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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苑莘 通讯员 刘敏） 记者 7 月 5 日从莘县了解
到，近期莘县国有林场管理服务中心与北京林业大学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北京林业大学研究生科研实践基地正式落户莘县国有马西林
场。

马西林场是莘县重要的林业科研基地，以毛白杨为例，其毛
白杨种质资源库是全国范围内重要的毛白杨种质基因库。自
2016 年项目建立以来，已成功培育并保存了 1360 份不同毛白杨
品种，对发掘、培育林木新品种，推动林业、苗木业发展和保护生
物多样性等具有重要意义。马西林场还是鲁西地区重要水源涵养
地和阻挡风沙肆虐的重要生态屏障，肩负着当好鲁西地区绿色生
态屏障的重大使命。建场七十余年，几代马西务林人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积极开拓生态建设新途径，大力探索提档升级新举措，为
莘县增林扩绿，为鲁西阻沙蓄水，为区域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突
出贡献。

北京林业大学科研基地
落户马西林场

■ 本报记者 王军豪

从聊城到重庆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
县，1300公里的距离，虽自然风貌不同，人
文习俗有别，但因为东西部协作，两地心
手相牵。作为聊城支教团队的一员，莘县
莘城镇中心初级中学教师王延敏在彭水
郁山中学刚刚度过了难忘的一年。

“从此以后，郁山将是我心里柔软的
牵挂，因为这里是我的另一个故乡，我会
永远惦记着这片热土上的一草一木，还有
亲爱的同事、可爱的孩子。”6月29日，圆满
完成支教任务启程返乡时，王延敏写下这
样一段话。

王延敏是山东省特级教师，还是第五
期齐鲁名师建设工程人选。去年夏天，根
据组织安排，她前往郁山中学支教。“这是
组织对我的信任，我必须倾尽全力，保质保
量地完成任务。”出发前，王延敏暗下决心。

到了彭水，虽然早有思想准备，但面
临的挑战依然超出了她的想象：交通不
便、水土不服、语言不通，更有对家人的想
念。“刚到彭水时特别牵挂家中的孩子，尤

其是晚上，虽然手机联系很方便，但依然
掉过好几次泪。”王延敏告诉记者。

好在彭水当地政府部门和学校充分
考虑到了这些问题，为支教老师安顿好宿
舍，配备了专用厨房。热情周到的安排，
缓解了支教教师的思乡之情，让他们很快
融入了郁山中学这个大家庭。

彭水县郁山中学位于武陵山片区，受
区位、历史等因素影响，教育发展缓慢，生
源流失严重。近几年，学校抢抓机遇，进
行立体式体系化改革。“很荣幸能成为郁
山中学崛起道路上的一分子。”感到荣幸
的同时，王延敏也深知责任重大，“我要将
先进教育理念与当地实际相结合，为郁山
中学的发展尽一份力。”

作为支教团队队长，王延敏经常放弃
休息时间，了解队友情况，为他们排忧解
难，并全力做好与各部门的协调工作。今
年1月，郁山教育集团成立基金会用于奖
教奖学，她积极捐款；5月，她与学校领导
分别到 6 个乡镇的 7 所小学调研走访；每
周的教研会上，她同当地老师深入探讨教
材教法，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的教学经

验；优质课竞赛现场，她作为评委为每一
位选手提出意见建议……真心实意的付
出，让王延敏赢得了学校领导和同事的交
口称赞。一名当地的教师特意对她说：

“王老师，您的教学经验为我们打开了一
扇新的大门，非常感谢您。”

在王延敏的努力下，她任教的学科成
绩很快好了起来，每一次考试都能看到孩
子们明显的进步，所教班级的学业水平在
期末检测中均居全县前列。她带领教研
组实施的“水城思政和郁江思政的融合实
践探究”教学成果也在全校推广。更让她
感到欣慰的是，孩子们的精神面貌也越来
越好了。“很多孩子是留守儿童，看到他们
我就想起了我的孩子。”王延敏说。

在帮助孩子们补齐短板、培养良好学
习习惯的同时，王延敏尤为关注他们的心
理活动。一名原本乐观开朗的孩子，因家
庭变故变得情绪低落。发现这一情况后，
王延敏多次找孩子谈心，帮孩子走出了心
灵阴霾。一次，王延敏正在备课，孩子跑到
办公室塞给她一张小纸条，打开一看，上面
端端正正地写着：“如同您所说，经历了困

难的人会更坚强。我会逆风而行，打破命
运的不公，长大后成为一名对国家和社会
有用的人。”泪水模糊了王延敏的眼睛。至
今，王延敏仍完整地保存着这张小纸条。

在王延敏看来，支教路上有付出，也
有回报。和学生促膝谈心，帮助学生制定
阅读计划，和学生们一起畅想美好的未
来，渐渐地，王延敏成了孩子们亦师亦友
的知心大姐姐。“孩子们有心事都愿意和
我聊，家访时总会听到家长说‘孩子们都
说聊城来的老师真好’。”在王延敏眼中，
学生和家长的认可，是最好的回报。

谈起支教工作，王延敏总会提起她的
支教伙伴。她说，支教团队共13人，大家
扎根岗位、团结协作、抱团成长，积极参加
学校的教研活动，点燃了孩子们心中的梦
想，留下一支带不走的教研队伍。

从平原到山区，跨越黄河长江，王延
敏等支教教师不以山海为远，守望着，耕
耘着。彭水教育事业发展史上，将为他们
留下浓重的一笔。他们圆满完成了支教
任务，而聊城与彭水情意相牵的故事仍在
续写。

跨越千里 情暖郁山
——王延敏的彭水支教故事

本报讯 （记者 贾新伟） 连日来，位于度假区的聊城动物园
内，如梦如幻的“梦幻雨林”灯光秀，吸引着很多市民和游客前往
游玩。

这是一场光与影的盛宴，是动物与自然的奇妙交融。自6月28
日灯光秀启动以来，聊城动物园的夜空被灯光点亮。灯光变幻莫测，
时而柔和温暖，时而璀璨夺目，不仅为观众带来了视觉上的享受，还
传递了生态环保的理念。雨林晨曦、极光雾语、萤光竹影、虫影幻
梦……12 大主题区的灯光秀，通过动植物造型灯、裸眼 3D、全息投
影、沉浸式互动体验等，向广大游客特别是青少年儿童普及了动植物
科学知识，传递了动物保护的重要性，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
愿景。

近年来，度假区围绕“水”“绿”“山”三个特色做文章，把文旅、休
闲、娱乐等功能特色做大做强，努力建设成为聊城假日经济新地标、
高端服务业新高地、城乡融合新示范。

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

度假区上演“梦幻雨林”灯光秀

本报讯 （记者 刘敏 通讯员 张晓
阳 宋端伟）“现在办理演出审批比以前
方便、高效多了，工作人员一对一指导，不
用跑腿就能办好。”7月3日，南宁心连心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袁菊回想起
在东昌府区办理营业性演出许可的情形，
心中不禁感叹。

原来，该公司打算在聊城某影城开展
儿童剧演出，希望能尽快办理审批手续，
以便更好地进行后续宣传和售票等筹备
工作，但公司负责人在外地，不方便到现
场办理业务。东昌府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工作人员了解企业需求后，立即采取“全
程网办+异地通办”服务模式，依托“云易

办”系统，“屏对屏”指导对方通过网络平
台进行业务申报、材料上传，当天就完成
了线上审批，并第一时间将《营业性演出
准予许可决定》免费邮寄给企业，实现营
业性演出许可“不见面审批、零跑腿办理、
跨区域通办”。

今年，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为进一步
激发演出市场活力，东昌府区行政审批服
务局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目标，推出多
项服务举措，不断提升营业性演出审批服
务质效，进一步方便企业群众办事。

优化“一件事”审批流程。东昌府区
行政审批服务局以“极简办、集成办”为原
则，强化与公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将营

业性演出许可和相关的大型群众性活动
安全许可等多个事项集成为“一件事”办
理。合并重组业务流程，梳理精简通用材
料，同步编制营业性演出审批“一件事”集
成服务办事指南，实现“一张表单、一套材
料、并联审批、一次办结”，节约企业群众
办事时间达60%，今年，已有8家演出机构
在东昌府区举办了36场演出。

推行“专员服务”机制。针对企业不
同需求，优化审批流程，量身定制服务方
案，最大程度为企业节省办事成本，力争
让办事群众“乘兴而来，满意而归”。

创新“线上”服务模式。推进“云帮
办”服务，将营业性演出事项纳入“小易”

工作室“云帮办”事项清单，为企业提供在
线咨询协办、远程帮办指导、桌面材料共
享等服务，办事效率提高80%以上。持续
推行“全程网办”，依托线上“云审批”服务
平台，指导申请人在线上传材料，实现即
申即审。

东昌府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将从企业
和群众视角出发，继续深化流程再造，拓
展“一件事一次办”主题式集成服务场景，
在减材料、减环节、减时限上持续发力，不
断提高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
智慧化水平，增强企业群众的满意度和获
得感，为优化营商环境和全区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贡献审批服务力量。

营业性演出许可实现不见面审批、跨区域通办

东昌府区助力演艺市场持续升温

本报讯（记者 白文斌） 记者 7 月 8 日从临清市获悉，当地通
过对工业遗址改造升级，让带有时代印记的老厂房焕发新活力。

一条大运河，穿越古今，纵贯南北，悠悠流淌。百年前，这里船
舶往来、漕运兴旺。现如今，大运河仿佛一条时光轴，串联起古老
的历史建筑和现代化的都市风光，沿线的工业遗址，也成了游客打
卡的新地标。临清市通过对临清棉纺织厂老厂房进行更新改造，
不仅保留了纺织工业建筑遗存，还将健身娱乐、休闲餐饮、网红打
卡、临清非遗等多种业态融合其中。“这里面的很多元素都勾起了
我们 80 后、90 后的回忆。我带着孩子来参观，让他也感受一下我
们的童年生活。”游客李女士说。

粗糙的老墙、斑驳的标语，曾经辉煌的临清棉纺织厂见证了
大运河畔纺织业的辉煌。明清时期，临清就是重要的商业都
会，货物在此集散，南方的丝绸和本地生产的丝绸都在这里交
易。临清出产的纺织品，加工完成后，可顺着运河投向南方、北
方市场。但随着运河漕运的衰落和时代的发展，临清棉纺厂也
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现如今，通过老物件的收集、复古风的
设计、新业态的引进……在文化和创意共同浇灌之下，昔日古
运河畔的老工厂已破茧成蝶，变身烟火气与文化味交织的潮流
文化街区。

“临清市抢抓大运河发展机遇，充分挖掘运河文化资源优势，重
点实施了钞关片区环境改造提升项目，国棉1960文化产业园等重点
文旅项目，让老厂区焕发新生机。我们未来还将引入年轻人可以深
度体验的都市共享空间、书房、美食等业态。”临清市文化和旅游局副
局长汪振说。

临清老厂房焕发文旅新活力

7 月 5 日，在东昌府区广平镇
双庙魏小学，消防救援志愿者在指
导小学生学习溺水自救互救方法。

当天是小学生本学期的最后
一天，东昌府区以“预防溺水 安
全暑假”为主题，开展安全教育活
动，消防救援志愿者深入校园为
学生们讲解防溺水常识，指导演
练安全急救技能，切实提高孩子
们的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 本报通讯员 张振祥 王建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