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2025 年 7 月 2 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苑莘 美术编辑：辛政 校对：李吉洋 LIAOCHENG RIBAO要闻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聊城抗战记忆

本报讯（记者 岳殿举 通讯员 吕言亮） 7月1日上午，由市委市直机
关工委和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的聊城市“红心永向党”书画摄影展在聊城市
民文化活动中心隆重开幕。

本次书画摄影展得到市直单位和各县（市、区）干部职工的响应，共征集
到138幅作品参展，其中64幅书画作品、74幅摄影作品。参展作品紧扣“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歌颂党的光辉历程”等主题，选取党的重大历史事件、
革命圣地、英雄人物等题材进行创作，展现了新时代党员干部风采、基层党
建成果等，体现了政治性、艺术性与时代性的高度统一。

此次书画摄影展热情讴歌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光辉历程，生动展示了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聊城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展现了新时代
全市干部职工锐意进取、勇于创新的精神风貌，激励全市人民继续弘扬光荣
传统、赓续红色血脉，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

市委市直机关工委

书画摄影展庆“七一”

本报讯（记者 贾新伟 通讯员 黄文甲） 7月1日，度假区新地标建筑
聊城应急安全科创谷项目主体结构顺利封顶。

作为聊城市重点推进的产业项目，应急安全科创谷总投资4.3亿元，占
地30亩，总建筑面积7.8万平方米，规划建设2栋24层高层建筑及3栋5层商
业综合体。该项目汇聚金融、通讯、休闲养生、酒店宾馆、特色餐饮等多种业
态，致力于打造集商务办公、休闲娱乐、生活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新地标。

聊城应急安全科创谷项目承载着打造“南部新城EBD、生态商办度假
区”的战略使命，具有三大创新亮点——高层建筑生命通道疏散系统、公共
安全文化教育基地（沉浸式体验中心）和智慧园区管理平台，为城市安全产
业树立了新典范。项目建成后，将有效完善度假区的功能配套，提升区域综
合承载能力和吸引力，成为度假区招商引资的新平台、城市形象的新名片。

度假区再添新地标

聊城应急安全科创谷项目封顶
■ 文/图 本报记者 陈霞

6月28日，冠县崇文街道崔八里庄村
东北角村史馆前，细密的雨丝中，一块黑
色石碑静静伫立，“一二九师先遣纵队成
立处遗址”13个红色大字格外醒目。这块
不起眼的石碑，诉说着抗战初期八路军挺
进鲁西北那段血与火的战斗历程。

1938年11月15日下午5时，聊城城
区的枪炮声渐渐平息，爱国将军范筑先率
部与敌血战竟日，终因寡不敌众，与共产
党员张郁光、姚第鸿等 700 将士壮烈殉
国。聊城失陷！

聊城陷落后，日军扩大了对鲁西北地
区特别是重要城镇的占领，国民党顽固分
子的反共气焰更加嚣张，原范筑先部武装
力量严重分化，除第十支队和第五、六、
七、三十一、三十二支队等武装或其一部
分，仍为中共鲁西特委领导和掌握外，其
他武装或投降日军，或被日军击溃，或依
附国民党，或成为土匪割据一方，鲁西北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遭受巨大破坏，抗战形
势急剧恶化。

鲁西北，是联系华北与山东根据地的
枢纽，战略意义重大，党中央时刻关注着
鲁西北的局势变化。挺进鲁西北，尽快扭
转混乱局面，成为党的重大战略决策。

1938年11月中旬，毛泽东指示在延
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鲁西北干部迅速

返回。11月24日，毛泽东与中央军委副
主席王稼祥、北方局书记杨尚昆、中央军
委参谋长滕代远联名向八路军总部、一二
九师和北方局负责人发出《对范筑先部工
作的指示》，指出：“范筑先如确牺牲，我应
用一切办法团结与巩固其部队，并实际帮
助范区作战。”

11月下旬，中共中央、毛泽东和八路
军总部命令八路军主力部队进军山东。
12月中旬，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陈赓率
部向鲁西北挺进。12月21日，一二九师
师长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在河北威县
老虎张庄召开冀南、鲁西北军政干部会
议，确定了依靠群众，依靠乡村，巩固冀
南，恢复发展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方针。

第一支在鲁西北正式组建的八路军
队伍是一二九师先遣纵队。这个纵队由
一二九师青年抗日挺进纵队及活动在冀
鲁边区的津浦支队一部，在青年纵队政治
委员李聚奎率领下迅速挺进冠县、馆陶，
12月9日，在崔八里庄村正式组建。

据《李聚奎回忆录》中记载，“我带着
两个警卫员，由青年纵队警卫连的一个
排护送到了冠县，然后拿着冀南区党委
书记李菁玉的介绍信，找到鲁西北党组
织负责人张霖芝。我与地方党取得了联
系后，立即从地方党组织抽调了一百多
名干部，首先建立了先遣纵队的司、政、
供、卫机关，又报经师部批准，从冀南调

来一个二百多人的营，归先遣纵队建制，
我任先遣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刘致
远任参谋长，王幼平任政治部主任。”“先
遣纵队各部活动在黄河以北、津浦路以
西的广阔地区，恢复和开展抗日武装斗
争，破袭铁路，打击日伪反动势力，抗战
的旗帜又在鲁西北大平原上高高飘扬。”

12月下旬，根据中共鲁西特委指示，
老红军袁仲贤由大峰山带领八路军第六
支队独立营的两个主力连，到达长清县葛
靖庄，和范筑先的原第三十一支队合编，
吸收原第三、第十二、第十九、第二十六、
第二十九支队中鲁西北特委直接掌握的
武装和撤出的政治工作人员400余人，成
立八路军平原纵队，袁仲贤任司令员。

原范筑先部第十支队是在我党与范
筑先合作抗战的特殊条件下创建和发展
起来的。为纪念范筑先将军，继续高举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争取其他武装共
同抗日，经八路军总部决定，命名第十支
队为筑先纵队。1939年1月14日，筑先纵
队（由第十支队及第五、六、七、十六等支
队各一部组成）在今冠县大万善村正式成
立，张维翰任司令员，共整编为6个团和1
个独立团。

之后，鲁西北八路军主力部队和地方
武装不断发展壮大。1939年8月，鲁西军
政委员会建立鲁西军区，由一一五师独立
旅兼，加强了对地方武装的统一领导。

1940年4月，独立旅与肖华任司令员兼政
治委员的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机关
合并，恢复三四三旅番号，兼鲁西军区。9
月，一一五师教导第三旅兼鲁西军区。鲁
西军区先后辖泰西、鲁西北、运西、运东、
湖西五个军分区。1940年6月，先遣纵队
与筑先纵队整编为一二九师新编第八
旅。到1941年5月，全区抗日武装达2万
余人。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八路军主力
部队与聊城地方武装密切配合，积极主动
地开展对日、伪军作战，琉璃寺战斗、陈贯
庄伏击战、王楼伏击战、苏村阻击战等，一
场场激烈战斗，谱写了荡气回肠、可歌可
泣的抗战赞歌，开创了鲁西北生机勃勃的
抗战局面。

挺进鲁西北

本报讯（记者 白文斌）近期，阳谷县创新推行“存量变革+精准配置”
模式，系统盘活低效工业用地，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开辟新路径。

6月30日，在阳谷县阳昇产业园内，山东枫之烨石油机械有限公司的生
产车间一派繁忙景象。公司总经理寇玉良介绍：“我们去年搬到这个新厂
区，通过引进数控车床，生产效率提升了60%以上。”今年一季度，枫之烨接
连拿到俄罗斯、中东等地的外贸订单，企业利润增长超70%。

枫之烨公司所在的阳昇产业园，其前身是一个废弃多年的瓷砖厂。这
片300亩的土地曾长期闲置，而与此同时，众多小微企业亟需扩大规模、提升
产业能级，却苦于无处落脚。面对这一矛盾，阳谷县对闲置地块进行再开
发，成立了国有企业山东阳昇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全面接管该地块。通过国
企托底、债务清理和产权重组，成功扫清了盘活障碍。

园区为中小微企业提供了全方位服务套餐：厂房600平方米起租，可满
足企业不同成长阶段的个性化需求；关联企业可集中入驻，形成“上下楼即
上下游”的产业协作关系；企业可免费使用写字楼、会议室；设立便企服务中
心，税务、会计等服务“足不出园”即可办理；引入共享实验室、数字化车间等
设施，助力企业提升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

阳谷县

创新模式破解土地资源约束

本报讯（记者 任焕珍 通讯员 郭明洋）不久前，冠县在全县重点企业
推广视频监控系统平台基础上，研发安全隐患智能化预警分析系统，构建起

“平台+机制+流程”三位一体的全链条监管体系，隐患发生率降低30%。
6月30日，在仁泽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智慧管理中心，动态安全监测大屏

24小时实时捕捉生产线的关键风险指标。“系统一旦发现违规行为会自动预
警，我们会立即通知现场处置，处理完毕后再销号。”公司员工刘平介绍。

据了解，冠县组织专家与企业代表共同完善算法库，针对危化品等重点
行业细分72项风险算法，经试点验证后逐步推广。运行机制方面，统一制定
技术标准，出台激励政策，对表现优异企业在资金、信贷等方面给予支持，并
依据系统数据实施差异化监管。

“我们通过综合运用物联网与AI技术，实现24小时智能监测。”县应急
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李海生表示，系统发现违规行为会同时向企
业和监管部门推送预警，企业需限时整改，未整改的将纳入重点监管。目前
系统已发现50余条案源线索，下达17份执法文书，建立起从隐患推送到整
改闭环的非现场监管机制。截至目前，全县已有70家企业接入该系统。

冠县

安全生产智能化监管系统上线

冠县崇文街道崔八里庄村八路军一
二九师先遣纵队成立处

本报讯（记者 苑莘 通讯员 王晓芳 张宇静） 6月27日，莘县华祥盐
化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台崭新的回流干燥器正高速运转，替代了服役多
年的老旧设备。莘县行政审批服务局靠前服务、并联审批，仅用约3小时便
完成了旧设备的注销和新设备的登记，跑出服务企业“加速度”。

莘县华祥盐化有限公司的主要设备回流干燥器已连续运行15年，达到
设计使用年限，存在安全隐患，亟需更换。按照常规流程，企业需先办理旧
设备的注销拆除手续，再办理新设备的安装登记，整个过程大约需要6个工
作日，这将导致生产线停止运行。

为减轻企业负担，莘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启动“特事特办”服务，在确保设
备安全运行的前提下，允许企业先行提交电子版资料，将设备注销与登记流
程合并办理。通过“线上预审+现场核验”的模式，实现旧设备的即时注销和
新设备的同步登记，使企业的设备更新“无缝衔接”，时间成本压减85%。

莘县推出企业设备更新一站式服务

本报讯（记者 邹辉 通讯员 张丽媛）“只跑一趟，交一套材料，当天便
可拿证。”6月30日，高唐广济堂中医综合诊所负责人董延丽手拿刚刚取得
的诊所备案凭证，兴奋之情溢于言表。高唐县创新推出开办诊所“一件事”
集成服务模式，大幅压缩审批时限，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高唐县创新推出的开办诊所“一件事”集成服务模式，以诊所备案为核
心，将诊所备案和医师、护士执业注册（变更）等关联事项打包整合，通过一
窗受理、一表申请、一次办结，真正实现了全流程“一站式”办理。在备案过
程中，高唐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梳理关联服务事项，制定了详细的服务指南，
一次性告知申请人办理事项所需的材料、流程和注意事项，让申请人“一看
就明白、一填就正确、一审就通过”，引导企业一次性提交，按“一件事”集成
办理。同时，建立专门的帮办代办队伍，为企业提供全程帮办服务。

高唐县还建立了审批与监管信息“双推送、双回路”模式，可将诊所备案
及相关执业注册信息即时、精准推送至卫生健康等监管部门，确保监管及时
跟进、无缝衔接。监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的涉及审批要件的问题，也及
时反馈给审批部门，形成审批、监管、执法闭环管理，有效防范了审批风险，
保障了医疗服务质量。

高唐县打造诊所开办新场景

本报讯（记者 马永伟） 星光璀
璨，运河悠悠。6 月 30 日晚，为热烈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4 周年，由中
共聊城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和旅游局
主办，市文化馆、聊城大学音乐与舞
蹈学院、东昌学院音乐系、聊城职业
技术学院团委、东昌府区文化和旅游
局、聊城东方教育集团承办的“迎七
一・唱支山歌给党听”文艺晚会在聊
城水上古城盛大举行，用歌声向党献
上最深情的礼赞。

104 年风雨兼程，104 年砥砺奋
进。从开启革命征程的南湖红船到如
今领航复兴的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
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历
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在党的坚强领导
下，聊城这片充满活力的热土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的江北水城正
以昂扬姿态，奋力谱写新时代高质量
发展新篇章。

晚会在群舞《春风十万里》中拉开
帷幕，演员们欢快的舞步如春风拂面，
瞬间点燃现场气氛。

二重唱《我爱你中国》深情款款，
将对党的无限忠诚与热爱化作动人旋
律；女声独唱《红旗颂》激昂澎湃，红旗
作为信仰图腾与前行灯塔的形象跃然
眼前。小合唱《有我》以青春声浪，诠
释新时代青年的无畏担当；二重唱《光
芒》则唱出追梦路上每份坚守的力量。

随后，歌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让人忆起革命烽火岁月，《国家》倾诉
着融于骨血的家国大爱，《锦上添花》
展现党心系人民带来的幸福生活，《弹
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奏响不屈乐章，

《世界赠予我的》咏叹青春的机遇与责
任，群舞《一条大河》展现民族复兴的
磅礴力量。

晚会最后，全场齐声合唱《没有共
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激昂的歌声将所
有人拉回到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声

声祝福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永葆青春活
力，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美丽的聊
城明天更加灿烂辉煌。

“这些歌曲听得我心潮澎湃。在
这里祝福伟大的党生日快乐，祝愿祖
国更加繁荣昌盛。”市民郑嘉乐激动地

说。
这场视听盛宴，不仅是聊城人民

对党的深情告白，更展现出在党的引
领下，聊城人民迈向新征程的坚定信
心与昂扬斗志。

群舞《春风十万里》拉开晚会序幕。■ 本报记者 葛思逸

“迎七一・唱支山歌给党听”文艺晚会精彩上演

■ 本报记者 李兆宪

新建民用建筑中绿色建筑占比
100%；

实施既有建筑节能改造1000余万平
方米；

建成节能建筑超4000万平方米、超
低能耗建筑8.6万平方米；

……
数据事关城市建设和民生福祉，而

数据背后，是全市住建系统推动城市建
筑节能降碳、促进行业绿色转型的不懈
努力。

当120元一吨的普通石子，在信源环
保建材车间历经煅烧、转化、再生，最终
蜕变为石膏板、轻钢龙骨等绿色建材，完
成神奇的“六次变身”——这不仅是工业
智慧的闪光，更是聊城向“绿”而行的生
动缩影。近年来，我市坚持“标准引领、
节能先行、智能建造、绿色筑基”的工作
思路，大力推进绿色建筑全过程管理，积

极培育绿色建筑新质生产力，为建筑领
域绿色转型提供了“聊城样本”。

自2016年全面推广绿色建筑以来，
聊城便锚定高标准，对主城区新建民用
建筑全面执行二星级及以上绿色建筑标
准，划定高星级强制实施区。为扎实推
动做好绿色建筑全过程管理，《2025年聊
城市绿色建筑与新型建筑工业化工作要
点》《聊城市绿色建筑全过程管理实施细
则》等文件陆续出台。

提纲挈领，纲举目张。一系列顶层
设计，形成了聊城建筑行业转型升级的

“时间线”和“战略图”。“十四五”以来，全
市新增绿色建筑超2200万平方米，19个
市级高品质住宅项目全部达一星级以
上，8个省级高品质住宅项目更是全部按
二星级及以上标准建造。

作为国家装配式建筑范例城市，聊
城拥有3个国家级、8个省级装配式建筑
产业基地。在政策与市场的双重驱动
下，政府投资工程、大型公建等全面实施

装配式建筑，社会投资项目装配式占比
在市辖区和县（市）分别达 55%和 45%。
通过推行系统集成设计、精益生产施工，
全市新开工装配式建筑占比已超50%，实
现了建筑方式从粗放到集约的根本性转
变。

为加强全链条降碳减污，聊城建筑节
能标准执行率连续多年保持100%，累计
建成节能建筑超4000万平方米。节能改
造深度推进，既有居住建筑改造850万平
方米，公共建筑改造160万平方米。同时，
可再生能源应用规模显著增长，太阳能光
热建筑一体化应用达1300万平方米。

产业根基决定建筑品质。聊城聚力
绿色建材“延链、补链、强链”，规上企业
达266家，营业收入近900亿元。产业集
群效应凸显，冠县镀涂钢板制品跻身国
家级产业集群，东阿新型建材、茌平绿色
环保建材获评省级产业集群。循环经济
模式大放异彩，信源环保建材以“石子六
变”实现固废资源化，建成全球领先的石

膏板生产线；冠县美安硅酸钙板、阳谷极
景高性能门窗等产品获国家级绿色建材
最高认证。

绿色，已成为聊城最耀眼的底色。
近日，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布了
全省绿色低碳城市（城区）试点名单，聊
城市成功入选，成为全省4个入选的地级
城市之一。“借此契机，我们将加快培育
绿色建筑新质生产力，加速绿色建筑从
单体向规模化转型，在民用建筑绿色化
提升、绿色建造方式工业化转型上狠下
功夫，推动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6月30
日，聊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筑节能
与科技科科长李行峰说。

志行万里者，不中道而辍足。从一
砖一瓦的绿色标准，到拔地而起的装配
式楼宇；从传统建材的循环嬗变，到城市
更新的深度降碳，聊城这座千年古城正
在节能降碳的时代考卷上，书写着“机制
活、产业优、生态美”的绿色低碳高质量
发展答卷。

“节”尽所能，打造绿色转型新标杆
——聊城扎实推进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