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月 26 日，在茌
平区冯官屯镇高产攻
关田里，农技人员正
在对小麦进行理论测
产。

连日来，茌平区
组织农技人员深入全
区14个乡镇（街道）进
行小麦测产工作，通
过测量小麦株高、穗
长、穗粒数、亩穗数等
参数，客观准确地评
估今年小麦生产形势
及产量，为夏收做准
备。

■ 本报通讯员
马红坤 彭月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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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晓伟 通讯员 方家伟 李嫣冉） 眼下正值大蒜丰收
季，蒜香弥漫田野。5月27日，记者在东昌府区沙镇大吕村蒜田看到，村民
们动作娴熟地将废旧地膜收集整理。“现在一斤给补贴一毛钱，大家收集地
膜的积极性可高了，多数地膜都运到收购点去了。”村民吕国顺笑着对记者
说。

以往每到大蒜收获季，大量残留的废旧地膜肆意缠绕农具、散落沟渠，
被风卷起后四处飘散，严重破坏村容村貌。残膜长期滞留土壤中，会阻碍土
壤透气与水分渗透，导致土壤板结，直接威胁农作物根系生长与产量，成为
农业发展的“拦路虎”。为攻克这一难题，东昌府区积极行动，在沙镇率先设
立废弃农膜回收站，并推出“一斤废旧地膜一毛钱补助”的惠民政策。“现在
正是大蒜收获季，也是我们回收站点最忙的时候。”回收站经理吕景忠介绍，

“政府成立回收站点并给予补助，既减少了废弃地膜污染，又能让农民增加
收入。”

据悉，统一收集的废旧地膜将被运往专业处理厂，经过破碎、水洗、切粒
等精细工艺，重新加工成塑料制品，实现资源的循环再生利用。这一举措不
仅有效解决了废旧地膜污染问题，还通过资源再利用创造了经济效益，为农
业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范例。

废旧地膜“变废为宝”

东昌府区走出生态经济双赢路

本报讯（记者 苑莘） 记者5月28日从莘县了解到，2025年第一季度，
莘县累计使用以旧换新补贴资金833万元，带动消费额4985余万元，惠及消
费者21140余人次。其中家电类产品补贴547万元，带动销售额2818余万
元，数码手机类产品补贴286万元，带动销售额2167万元。

“这段时间我们家陆续换了手机和电视，价格比之前便宜不少。身边也
有很多人从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当中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5月26日，
莘县市民王涛在该县城区某家电卖场购买了一台崭新的电视机。自去年9
月以来，莘县全面推进相关政策的落地落实，定期研究、调度、解决消费品以
旧换新工作推进过程中的突出问题，确保真金白银补贴落到实处，让群众得
到真正实惠。

以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为牵引，莘县围绕全面提振市场信心，积极促进
消费提质扩容，激发市场活力。该县通过消费品以旧换新，推进更多节能环
保、智能高效的产品源源不断走进老百姓生活，充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样
化的消费需求，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采取“商品+服务+体
验”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积极发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采取“直
播+即时零售”“直播+本地生活”等方式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推动商
贸企业加大数字化转型升级。

一季度带动消费4985余万元

莘县使用以旧换新补贴833万元

■ 本 报 记 者 张目伦
本报通讯员 张振祥

“科技服务贡献大，赋能乡村顶呱
呱……”这是东昌府区沙镇袁楼村黄花
菜种植户王兴利编写的一首打油诗。

5月26日，王兴利在接受采访时介
绍，为助力农民增收，东昌府区科技特派
员们挽起裤腿下田间，跟广大种植户面
对面交流，开展技术服务，解决技术难
题。看到这些农业专家、农技大咖亲临
一线，王兴利情不自禁地以诗抒怀，感谢
科技特派员帮助种植户踏上致富路。

小小黄花菜开出“致富花”。2021
年，东昌府区黄花菜种植初具规模。为
解决种植过程中的问题并做好技术指
导，该区成立了科技特派员黄花菜产业
服务队。服务队由东昌府区农业技术推

广中心、聊城大学、聊城职业技术学院专
家教授和有一定农业技术经验的“土专
家”组成，东昌府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
级农艺师姜新任队长，以聊城市聊河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为依托，开展试验示范
研究，包括化学除草、病虫害防治试验，
保护地黄花菜与吊秧西瓜/甜瓜（哈密
瓜）、吊秧豆角立体复合种植模式等试验
示范，总结形成相关操作管理规程。目
前，服务队已发展 30 余亩种苗繁育基
地，形成年产种苗200万棵生产能力，推
广了黄花菜统一种苗、统一技术管理、
统一回收加工、统一市场销售“四统一”
管理模式。截至目前，服务队已开展全
方位现场指导 20 多场次，组织开展专
家基层行活动2次，培养和帮扶科技带
头人、种植大户 3 个，培训基层群众 50
多人次。

随着黄花菜种植规模不断扩大和市
场需求日益增长，东昌府区已成为全国
早期鲜黄花菜市场的主要供应地，产品
供不应求。然而，由于当地农民观望心
理强，仍需进一步做好示范展示，并解决
好前期投入大、种苗繁育难等制约产业
发展的瓶颈问题。2024年以来，服务队
为度假区李海务街道西白村和东昌府区
沙镇袁楼村提供全周期黄花菜种植服
务，定期下地开展“田间诊断”，手把手指
导种植户。通过开展 20 多次田间指导
和培训，服务队有效保证了整个种植过
程的安全，从未发生重大病害和管理失
误。

结合自己多年在农技推广一线摸索
出的经验，并充分考虑每种作物的生理
和种植规律，姜新总结出“黄花菜+豆
角”“黄花菜+西瓜”“黄花菜+哈密瓜”等

立体复合种植模式。2022年至2023年，
韩集镇后姜村、石海子村和广平镇大磨
刘村通过此模式，在聊河农业种植基地
进行了小面积试种，收益较好。经全年
试种监测，后姜村基地套种的3个大棚
3.3亩早春西瓜和越夏哈密瓜，两茬共产
瓜 3635 公斤，亩收益达 1.3 万元。石海
子村和大磨刘村基地套种了扁豆角和越
夏哈密瓜，4个大棚共计10.4亩，亩收益
达1.1万元。

“立体种植可实现作物和生长环境
互补，常规管理就行，一般农户即可操
作。”姜新介绍。

除做好黄花菜产业的指导外，姜新
和他的服务队还针对本区域农民种植的
蔬菜、小麦、玉米等做好相关服务，推广
了小麦全幅播种、小麦高产精播、氮肥后
移等技术。

把科技“种”在泥土里
——记东昌府区科技特派员黄花菜产业服务队

本报讯（记者 吴兆旭）5月29日，2025年聊城市广告服务高质量发展
媒企对接暨“景阳冈酒业杯”聊城公益广告创新大赛启动。省市场监管局二
级巡视员周海亮、副市长张建军出席活动。

本次活动以“汇聚媒企新动能，激发消费新活力”为主题，现场展示了聊
城市市场监管广告数字监管智慧服务一体化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聊城市
新闻传媒中心、美团等6家市内外广告传媒单位，介绍了企业优势广告宣传
资源、成功经验；活动现场还设置了“聊城优品”展示区，促进媒企资源精准
对接，充分发挥广告业的桥梁纽带作用，提升品牌价值、释放消费活力，推动
广告产业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

2025年聊城市广告服务
高质量发展媒企对接活动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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赓续中华文脉 绽放时代光彩

■ 本报记者 赵宗锋

湖光映人文，惠风迎贵客。5 月的
聊城，荷香暗送、古韵流芳。

5月29日，全省古籍工作座谈会在
“江北水城·两河明珠”聊城召开，与会宾
朋漫步海源阁、流连古籍中，既深入交流

“坐而论道”，亦搭建平台“起而行之”，共
话古籍文化保护传承，构筑守正创新多
元路径。

如果把历史比作一条长河，古籍就
是一汪涵养智慧的清泉。在端午节这一
高扬家国情怀的节日前夕，于江北水城
掬起这汪清泉，可谓意义非凡。

这是一次探寻之旅：穿越时光隧道，
让古籍与当下的我们产生心灵共振，路
有多长？

这是一道共答之题：如何讲好新时
代的古籍故事，真正让古籍“活”在当下、

“火”在民间、“传”向未来？
这也是一次坚定回答：绝不让古籍

“孤身走暗巷”，我们要守护传薪火，活化
启新章。

共识：让古籍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古籍是先祖对世界的认知和思考，
是漫长岁月里沉淀的文明结晶，更是今
人汲取先人智慧的知识海洋。

AI 时代，我们如何重新看见古籍、
认识古籍，如何把古籍放在新时代的维
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坐标系里去保护
传承？当天，山东大学特聘教授、省古籍
研究中心主任杜泽逊在专题辅导报告中
予以解答，与会专家也进行了热烈交流。

“数字山东是我省的文化战略，山东
省古籍数字资源平台作为全省古籍数字
资源公共平台，已经迈出了历史性一
步。推动山东省古籍数字化、公开化，值
得称赞。”杜泽逊说。

“古籍整理出版，要紧抓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当代价值这个中心话题，始终
将追求还原古代典籍的准确面貌和精准
阐释作为工作目标，始终将满足和引领
广大群众的阅读需求作为工作要求。”中
华书局原党委书记、总经理，中国出版协
会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原主任徐俊说。

“要把将古籍转化利用作为文化遗
产系统性保护的关键一环，坚持古为今
用、推陈出新”“要让古籍文化以‘日用而
不觉’的方式融入现代生活，实现文化价
值与经济效益的‘双向奔赴’”……在与
会专家看来，中国古籍不仅是“古”，也是

“今”，更是未来。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
要跨越时间和空间，让古籍走进当代人
的日常生活。

浓墨：以N种方式打开“时光胶囊”

杜泽逊说：“古籍修复不仅是修补纸
张，更是对时间裂缝的缝合。”站在文明
传承的维度，每部古籍都是穿越时空的

“时光胶囊”。
一组数据着实让人揪心：目前，我国

现存约 20 万种古籍，超过 5000 万册
（件），有1000多万册（件）亟待抢救性修
复，大批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湮没在历
史烟云中，岌岌可危。

座谈中，记者了解到，全省古籍事业
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古籍收藏数
量和质量均居全国前列，古籍整理研究
和出版工作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各
地各有关部门正以守护精神家园、赓续
文化血脉为己任，夯基筑垒、多维赋能、
守正创新，以更多的方式打开“时光胶
囊”。

省文化和旅游厅历时 14 年艰辛普
查，基本摸清古籍家底，完成登记、分类、
鉴定任务；山东广播电视台融合创新的
新技术、新业态正让更多古籍“破圈”传

播；山东出版集团搭建出版矩阵、打造精
品力作、做好古籍普及、推动数智转型的
探索正“多点开花”；济宁深度挖掘古籍
中的儒家文化、运河文化等资源，开发伴
手礼、描红字帖、书法册等文创产品，让
古籍看得见、拿得走、用得上；枣庄实施
墨班创造“复刻”工程，依据《墨经》《鲁班
书》等典籍记载，对小孔成像、连弩、云梯
等古代科技进行实景实物再现，使广大
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了解古代科技
文化……

重彩：多方携手赓续千年文脉

真正把宝贵的文化典籍保护好、传
承好、发展好，让典籍里的文字成为滋养
现代文明的精神源泉，让一册册历经岁
月沧桑、承载文化厚重的书简穿越古今，
与当下的我们产生心灵共振，需要社会、
行业、政府各方共同探索、一起努力。

当天的座谈会上，山东省古籍数字
资源平台、山东省古籍整理出版重点项
目、海源阁古籍“归阁工程”三项重要成
果正式发布；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
厅、中国孔子基金会、山东大学、泰山出
版社共同签订了《深入推动全省古籍工
作高质量发展合作协议》，多方携手以文
化为魂，以科技为翼，共同赓续千年文
脉、绽放古籍新彩。

典籍为媒，知古鉴今。当越来越多
的人愿意重新从古籍中找寻答案，从中
国智慧中汲取营养，传统文化的精髓才
能得到真正的新生。这次座谈会是古籍
文化传承保护的新起点，我市将以此次
大会为契机，加大古籍保护力度，提升古
籍整理研究水平，推进古籍数字化建设，
加快古籍资源转化利用、普及推广，深入
推进文化“两创”，努力为全省古籍保护
传承贡献更多“聊城力量”。

讲好新时代的古籍故事
——全省古籍工作座谈会侧记

学生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缝制图书 ■ 葛思逸 马新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