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吕晓磊

文艺是文化传播的表现形式和重要载
体。形式多样、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是传
递党的声音、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渠道。

3月8日下午，茌平区贾寨镇文化站内
敲锣打鼓，载歌载舞，贾寨镇庆祝“三八”
妇女节文艺演出在这里举行。双河文化演
艺队的演员们跳着欢快的舞步，洋溢着灿
烂的笑容。在茌平，双河演艺队远近闻名，
凭借丰富的“文化菜单”和快捷的服务模
式，这支队伍常年驰骋在乡间村野。这些
演员都是当地村民，平均年龄55岁，演出
时，他们系上围裙、扛起锄头，手里用竹筐
提着辣椒、地瓜等农产品，淳朴的村民成了
诗意乡村的别样“模特”。

如今，像双河演艺队一样的“文艺轻骑
兵”，在聊城已遍地开花。近年来，聊城市
文联共组建11支市级文艺志愿服务队，吸
纳志愿者2300余人，组建49支县（市区）级
文艺志愿服务队，吸纳志愿者2000余人，
组建98支乡镇（街道）级文艺志愿服务分
队，吸纳志愿者4100余人。

2023年8月，中国文联、中央精神文明

建设办公室启动“强基工程”——文艺助
力基层精神文明建设行动，目前已在全国
20多个省份面向基层群众举办了各类文
艺演出、“村歌嘹亮”等系列文艺志愿服务
活动，有力助推基层精神文明建设。我市
以结对共建为主要方式，深入开展文明实
践文艺志愿服务，通过文艺演出等活动内
容，吸引广大群众积极参与，把各类文艺
活动、文艺服务与理论政策宣讲紧密结合
起来。从田间到广场，一场场接地气的文
艺演出在老百姓的家门口热情开演，在生
动描绘美好生活和乡村振兴美丽图景的
同时也种下乡村文化振兴的希望。

创新是文艺的生命，只有锐意创新，
文艺作品才能立得住、传得开，成为精品
力作。去年底，山东梆子电影《奔向幸福》
在茌平大剧院开机，影片根据第十三届泰
山文艺奖戏曲类一等奖作品《承诺》改编，
聚焦乡村振兴战略，把山东梆子与电影两
种艺术相结合，用电影再现了山东梆子的
独特魅力，展现了戏曲艺术的守正创新。
我市围绕实现优秀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组织广大文艺志愿者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充分挖掘地方历史文化资源，

创编一批传播聊城声音、讲好聊城故事的
文艺作品。文学作品《马颊河十二月》、戏曲
电影《孔繁森》、电影《回西藏》、电视剧《铁血
将军》等优秀作品，成为记录时代的精神坐
标，激励着全市上下深耕聊城人文沃土，展
示齐鲁文化资源优势与价值优势。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夜幕降
临，莘县莘亭街道后高庙村新时代文明实
践广场上的演出拉开帷幕。后高庙村现
在是名副其实的“网红村”，从 2017 年开
始，该村每逢传统节日都会组织文艺演
出，并在节目中融入社会良风美俗和身边
好人好事，促进了良好社会风尚和道德风
气的形成。后高庙村是莘县实施文艺志愿
服务项目“一个剧场唱全县”的一个缩影。
2020年11月，“一个剧场唱全县”项目实施，
从阵地、队伍、活动层面织密优质文艺资源
服务基层的网络。如今已建立“强基工程”
省市县三级结对共建点（联系点）67个，建
成县乡村三级文艺志愿者剧场175个，设立
文艺志愿者活动室922处，全方位搭建起

“强基工程”一线舞台。活动以“就近就便”
为原则，只要有一块空地，铺上地毯能演
出，能聚起观众观看，就是“一个剧场”。

为了更好地推进基层文化的繁荣，我
市推动文艺志愿者与基层文艺社团骨干
和文化产业带头人“结对子”，实现人才辅
导、业务指导、资源共享等方面协同发
展。加强基层文艺人才队伍建设，开展美
术、曲艺、舞蹈、摄影等文艺社团骨干帮扶
活动，组织集中培训、专业辅导和经验交
流，大力培养一批基层文艺能人、文艺骨
干、文化传承代表人，为基层文艺工作者
和基层文艺社团提供更多的展演展示交
流平台，建设农村社区“永不落幕的文艺
大舞台”，为基层培养留得下的文艺队伍。

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
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市坚持

“群众点单、文联派单、文艺家接单、受众
评单”的“四单”服务机制，建立起“文艺志
愿、文艺采风、文艺创作、文艺惠民、人才
培养”的“五位一体”服务体系，实施国家、
省、市、县、乡、村“六级联动”。2023年，聊
城市文联开展各类文艺志愿服务活动800
余场次，参与艺术家及志愿者3500余人，
惠及基层群众近20万人，让文艺之光照亮
乡村社区，以实际行动为建设“六个新聊
城”贡献文艺力量。

点亮文艺满天星
——聊城市文联以“强基工程”助力基层精神文明建设

3月14日，在开发区
政务服务中心聊青加油
站，该中心青年之家常驻
辅导员围绕优化政策、政
务服务、市场要素等方面
问题，面对面为青年代表
答疑解惑，解决创业就业
难题。

近年来，开发区行政
审批服务部坚持党建引
领，团建赋能，打造“正青
春、畅聊梦、开心办”青年
政务服务品牌，着力建设
全国范围内首个青年友
好型政务大厅，引领广大
政务青年在提升服务效
能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和
建设青年发展友好型城
市提供强大的青春助力。

■ 本报记者 商景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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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艳君） 杨东旭是
一名即将奔赴军营的预定新兵。3月11
日，他和其他50名预定新兵同上了一堂
生动的政治教育课，通过近距离感受榜
样的力量，更加坚定了矢志军营、献身国
防的信心。

两个多小时的课堂上，优秀退役军
人张翠翠、姜尚领围绕从军梦、圆梦及逐
梦等主题，向51名预定新兵分享了服役
经历，帮助他们树立崇高信念、规划努力
方向，并勉励大家不忘初心，在军营中锤
炼过硬本领，建功立业。

随后，现役军人蔡任强讲述了部队
里的生活，预定新兵们听得热血沸腾。

“听完他们的讲述，我深受鼓舞。入伍
后，我一定刻苦训练，弘扬军人的优良作
风，扛起新时代军人的职责和使命，为强

军事业贡献力量。”杨东旭坚定地说。
未入军营，先铸军魂。此次“役前教

育第一课”，是东阿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拥
军优属服务中心联合东阿县人民武装
部、东阿县委宣传部共同举办的活动。

“我们每年都会组织优秀退役军人、现役
军人志愿者，开设这一堂课，帮助预定新
兵坚定从军意志，提前适应部队的生活
节奏，走好军旅‘第一步’。”东阿县退役
军人事务局双拥室负责人张文莉表示。

东阿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
拥军优属服务中心主任刘延旭介绍，该
中心作为全市“学雷锋活动示范点”之
一，一直以来，始终紧紧围绕“传承雷锋
精神、弘扬文明新风”这一主题，积极组
织志愿者，在光荣院、烈士陵园、双拥广
场等拥军优属阵地开展各项活动，确保

把学雷锋活动落到实处。
2023 年以来，东阿县退役军人事务

局拥军优属服务中心积极为东阿籍官兵
提供服务，解决其家属工作调动以及子
女就学事宜，解除官兵和优抚对象的后
顾之忧。同时，该中心每年走访慰问重
点人群，联合慈善总会开展慈善拥军活
动，打造“精品100”社会化拥军品牌，并
提供就业创业、教育培训等服务，累计服
务6750人次。

东阿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拥军优属服
务中心将东阿县烈士陵园、东阿县中小学
生素质教育实践学校等5地作为爱国拥军
教育基地、实训基地，并打造了一处双拥主
题广场，常态化宣传红色精神；开展志愿
服务、教育实训活动，3万余人次接受教
育；结合“学雷锋纪念日”活动，组织抗战

老兵、优秀退役军人等组成宣讲团，进校
园宣传雷锋精神、开展国防教育等；运用
双拥平台组织开展拥军优属志愿服务。

东阿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服务中心深
挖“兵教员”、双拥志愿者服务队、爱国拥
军志愿者等优质资源，联动驻阿部队、消
防救援大队，开展“三送服务进军营”“双
拥国防教育进校园”等活动。同时，成立
东阿县爱国拥军促进会，开展拥军优属
活动，搭建政府与社会、军队与地方、个
人与组织合作的平台。

“军民同心，其利断金。作为双拥工
作的排头兵，我们将持续弘扬雷锋精神，
发挥双拥平台效能，更好地为官兵提供
服务，更好地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刘延旭说。

传承雷锋精神、弘扬文明新风，东阿县——

为预定新兵上好从军第一课

本报讯（记者 刘敏 通讯员 季玲玲 李明慧）3月12日，聊城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东昌府区分局“靓水城”志愿服务队积极响应国家的
绿化号召，在堂邑镇开展了一场植树节活动，旨在弘扬生态文明理念，
提升公众对植树造林重要性的认识，共同打造绿色家园。

活动现场，志愿者们手拿铁锹、肩扛树苗，纷纷投入到植树活动
中。大家分工合作，有的负责挖坑，有的负责培土，有的负责浇水，种
下一棵棵树苗，为这个春天增添一抹抹新绿。

在此次活动中，大家不仅亲身体验了植树的乐趣，也增强了保护
环境的意识。志愿者表示：“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态环境的守护者，都
应该积极参与到植树造林行动中来，为共同的家园增添绿色，为子孙
后代留下宝贵的生态财富。”

聊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东昌府区分局将继续发挥职能作用，积
极推动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引导更多人参与到植树造林、保护环境
的行动中来，共同守护绿色家园，为建设美丽聊城贡献力量。

聊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东昌府区分局

植树造林护生态

本报讯（记者 任焕珍 通讯员 王丽君）3月11日，东昌府区道
口铺街道在高马村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非遗民俗项目汇演，吸引了
众多村民前来观赏。此次活动汇聚了龙头凤尾花竿舞、舞龙、秧歌、竹
马舞等优秀民俗项目，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觉和文化的盛宴。

据了解，龙头凤尾花竿舞起源于高马村。演出时，演员穿上五
颜六色的戏装，通过舞蹈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二月二，龙抬
头，民间素有舞龙祈福的习俗，青春舞龙队的队员们身着统一服装，
精神饱满，将一条金龙舞得威武霸气，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

仙庄秧歌队的队员们带来了欢快的秧歌表演。各种民间杂耍在
锣鼓喧鸣中精彩呈现，他们舞姿矫健、动作潇洒，不时与围观村民互
动，现场气氛热烈而欢快。此外，竹马舞作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也在高马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上精彩上演，双进门、四门斗等各
个阵法轮番呈现，展现了竹马舞的深厚底蕴和艺术魅力。

此次活动让村民感受到了民间艺术的独特魅力和勃勃生机，丰
富了村民的文化生活。

道口铺街道

民俗汇演丰富村民文化生活

本报讯（记者 李政哲） 3月14日，记者从东阿县妇联了解到，
今年以来，东阿县妇联通过积极开展走访调研，强化就业技能培训，
对接用工企业，为农村留守妇女搭建就业平台，并鼓励企业采取短期
用工、季节用工、临时用工等灵活方式，让留守妇女在家门口实现就
业增收。

在走访调研中，妇联工作人员了解到，近期大棚蔬菜市场需求旺
盛，辖区不少合作社处在满负荷运转之中，急需大量人手。得知这一
情况后，工作人员将用工信息汇总反馈至各镇、村妇联群，既解决了
合作社用工之急，也为农村留守妇女提供了家门口就业机会，让她们
在实现就业增收的同时还能照顾家庭。这是东阿县妇联多措并举拓
宽妇女就业路的生动缩影。

为帮助农村留守妇女就业，东阿县妇联充分发挥妇联组织密切
联系妇女群众的优势，组织各级妇联及志愿者定期走进辖区内企业，
了解企业用工需求及节后女性返岗就业情况，为企业招工、妇女就业
搭建对接平台。根据群众需求适时开展育婴、护工、电商直播等热门
职业培训，把劳动力技能培训与产业发展结合、与市场需求接轨、与
就业衔接，把留守妇女培养成具有一定技能的求职者，提高妇女就业
的成功率。

此外，东阿县妇联还通过宣讲政策、发放材料、现场问答等形式，
开展针对留守妇女的法治宣传教育，增强留守妇女的法治观念和自
我维权意识。

东阿县

拓宽农村留守妇女就业路

■ 本报记者 唐晟楠 王加佳

城市的发展，离不开辛勤奔波的户外
劳动者。在他们守护城市的同时，城市也
用诚意温暖这群辛劳的人。3月14日，记
者了解到，东昌府区柳园街道总工会按照

“整合资源、因地制宜，就近就便、服务优
先”的原则，把户外劳动者驿站打造成集
宣传、培训、维权等功能于一体的一站式
服务平台，为户外劳动者提供了一个温馨

的“家”。
走进位于东昌路与花园路路口的户

外劳动者服务站，记者看到，在这个18平
方米的空间内，饮水机、微波炉、空调、应
急医药箱、充电充气设备、雨伞等便民设
施一应俱全，环卫工人、快递员、外卖小哥
等户外劳动者可以随时来这里喝口水、歇
歇脚。服务站还配备专门人员负责站点
事务，确保场地卫生及时清洁、日常用具
定期维护、急备药品定时更新、站点全天

开放等事项真正落到实处。截至目前，已
服务户外劳动者1000余人。

结合传统节日，柳园街道总工会以站
点为阵地开展中秋节送月饼、冬至送“爱
心菜”等活动，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常
态化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宣传党和政府政
策法规，普及工会知识，倾听职工意见。
目前，已开展志愿服务活动32次，服务劳
动者320人。

柳园街道总工会针对群众需求，链接

零工驿站资源，以设置政策宣讲牌和用工
信息登记牌、定期宣传就业创业相关政
策、发布用工求职信息等方式，为务工人
员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不断强化
政策宣传、优化就业服务，吸引更多的灵
活就业群体进入站点求职应聘，更好地保
障灵活就业群体的合法权益，为户外劳动
者打造了既有“颜值”又有“温度”的温馨
港湾。目前，已发布用工信息310余条，为
108名户外劳动者解决就业问题。

户外劳动者的“温馨之家”

民生

消费是生产的目的，并为新的生产创造新的需要，是再生产的前
提和动力。促进消费稳定增长，需要我们从提高认识入手，多方联
动，共同改善消费环境。

改善消费环境，要以消费者为中心重塑认知。华为创始人任正
非说：“从企业活下去的根本来看，企业要有利润，但利润只能从客户
那里来。华为的生存本身就是靠满足客户需求，提供客户所需的产
品和服务并获得合理的回报来支撑。”要知道消费者需要什么，市场
需要什么，也要知道自己能够为消费者解决什么问题。要贴身感知
消费者的心跳，激发消费者深入了解产品的欲望。

改善消费环境，要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尊重消费者，让消费者
感受到“春风拂面”。旅行社在为消费者办理手续时的嘘寒问暖，汽
车4S店的售后电话呵护备至，让消费者都有了宾至如归的感受。要
保持对消费者及市场的敬畏之心，为消费者呈现一幅清晰的愿景图。

改善消费环境，要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围绕消费者需求积
极提供解决方案。宗庆后生前在回应娃哈哈矿泉水容量时说：“当时
想做600ml，生产出来发现只有596ml，多少就是多少。”这句话表明
了商家对于诚信的追求。售楼处举办插花、儿童朗诵诗词等亲子活
动，让普通的看房变得有温情；社区商店邀请消费者进入购物微信
群，需要的东西可以在群里提前预订……个性化的定制服务、推荐系
统、营销方式等为消费者增加了舒适感、愉悦感、兴奋感等消费体验。

改善消费环境需多方联动
■ 刘学 刘润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