”、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燃放烟花爆竹等消防安全常识，进
门入户手把手指导群众消除家中消防安全隐患；在全市各县（市、区）农村大
集设置固定消防宣传“摊位”，通过现场发放宣传资料、有奖竞答、线上直播等
方式，开展形式多样的消防宣传活动，同时提醒指导集市摊位、沿街门店及时
清除火灾隐患。

截至目前，全市消防科普教育场所、企业单位共开展各类培训活动1830
余场次，受教育群众达20余万人次。

开展各类培训活动1830余场次

我市扎实推进冬季火灾防控

囤景义在制作麦秆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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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图 本 报 记 者 张洁
本报通讯员 赵凯 李莹

一根普通的麦秆，田间地头随手
可得，但经过一双巧手，它就能神奇
地变幻为一幅幅灵动的画，这便是麦
秆画制作技艺。

1月28日，记者走进高唐县三十里
铺镇孙庄村时，高唐县民间文艺家协
会主席囤景义正在制作麦秆画。囤景
义说，龙年将至，他用麦秆制作了一幅
祥龙腾飞的图案，希望在新的一年里，
老百姓的日子能像龙一样腾飞，越过
越好。

麦秆画是中国独有的特色工艺
品之一，在我国北方多地流传。高唐
县麦秆画始于清咸丰年间。“麦秆画
最大的特点就是造型逼真。如何在
光滑的麦秆上体现出层次感、线条和
阴影，原料选材尤其重要。”囤景义
说，麦秆画作品，需要经历泡、剪、刮、
熨烫、烙、描、绘、刻、上色等十多道工
序，制作过程漫长而复杂，不仅要有
一定的美术功底，还要有耐心和细
心。

在麦秆画领域探索多年，囤景义
将传统工艺与现代科学技术有机结
合，在保持脉感、自然光泽和纹理的基

础上，大胆地融合使用了国画、剪纸、
烙画等诸多艺术表现手法，增强作品立
体感。

近年来，高唐县大力传承并创新发
展民俗文化，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和产业

振兴相结合，将村集体、民协、合作公司、
农户等聚合在一起，带动群众就近就业、
增收，让小小的麦秆画撑起了乡村振兴
大产业。

巧手绘祥龙 指尖迎新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