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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晨）6月17日，记者从聊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获悉，该局扎实推进《旅游团队餐饮节约实施指南》地方标准制定工
作，目前该指南已通过专家技术审查。

该标准聚焦旅游团队餐饮浪费痛点，提出了全流程节约管理要
求。强化源头设计，明确旅行社应结合地域特色和游客需求，科学设
计团队餐菜单，推广“小份菜”“半份餐”等灵活供餐模式。规范配餐
环节，要求团餐服务企业建立从食材采购、食材储存到食材加工的全
流程反浪费机制，规范配餐环节的流程标准。创新宣传教育，将节约
理念纳入企业文化创建，通过“餐前提示”“文明餐桌”标识等引导游
客践行“光盘行动”。健全餐厨垃圾处置机制，推动餐厨垃圾分类处
理、科学合理再利用，形成可持续发展。

该标准报批实施后，将对聊城市提升旅游餐饮资源利用效率、营
造文明节约的消费新风尚具有积极意义。市市场监管局将联合相关
部门加强标准宣贯和示范引领，推动标准落地见效，为反食品浪费工
作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聊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餐饮节约地方标准通过审查

本报讯（通讯员 陈雪媛）6月13日，高唐县民政局联合人和街
道金兴社区开展“深化殡葬改革，倡树丧葬新风”主题宣传活动，引导
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树立文明新风。

“操办丧事应当遵守哪些规定？”“办丧事不应超过几天？”……活
动现场，志愿者们深入住宅区，通过互动问答、发放宣传单、拉家常、
面对面讲解等方式，结合身边事例，向群众讲解殡葬惠民、生态节地
安葬等相关政策，宣传厚养薄葬、节俭治丧、文明祭祀等相关知识，引
导群众自觉争做移风易俗的践行者和传播者。

“以前总觉得办丧事就是要隆重，现在听了讲解才明白，真正的孝
顺是在老人健在时多陪伴。”社区居民王福山说。生动有趣的互动模式
充分调动了现场群众的参与热情，大家积极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做新风
尚的践行者和传播者。此次宣传活动共发放《移风易俗倡议书》《殡葬
政策明白纸》400余份，接受群众咨询50余人次。

今年来，高唐县民政局不断探索合民意、能落地、可复制的“殡葬
改革”新模式，引导群众破除陈规陋习，树立健康、文明、科学的殡葬
新风尚，让“惠民、绿色、文明、和谐”的殡葬理念深入人心。

高唐县

移风易俗宣传进社区

本报讯（记者 白文斌 李泽丰）6月13日至21日，我市开展“献
血传递希望，携手挽救生命”主题公益活动，创新采用“城区集中开
展+县乡延伸服务”模式，为市民提供便捷献血渠道，全力保障临床用
血安全稳定。

主城区设置六个固定采血点，方便城区市民就近参与。同时，为
切实解决基层群众献血路途远的问题，活动组织方派出多辆血液采
集车，深入莘县、茌平等县区的乡镇，真正打通无偿献血的“最后一公
里”。通过这种市县联动、线上线下创新互动的方式，最大限度动员
健康市民参与，满足医疗机构救治需求。

活动中，各采血点迎来了踊跃参与的热心市民。为保障活动顺
利进行，全市共有220余名志愿者在主城区各点提供专业、细致的服
务，包括献血流程引导、无偿献血科普知识宣传以及为献血者提供贴
心的人文关怀，营造了温馨、有序的献血氛围。

主办方向广大市民呼吁：希望年龄在18至55周岁之间的健康公
民，积极了解无偿献血知识，消除顾虑，定期参与到无偿献血这项崇
高的公益事业中来，为临床医疗救治提供支持，共同守护急危重症患
者的生命健康，传递社会正能量。

我市开通便捷献血通道

移风易俗，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精神文明建
设的关键举措。在时代的浪潮中，像大操大办、相互攀比等陈规陋
习阻碍着社会的发展。天价彩礼让许多家庭不堪重负，而大操大办
之风盛行，不仅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还让人情往来变成了沉重
的负担。有些人明明经济条件一般，却为了面子硬撑着操办，陷入
了“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困境。

移风易俗，势在必行。怎么办？唯有齐心协力才能破旧立新。
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通过制定相关政策法

规，引导群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同时，加强宣传教育，利用各种
媒体平台，广泛宣传移风易俗的重要意义，倡导文明健康新风尚，
引导大家摒弃旧俗。东昌府区在侯营镇新城社区举办移风易俗主
题活动，通过文艺演出、趣味互动、倡议宣读等形式，让移风易俗
从“口号”变为“行动”，从“约束”变为“自觉”，让文明新风吹进千
家万户。

基层组织也应发挥关键作用。村规民约是村民共同制定的行
为准则，具有很强的约束力。红白理事会可以对红白喜事的操办进
行规范和指导，倡导喜事新办、丧事简办。东昌府区道口铺街道仙
庄村详细规定红白事的宴请人数、帮忙人数、烟酒档次等，并以展板
形式在办事现场展示，让大家知晓这是村里的制度要求；临清市金
郝庄镇谷庄村成立红白理事会，统一办事标准，村民不再为面子而
过度花费，既减轻了经济负担，又避免了不必要的攀比。这些举措
充分体现了“大家的事大家议、大家定”的原则，让村规民约真正成
为村民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促进了乡村和谐健康发展。

移风易俗把人们从繁重的人情负担中解脱出来，是一个有“面
子”更有“里子”的民生工程。这项工程关系我们每一个人，需要大
家的共同努力和持久坚持。

移风易俗贵在齐心协力
■ 张目伦

■ 本 报 记 者 白文斌
本报通讯员 张福庆 郝彤彤

每天清晨七点，临清市新华路街道西
胡村幸福壹号院食堂便会飘出饭香，上百
位老人围坐桌前，享用着由青椒炒鸡蛋、
茄子炖肉、小米粥、馒头和水煮鸡蛋组成
的营养早餐。自今年食堂运营以来，周一
至周五，村内70岁以上老人只需花费1元
钱，就能在这里吃上一顿每日更新的健康
早餐。这处结合新农村建设规划新建的
幸福食堂，是临清市破解老年人“就餐
难”、探索多元化助餐养老保障的一个缩
影。

近年来，临清市聚焦老年人日益增长
的助餐服务需求，不断创新思路，通过构
建多元化的资金筹集渠道、建设形式和运

营模式，推动幸福食堂健康可持续发展，
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吃上实惠饭、放心
餐，切实提升了养老服务的温度与质感。

“食堂运行以来，我和老伴儿天天来
这儿吃饭。”西胡村村民朱印松老人高兴
地说，“孩子们在外边工作忙，顾不上给
我们做饭。现在天天来这儿吃，他们就不
惦记了。大厨做的饭好吃、便宜，天天换
花样，对口又健康！”朱大爷的肺腑之言道
出了许多受益老人的心声。幸福食堂不
仅解决了老人“做饭难”“吃饭愁”的问题，
也解除了子女的后顾之忧，成为连接亲
情、传递温暖的纽带。

如何保障老人就餐质量，同时确保食
堂长久运行？临清市的答案是：多元化筹
资、多元化运营，用“多元共担”破解难题，
因地制宜探索多种模式。西胡村实行的

“四点模式”颇具代表性。据该村党支部书
记丁爱刚介绍：“一是就餐老人承担一点
（每餐1元）；二是社会不定期捐助一点；三
是民政部门按年龄补贴一点（70岁以上每
餐补1元，80岁以上补2元）；四是承包经营
者承担剩余部分。”这种模式明确了各方责
任，形成了稳定的资金链。

在临清市，幸福食堂的运行模式并非
一成不变。根据各村（居）集体经济实力
和运营成本差异，还探索实践了包含“村
居再出一点”的“五点模式”，以及更精简
的“三点模式”等。目前，临清市已建成的
近百处幸福食堂，通过因地制宜选择最适
合自身的运营方式，确保了服务的广泛覆
盖和可持续性。

在幸福食堂建设形式上，同样展现了
灵活性。临清市充分盘活利用各类资源，

探索出“规划新建、小区配建养老服务用
房改造、现有养老服务场所拓展服务、利
用综合养老服务场所、委托餐饮企业运
营、餐饮企业挂牌服务”等多种建设路
径。政府通过补贴建设资金、运营资金以
及免费提供用房等有力支持，有效降低了
运营成本，让老年人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
用餐优惠。

服务也在不断升级。目前，临清市为
配餐服务质量好的幸福食堂配备了专用
配餐车，为高龄、失能、行动不便的老人提
供免费送餐上门服务，将温暖延伸至老人
家中。

一顿热乎饭，情暖老人心。临清市通
过多元化模式运营幸福食堂，破解了养老
助餐难题，稳稳托起了老年人“舌尖上的
幸福”。

让幸福食堂持久飘香
——临清市“多元共担”破解运营难题

■ 张玉录

光岳楼南 200 米的殷家园子里，曾
经有一座状元府，那是清康熙六十年
（1721年）状元邓钟岳的府邸。邓钟岳曾
书“太平楼阁”匾额，这或许是对过往300
多年安静岁月的回望，也或许是对未来
天下太平的期许。此匾额悬挂至今，每
天都看着太阳从东方升起。200年后，有
一个叫做邓延熙的后人延续了他的理念
和希望，不仅以文报国，而且甘洒热血于
抗日战场，为国捐躯。

邓延熙出生于 1919 年。此时的邓
家已经没有了状元时期的气派，充其量
算是中农，但家长仍不遗余力供邓延熙
读书。他先是在家读私塾，而后就读于
聊城县立第一小学、山东省立第三师范
附属小学。读书让邓延熙接触到革命思
想。“九一八”事变后，年仅 12 岁的邓延
熙带领同学上街宣传抗日、抵制日货。

邓延熙在斗争中以笔为刀枪，以报
刊为战场。1933年他考入山东省立第二
中学，创办进步刊物《青鹤》，发表散文诗

《一个战士的死》等文章，在报刊上宣传

抗日。1936年，他考入济南省立第一师
范，参与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响应“一二·
九”运动。

“七七事变”后，邓延熙返回聊城。
在邓钟岳的“太平楼阁”匾额下面，参加
鲁西北抗战。当时，范筑先在中国共产
党积极推动下，组织各抗日群众团体，
到 1938 年 11 月，总人数已发展至几十
万。其中的聊城青年救国会以广大爱
国青年为主体组成，邓延熙担任负责
人。他们深入城乡宣传抗日，组织青年
参军参战，为抗日部队筹集粮食衣物，
为鲁西北抗战作出重要贡献。邓延熙
的努力得到了党组织高度认可，1938年
9 月经中共鲁西北特委选送，他赴延安
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9年，邓延熙光
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延安党的活
动分子会议。此时，邓延熙还是一个不
满20岁的青年。

1940年春，邓延熙正式开始军旅生
活，被分配到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
六八七团政治部工作。同年秋，为了增
强华中抗日力量，打破国民党顽固派的
封锁和进攻，中共中央指示八路军抽调

兵力南下增援新四军。邓延熙随黄克
诚率领的八路军五纵队一支队挺进盐
阜地区。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后，中共
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
在盐城设立新四军军部。重新组建的
新四军第三师由黄克诚任师长兼政委，
活动于苏北地区。邓延熙也由八路军
编入新四军，任第三师七旅二十一团三
营教导员，兼任盐城县十四区区委书记
（化名“白果”），公开身份为民运大队
长。他察民情、打鬼子、除汉奸，每项工
作都很出色。下乡工作时，他和群众一
起吃糠咽菜，从不搞特殊化，被称为“庄
户人的好领导”。有一次，三师二十团
三营准备进攻上冈敌人据点，邓延熙主
动承担侦察敌情的任务。由于情报准
确 ，这 次 战 斗 成 功 击 毙 一 名 日 军 班
长。1941 年 6 月 10 日傍晚，邓延熙率
领区队绕道潜入上冈，将汉奸章万和、
查保全逮捕法办，为当地群众除去一
大祸害。

1941年8月22 日，日伪军向十四区
的西吉庄、尖墩一带发动大规模扫荡，企

图围剿当地抗日武装，双方力量敌众我
寡。次日凌晨，战斗打响。激战两小时
后，因伤亡惨重，邓延熙命令部队突围。
他和区长李甲、三营营长何玉祥率部阻
敌。当部队撤至尖墩五汊口时，被河水
挡住去路。由于敌人逼近，邓延熙等人
决定泅水过河。但是，邓延熙不幸溺水
牺牲，年仅 22 岁。战斗结束后，他被就
地安葬。正可谓：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
马革裹尸还。

1942年，盐城地方政府将牺牲地命
名为“白果乡”，后陆续设立白果公社、白
果小学、白果社区等。1967年冈西镇修
建白果烈士陵园，如今这里已是重要的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根据家人意愿，
1973年邓延熙的部分骨灰迁回聊城，两
地共同召开追悼大会，其事迹由两地人
民共同铭记。他是聊城市革命烈士陵园
安葬的唯一一位新四军烈士。

文武兼备的邓延熙，视死如归，敢于
和敌人血战到底的精神，永远鼓舞着我
们砥砺前行。正是：生于聊城，遇难盐
城，二城人民悼烈士；投身革命，献身革
命，革命群众念英雄。

邓延熙：定格在22岁的青春

开栏的话 一次次患难与共、一次次生死相依，在聊城这片革命的热土上，承载了无数中国共产党人浴血战斗的感人故事。抗日战争爆发后，聊城儿女奔波在救亡图存、
抵御外侮的一线，他们奋不顾身、舍生忘死，奏响了英雄赞歌。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本报推出《“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聊城抗战记
忆》专栏，激励后人铭记历史、接续奋斗，把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

本报讯（记者 贾新伟 通讯员 孟琳
蕙 李传振） 6 月 16 日，记者从高新区获
悉，该区积极探索社区“多元共治”新模式，
成功破解社区管理难题，提升居民幸福感，
营造出睦邻友好的基层治理社会氛围。

6 月 16 日，走进金柱·大学城东苑小
区，新修复的监控设备、平整的沥青路面、
整洁的绿化带映入眼帘。而在半年前，这
里还因业委会信任危机、公共设施老化等
问题，居民投诉接连不断。

小区居民马姗姗回忆：“当时，原业委
会计划动用维修基金来维修小区设施，但
我们业主事先却一点也不知道。后来，我

们在业主微信群里追问，得到的回应也是
含糊其辞。”

为化解矛盾，解决社区难题，九州街道
黄山路社区迅速行动，探索“党建引领+业
主自治”管理模式。同时，建立“社区+业主
代表团”管理体系：以楼栋为单位，鼓励支
部党员、小区业主参与小区治理，推选业主
代表，共同为小区出谋划策。

“作为党支部书记，我既要抓好党建工
作，更要担起基层治理的责任。”金柱·大学
城东苑小区党支部书记梁首明说，他梳理
矛盾焦点，入户了解情况，与楼代表共同商
讨解决方案，大事小情全部公开，让居民真

正心里有底。
目前，该小区23栋住宅楼和商铺共推

选出40余名业主代表及志愿者。他们活跃
在小区的各个角落，不仅参与公用设施管
理、矛盾调解，还成为居民与社区沟通的桥
梁。

“现在，我能把大家的想法直接反映给
社区和物业。”业主代表陈景山说，“小区北
门道路的修整、监控设施的装修，从招标到
验收，业主代表全程参与。”自“多元共治”
模式推行以来，小区的热线投诉量同比下
降62%，惠及居民近万人；通过“矛盾调解
直通站”，就地化解纠纷83起，实现了“小事

不出楼栋，大事不出社区”。
为进一步推动党建引领物业健康发

展，黄山路社区还创新引入“红色合伙人”
机制，推选退休党员干部担任小区的“红邻
书记”，建立起一支有20余名党员参与的志
愿者队伍，并联合聊城市技师学院老干部
第七党支部，成立共建联盟，成为调解矛盾
的“润滑剂”。

黄山路社区党委书记迟连亮介绍：
“我们还将推广数字化治理模式，开发‘居
民议事云平台’，进一步拓宽居民参与渠
道，让社区真正成为共建共治共享的幸福
家园。”

高新区激发社区治理内生动力

近日，光岳楼管理服务
中心举办聊城古八景流动
展览及非遗面塑文化进社
区活动。

在东昌府区古楼街道
湖北社区，志愿者通过展览
展示、现场讲解的方式，系
统性讲述了聊城古八景的
起源、历史背景等。展览结
束后，居民现场体验非遗面
塑，他们在老师的指导下，
揉、搓、捏、剪，一个个“状元
粽”脱手而成。

■ 本报记者 赵琦
本报通讯员 朱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