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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苑莘

屹立于聊城水上古城中央的光岳楼,
始建于明洪武七年，是千百万聊城人共同
的精神印记。今年6月，为庆祝光岳楼建
成650年，展示古城的独特风貌和文化魅
力 ，我 市 将 举 办“ 两 河 之 约 光 岳 天
下”——光岳楼名楼大典系列活动。

古籍文献记载，光岳楼由陈镛筑建。
明嘉靖十二年的《山东通志》记载：“陈镛，
洪武初为东昌守御指挥佥事。东昌旧土
城，镛始甃以砖石，树楼橹，作潜洞、水门、
暗门之类。又作光岳楼，肇建平山卫治，
凡军旅备御之事多所更定。在镇十有二
年，军民安乐，有古良将风。”筑建光岳楼
后，陈镛赴浙江负责海防，并立下大功。
之后，陈镛就消失在茫茫史料之中。

偶然的机会，记者在冠县辛集镇洼陈
村了解到，该村陈氏家族存有部分陈镛相
关文字资料。资料显示，该家族为陈氏家
族，并对先祖筑建的光岳楼有着很深的感
情。记者近日采访了该家族的陈书民。

陈书民说，按照家族的手抄家谱，他
是陈镛的后人。“我家有一副中堂和一本
手抄家谱，已经珍藏了几百年。”陈书民介

绍了手抄家谱的一些内容。据家谱记载：
洪武元年，奉洪武帝圣旨，高祖陈镛去守
海防登州，败于朱元璋的张士诚、方国珍
二人与日本人勾结，来沿海山东作乱。高
祖陈镛身穿铠甲，率士兵与敌人作战，将
日本人打败，从此，人民过上了好日子。
洪武四年，陈镛奉圣旨守东昌。“聊城当时
是一片废墟，贼寇作乱，民不聊生。高祖
陈镛来了之后，日夜辛劳，平灭乱军，设平
山卫，建城池。他还规划街巷，修桥闸，开
耕田，挖水井，开荒种地，税费从宽。经过
努力，乱寇没了，聊城开始欣欣向荣，人口
年年增长，军队粮饷充足。”

除了手抄家谱，洼陈村还曾有村史
碑。该村93岁的陈巨森曾是历史教师，他
儿时的私塾老师曾亲眼目睹过村中石碑，
并向他讲述过碑文内容。该碑为明万历
元年立，上面刻有“大明国万历元年仲秋
立”的字样，内容记载的主要是高祖陈镛
和三世祖陈贵以及九世祖陈时明的经历
和功绩。但石碑在抗日战争时期不知所
踪。2023年，陈氏族人经商议，在村里又
立起了三座石碑，分别是：陈氏始迁始祖
碑、陈镛故里碑、明朝嘉靖年间进士碑。

陈氏家族对光岳楼有很深的感情。

手抄家谱中记载，陈镛的叔父陈德广是工
匠大师，在叔侄二人努力下，光岳楼用时
两年才竣工。“作为陈镛的后人，我们对光
岳楼有着特殊的感情。不仅因为楼上有
高祖陈镛的名字，还因为光岳楼高大巍
峨、气势宏伟，是历史文化名城聊城的标
志性建筑。”明嘉靖二十三年，大臣许成名
奉旨来东昌府堂邑县为陈氏家族九世祖
陈时明撰写墓志铭时，特地为光岳楼写
诗：“镛筑大厦须梁栋，雄跨东南数百州。”

“高祖陈镛的墓地直冲古楼，他的墓
于2013年10月10日被认定为省文物保护
单位。”陈书民说，后人每逢佳节之时，都
会添土祭奠，“此外，族人世代守护光岳
楼，其中以陈氏十三世陈怀德、十七世陈
金甲最为出名。”按照族谱记载，陈怀德是
康熙年间的举人，妻子傅氏是傅以渐的孙
女。傅家陪嫁了古楼东北角一处院落，后
称陈家大院，一家人在陈家大院生活居
住，守护着光岳楼和琉璃井。陈金甲是光
绪二年的武举人，经族人推荐，到聊城继
续守护光岳楼及琉璃井。于是，陈金甲在
米市街开了一家魁兴粮店。

陈氏家族视光岳楼为荣誉，并为其辉
煌而骄傲。明清两代，聊城繁盛兴隆，帝

王将相、文人学士登临光岳楼作诗赋词。
相关史志及现存碑刻中记载了120篇咏赞
光岳楼的诗文。舒同、启功、郭沫若等许
多文化名家先后为光岳楼题写了匾额和
楹联。

“我们家族都在期盼光岳楼点亮。”陈
书民说，村民高度关注我市即将开展的光
岳楼主题文化庆祝活动。按照工作计划，
6月，我市将邀请文物保护专家学者和国
内名楼代表深入研究光岳楼的文化内涵，
弘扬光岳楼的历史传统文化。同时举行
盛大的光岳楼点亮仪式，将邀请央视知名
主持人和著名演员，以及百余名网络大
V、新媒体网红等出席名楼大典庆祝演出
活动，共同见证光岳楼璀璨绽放。届时，
古城内以光岳楼为中心的四条大街将打
造成主题街区，让游客享受穿越历史的新
奇感和身临其境的体验感。

“光岳楼是聊城的象征，更是高祖在
聊城创立功业的体现。”陈书民说，陈氏家
族将谨记先祖殚精竭虑为国为民的精神，

“高祖陈镛为聊城的繁盛立下奇伟之功，
我们将传承和发扬他的精神，为新时代聊
城的发展贡献力量。”

在650岁光岳楼点亮之际，寻访筑建者陈镛后人，讲述——

辛集镇洼陈村人的光岳楼记忆

■ 本 报 记 者 王军豪
本报通讯员 任倩倩

5 月 7 日上午，茌平区杨官屯乡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内，几位村民手里拿着一些
生活必需品，脸上洋溢着笑容。“我今天兑
换了毛巾和香皂，一分钱没花。”杨北新村
村民牛春华说，“这都是用我参与志愿服
务累积的信用积分换来的。”看得出来，牛
春华非常高兴。

笔记本 30 分、香皂 50 分、洗衣粉 100
分……实践站内的“信用超市”里，各类生
活用品很丰富，而且每件物品都标明了所
需积分。

在杨官屯乡，美德行为转化成信用积
分，群众看得见；而信用积分兑换物品，群
众得到的实惠更是实打实地感受得到。

二者互联互通、共进共融，让美德信用之
风劲吹乡野，美德健康生活方式深入人
心。

“以往，很多群众感觉美德生活一点
也不具象，而现在信用积分兑换物品这一
方式让大家对美德信用有了真实的感
受。”杨官屯乡党委副书记姜翠茹说。

参与志愿服务、获评“好媳妇”“好婆
婆”“道德模范”、获得“美丽庭院”称号等，
都是村民获取信用积分的渠道。用个人
信用积分兑换物品，大家乐在其中，好评
如潮，也潜移默化地推进了乡风文明。“参
与志愿服务能帮助他人，自己能得到认
可，还能得到实惠。”牛春华说，“我要发动
身边的人积极参与其中。”

美德信用宣讲，是杨官屯乡将“美德+
信用”融入日常的又一重要举措。该乡打

造了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20名宣
讲员定期在村里的美德会客厅宣讲诚实
守信、孝老爱亲、勤俭节约、乐于助人等美
德信用故事。

“在宣讲中，我们用群众的语言讲述
群众身边发生的美德信用故事，引导群众
知信重信守信，将美德信用融入日常生
活，争做美德信用的践行者。”宣讲员许焕
英说，“我们要做好党和国家政策的‘传声
筒’，让美德信用建设落到实处，用心用情
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美德信用+基层治理”，在杨官屯乡
落地生根。该乡把文明实践所、站作为服
务群众的重要抓手，围绕美德信用、国防
教育、文明实践、营商环境、人居环境整治
等工作，引导群众参与“五为”文明实践志
愿服务活动，营造“文明信用”新风，引导

群众自觉参与基层治理。“村民都认识到，
帮大家就是帮自己，社会的‘大家’好，自
己的‘小家’才能好。”大曹村党支部书记
王成合说，“现在，村民参与村里事务的积
极性越来越高。”

美德信用深入人心，除了实实在在
的举措，还要有能够落实落地的顶层设
计。杨官屯乡以“文润悦‘杨’”品牌项目
建设为统领，指导培育“微笑夕阳”“净绿
亮美”“幸福课堂”等村级文明实践品
牌。这些品牌项目相互融合，架起了杨
官屯乡新时代文明实践的四梁八柱。今
年以来，围绕理论宣讲、移风易俗、美德
健康生活方式等内容，杨官屯乡已开展
志愿服务活动500余场次，为基层治理注
入了“源头活水”。

兑出幸福感 融出新风尚
——美德信用建设的杨官屯探索

本报讯（记者 任焕珍 通讯员 国
霄汉）记者5月6日从高新区了解到，该
区整合多方资源，建设了 12 处“妈妈小
屋”和8处劳动者服务站，共计20个爱心
驿站，为广大职工群众提供了更加贴心、
便捷的服务，切实增强了他们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

在九州洼月季旅游景区，高新区建
设的“妈妈小屋”已经投入使用。这些
小屋配备了婴儿床、沙发、微波炉、幼教
图书等母婴用品，整洁舒适的休息环
境，为宝妈提供了一个理想的休息场
所。市民祁双双说，平时带孩子来公园
玩，照顾孩子不太方便，现在有了这个

温馨的小屋，可以休息、照顾孩子，还能
和其他宝妈们交流带娃经验，非常方便
和贴心。

高新区针对孕期、哺乳期女性的特
殊需求，在城区主要办公区、景区内建
设了 12 处功能齐全的“妈妈小屋”。其
中，两处“妈妈小屋”被评为市级工会
妈妈小屋示范点。高新区党群工作部
群团办公室主任单胜男说，这些小屋
覆盖范围广，选址精准、贴合需求，使
用率一直较高，每个小屋都有专人管
理，卫生和安全有保障，不仅方便了职
工群众，也让来办事、出行游玩的妈妈
们能够解放双手，享受舒适的带娃环

境。
除了关注女性职工的需求，高新区

还聚焦户外劳动群体，建设了户外劳动
者服务站。这些服务站针对户外劳动
者吃饭难、喝水难、休息难、如厕难等实
际问题，提供了桌凳、热水、充电器等设
施，让户外劳动者感受到家一般的温
馨。截至目前，高新区各级工会整合社
会资源，采取自建、共建等方式，建设户
外劳动者服务站点 8 处，累计投入资金
4.9万元，服务户外劳动者群体4万余人
次，其中一处站点被评为“省级最美户
外劳动者站点”。

“高新区将加大工作力度，不断创

新服务方式，推动各类驿站高质量建
设、高水平服务，让‘小驿站’传递‘大温
暖’，让众多职工群众享受到更加优质、
贴心的服务。”单胜男说，该区将着眼
于继续提高爱心驿站的使用率，完善相
关工作机制。

高新区在“妈妈小屋”与户外劳动者
服务站建设方面的积极探索，不仅提升
了服务水平和质量，也展现了城市文明
和社会关爱的温度。记者了解到，未来
一段时间，高新区将继续在服务创新方
面不断发力，为广大职工群众创造更加
美好的生活环境。

12处“妈妈小屋”8处劳动者服务站

高新区20个爱心驿站传递大温暖

5 月 6 日，演员们在临
清 钞 关 表 演 小 品《悬 鱼
戒》，精彩的演出吸引了众
多观众观看。《悬鱼戒》为
廉洁题材的作品，讲述了
一位新提拔的年轻干部，
因妻子私自收受他人礼
品，被父亲用汉朝“羊续悬
鱼”典故教育。

该作品曾荣获第十六
届“华东六省一市”戏剧小
品大赛银奖等多个奖项。

■ 本报记者 赵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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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承斌 通讯员 左婷婷） 爱心传递，书送希望。
5月7日上午，新区街道中巨社区盛泽小区一居民为社区送来《读者》

《特别关注》等刊物和书籍200余册，丰富了社区灯塔书屋文化资源，
助力提升社区居民精神文化需求。

“我从年轻就喜欢看各种文学书籍，这些书籍看过一遍之后还都
比较新，就想让更多的人看到，实现书本的再利用，把书本价值发挥
到最大化。”捐书者李静说。李静今年50岁，是山东高速职工。2021
年，李静和他的爱人就为当时不便外出的小区居民捐赠蔬菜350公
斤，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助力疫情防控。授人玫瑰，手留余香。李静通
过自发捐书，为社区文化资源添砖加瓦，体现了社区居民“以社区为
家”的思想觉悟和热衷公益的奉献精神。

如今，中巨社区灯塔书屋已经成为居民交流、“充电”的好去处，
在邻里之间架起一座和谐暖心之桥。下一步，中巨社区将充分发挥
社区灯塔书屋的阵地作用，持续开展多种类型的全民阅读活动，让书
香在居民手中传递，让爱心在居民之间延续。同时，该社区将继续加
强“信义东昌府”品牌建设，鼓励更多的人通过捐赠、助人的形式获得
信义积分，成为社区的信义之星，助长社区信义正能量，丰富社区居
民精神文化生活。

传递书香传递爱——

居民向社区捐赠200册书籍

本报讯（记者 赵琦 通讯员 孙超）5月1日—7日，莘县十八里
铺镇“莘野蔬乡·千年古会”民俗文化旅游节在该镇任庄村举办。歌
曲、舞蹈、川剧变脸、非遗手作等，轮番上演，进一步丰富了群众文化
生活，打响乡村旅游金字招牌，激发乡村振兴的文化活力。

民俗文化旅游节依托该镇许昌营古庙会举办。史料记载，许昌
营古庙会起源于北宋真宗年间，时年朝政有法、治理有方，人民生活
富足、安居乐业，赶会、巡演、打戏班、玩火龙、跑竹马等民间活动风起
云涌。

本次民俗文化旅游节将文旅活动与千年古会相结合，汇聚精品
文化资源，再现民间赶会的欢腾场面，推进移风易俗，倡树文明乡风，
进一步激发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文化活力。活动特色鲜明，融合了民
俗韵、传统味、时代风、淳朴情，吸引了大量游客和当地居民参与。

其间，醉美乡村音乐节、锦绣梨园庆盛世戏曲演出、民俗风情街、
特色美食街、乡村烟花秀、童趣游园会以及“寻美家乡 知行成长”研
学游等多样化活动，为游客提供了全面体验传统文化和现代旅游的
机会。

此次民俗文化旅游节展示了莘县丰富的民俗文化和乡村旅游资
源，为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提供了新的平台和机遇。未来，莘县将
继续致力于文化旅游的深度融合，为推动地方经济和文化发展作出
更大的贡献。

莘县举办民俗文化旅游节

本报讯（记者 张洁 董金鑫）5月8日记者了解到，目前全市各
供热企业正加大马力检修维保供热设施、改造老旧管网，全力消除管
网、热力站等供热设施设备安全隐患，为下一供暖季节能高效、安全
稳定提供有力保障。

在东昌府区土城小区换热站，市财金能源公司的运维人员正在
对辖区内百余台板式换热器进行清洗。运维部南片区负责人孙建国
介绍，他们通过彻底清洗设施，保证下一个供暖季热流量更畅通、温
度更适宜。紧抓非供热季时间，我市各供热企业对2023年—2024年
采暖季运行出现的问题和用户反馈的情况进行系统梳理，组织人员
和技术力量制订计划检修技改。

今年“冬病夏治”工作中，各供热企业对运行多年的老旧供热管
网进行更新改造。其中市财金能源已完成对湖景公寓、中储粮小区、
星光水晶城等9个小区的改造计划，涉及改造一次网分支2公里、二
次网2.5公里、更换单元立管10公里，覆盖面积达31万平方米。改造
完成后，今冬采暖季这些小区的供热系统运行将更加稳定。

“我们从采暖季末期就开始统计制定检修计划，坚持‘应修必修，
修必修好’的原则，提前开展‘冬病夏治’工作。工作内容包括智慧供
热、新技术应用、重点工程项目等，通过对换热设备进行清洗，对换热
站内水泵及各类管线阀门进行维护保养，所有供热设施在供热季处
于高效运行状态，提升区域供热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市财金能源公
司副经理戴保奎表示。

我市开展供热设施“冬病夏治”

本报讯（记者 郭彦哲 通讯员 韩云超）4月26日，江北水城旅
游度假区“房票”工作推进专班指挥部发出了该区首张棚户区改造项
目“房票”，标志着度假区“房票安置”政策正式落地实施。

“房票”是将被征收人的补偿安置权益货币量化，以“房票”形式
核发给被征收人，被征收人使用“房票”自行置换商品房。

据了解，度假区为拓宽房屋征收与补偿渠道，满足群众对安置房
的多样化需求，缩短过渡期，制定了房票安置工作方案。在“房票”政
策推进实施过程中，该区相关单位多次组织人员外出考察学习成功
经验，积极对接房地产开发企业，为群众落实合适房源。同时，该区
组织各部门联合社区人员深入被征收村庄进行入户宣传走访，细致
解释“房票”政策，和群众交流思想，掌握第一手信息，全力保障“房
票”工作有序推行。

未来，度假区还将加大土地出让力度，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房票”
安置工作经验，完善相关制度，更好满足被征拆群众改善性住房需
求，实现群众安居梦。

度假区发出首张“房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