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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图 本报记者 岳耀军

7 月 3 日，2025 年全国国际象棋锦标
赛（个人）在江苏兴化落幕。15岁的聊城
女孩姜天瑜在鏖战11轮后，摘得女子组季
军。这是聊城棋手在这项国内顶级赛事
中创下的历史最佳战绩。与此同时，另一
名聊城小棋手史亦歌也以第16名的成绩
完成大赛首秀。两位小将的亮眼表现，不
仅是棋盘上的胜利，更是聊城这座“国际
象棋之乡”辛勤耕耘多年后，从“沙漠”变

“绿洲”的生动写照。
姜天瑜的国际象棋之路，从她 5 岁

开始。在聊城市王冠棋艺俱乐部的启蒙
下，她6岁便完成从九级棋士到一级棋士
的跨越，8岁荣获“棋协大师”称号——这
是中国国际象棋协会的最高非专业等
级。2019年、2021年，她先后获得国家二
级、一级运动员称号。2021 年，姜天瑜进
入深圳国家国际象棋训练基地，与全国顶
尖棋手同场训练。在这里，她接触到更系
统的战术体系和心理训练。教练团队为
她量身定制了“布局创新+残局攻坚”的训
练方案，每天高强度对弈让她的棋艺水平
得到很大提升。2023 年初，姜天瑜晋级

“国家运动健将”，成为聊城市开展国际象
棋运动以来的第一位获此称号的棋手。
同年8月，在U15世界中学生夏季运动会
上，姜天瑜获得国际象棋女子组冠军。

本次全国锦标赛，14岁的聊城小将史
亦歌同样表现不俗，以5.5 积分位居第16
名。今年6月，在第十五届全运会预赛中，
姜天瑜、史亦歌二人分列第 6 名、第 9 名，
双双晋级决赛。“接下来，我要积极备战全

运会决赛和在阿尔巴尼亚举办的2025国
际象棋世界青少年锦标赛，争取取得好成
绩，为国家和家乡争光。”刚刚回到聊城的
姜天瑜说。

个体闪耀的背后，是群体星辉的璀璨
绽放：聊城国象棋手姬佳栋与姜天瑜共同
跻身“国家运动健将”，5名棋手晋级国家
一级运动员，4名棋手晋级国家二级运动
员，另有300名棋协大师、候补大师崭露头
角。聊城国际象棋协会秘书长、王冠棋艺
俱乐部创始人兼总教练王杰将此盛景视
为“聊城国象 20 年蓬勃发展的生动缩
影”——这片昔日的“沙漠”，如今已是绿
意葱茏。

时光回溯至2006年，王杰初到聊城，
这里的国际象棋市场还是一片“寸草不生
的沙漠”。“听说过，没见过”是当地人对这
项运动的普遍认知。破局之道唯有“从娃
娃抓起”。他深入幼儿园开设免费课程，
播撒兴趣的种子。随着素质教育理念深
入人心，这项融合智力与策略的运动逐渐
赢得学校与家长的青睐。

2016年，东昌府区体育局与教育局联
合发文，推动国际象棋进校园；2022年，举
办国际象棋文化节被写进了《聊城市全民
健身实施计划（2021—2025 年）》，政策春
风迅速化为满城绿意。如今，聊城300余
所中小学、幼儿园将国际象棋融入课程体
系，东昌府区更荣膺“全国国际象棋之
乡”，为山东唯一获此殊荣的区县。

依托日益壮大的群众基础，自2016年
起，聊城相继承办全国国际象棋棋协大师
赛、中国国家队与“一带一路”世界联队对
抗赛、全国国际象棋青少年锦标赛等高规

格赛事。一年一度的“7·20世界国际象棋
日”文化节，更沉淀为闪亮的城市文化品
牌。赛场上的智慧交锋，让“江北水城”一
次次在全国乃至世界视野中闪耀。中国
国际象棋协会主席叶江川对此作出高度
评价：“聊城在国际象棋推广普及和参赛
人数上走在了全国前列。”

从市图书馆的公益课堂，到社区活动
中心的对弈角；从特教学校的特色课程，
到老年大学首次引入的智慧体操……在
聊城，国际象棋真正实现了儿童、青少年、
大学生直至老年群体的全覆盖。王杰自

豪地介绍，从五六岁的娃娃到年逾古稀的
老者，国际象棋爱好者众多，并且每年增
长强劲。

从无人问津的“沙漠”到生机勃勃的
“绿洲”，聊城用近20年时间书写了国际象
棋发展的传奇。这一蜕变背后，是政策支
持、民间力量与教育创新的共同作用，更
是一座城市对文化传承与体育精神的执
着追求。正如王杰所言：“国际象棋不仅
是智力运动，更是连接世界的桥梁。”在这
片热土上，智慧的种子正在生根发芽，绽
放出更加绚烂的光彩。

二十年下好一盘棋
——解码“国际象棋之乡”的突围路径

本报讯 （记者 林晨） 7 月 9 日上
午，市政府新闻办举行“2025 年迎峰度
夏电力保供工作情况”主题新闻发布
会。国网聊城供电公司营销部主任张
涛介绍，山东现行有“五段式”分时电
价，将1天分为尖、峰、平、谷和深谷5个
时段，以10kV一般工商业电价为例，尖
峰和深谷时段的价差可达1元/千瓦时，
较大峰谷价差可以更好发挥价格杠杆
作用推动用户转移负荷、削峰填谷，既
帮助稳定电力系统供需平衡，又降低了
用户用电成本。

张涛介绍，目前分时电价政策在多

个领域推行。
在工商业领域。“五段式”分时电价

适用于全体工商业用户，企业可以通过
优化用电时间，尽量选择在谷段与深谷
时段生产，推动降本增效。张涛提醒广
大企业用户，因夏季整体用电负荷激增，
七八月份无深谷时段，但凌晨1时至6时
为连续谷段时段，要注意分时时段变化，
合理调整生产时间。

在居民生活领域。目前全市约有
280 万居民用户，现阶段居民家庭分时
电价执行峰、谷两段，其中峰段为8:00—
22:00，谷段为22:00—次日8:00，峰、谷时

段电价分别为在平段基础上上升 0.03
元、下降0.17元，峰段电价上升幅度不明
显，但谷段电价下降幅度较大，居民选择
积极参与分时用电后，一年可节省电费
几百元。另外对于户籍人口有5户及以
上的“一户一表”居民用户，还可申请“一
户多人口”电价，其阶梯电价的第一档电
量每月增加100千瓦时至310千瓦时，年
度可享受执行一档电量额度增高，由
2520千瓦时增加到了3720千瓦时，每年
每户可节省电费60元。

在居民电动汽车领域。为引导电动
汽车合理充电，对个人电动汽车充电桩

同样执行“五段式”分时电价，晚上11点
至次日早上7点固定为谷段，电价低至
0.38 元/千瓦时，在有深谷时段的月份，
中午11点到下午2点为深谷时段，电价
低至0.22元/千瓦时，电动汽车车主可将
充电桩设置在深谷或谷段自动充电，可
有效降低用电成本。

在农业生产领域。现行农业、林木
培育和种植等7个农业生产领域用户同
样可选择执行“五段式”分时电价政策
（电价标准分别为 0.86 元、0.7 元、0.52
元、0.36元、0.19元），广大农业生产用户
可积极参与分时政策降低成本。

聊城实施“五段式”分时电价政策

7月9日，东阿县一处供水管网维修现场，维修工正在作业。
随着夏季用水高峰来临，东阿瑞泓水务有限公司通过设备维护、智慧调度、水质监测、应急保障等多项措施，全力保

障供水安全稳定。目前，该县已形成从水源保障、管网维护到终端服务的全链条供水保障体系，为居民夏季用水筑牢安
全防线。 ■ 本报记者 任焕珍 通讯员 周宁

炎炎夏日街头，偶尔
会出现这样一种奇怪的
现象：十字路口亮着红
灯，停车线前的一些车辆
却没有停在相应的位置
上，而是停在几米外的一
段建筑阴影（或树荫）下
躲避太阳。这种机动车
驾驶人在路口等红灯时，
为躲避阳光照射刻意与
前车保持过大间距的交
通行为，被称为“避晒式”
等红灯。

个别人觉得这种现
象很正常，大热的天，在
阴凉处能多待一会儿是
一会儿。殊不知，这种行
为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并涉嫌违法。

据专业人士介绍，该
行为直接导致车辆排队
长度增加，每辆车间距增
加 1 米可使路口通行能
力下降 12%至 15%，尤其
在高峰期更为明显。

“避晒式”等红灯提
升了追尾碰撞、非机动车
剐蹭、侵占干扰非机动车道等交通事故发生
的概率，还易引发越线超车、变道加塞等危险
驾驶行为。相关数据显示，以上诸类行为导
致的追尾事故占夏季交通事故总量的17%以
上。据了解，“避晒式”等红灯现象大多发生
于夏季高温时段，多发于无绿化带遮蔽的平
交路口、东西走向的直行车道、未设置遮阳棚
的非机动车道相邻区域等处。

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避晒式”等红灯
属于在交叉路口停放时妨碍其他车辆通行
的情形，红灯等待期间车辆应保持安全合理
间距，不得以非正当理由扩大间距。专业人
士提醒，在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
机动车应当依次在停止线外依次按顺序停
车，任何不按规定停车的行为，都被视为违
法停车，这种“避晒式”等红灯行为也不例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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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彩红 赵静华） 7月9日上午，一场以“护童成
长·福彩相伴·冠爱童行”为主题的暑期困境儿童关爱活动在冠县启
动。活动由聊城市民政局、市福利彩票中心联合冠县人民检察院、冠
县民政局、聊城佳音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共同举办，旨在助力困境儿童
度过一个安全、健康、快乐的暑期。

活动中，冠县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办公室主任范宏鹏结合
生动案例，开展了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和暑期安全知识宣讲，通过
深入浅出的讲解，为孩子们筑起一道坚实的“法治安全防线”。

随后举行的爱心包发放仪式上，满载着关爱的40份“成长礼包”
被送到孩子们手中。礼包包含画笔、水杯、书包等学习生活用品，总
价值近万元。

主办方还特别安排了心理团体辅导环节。在心理咨询师和聊城
佳音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老师的引导下，孩子们通过轻松有趣的互动
游戏，逐渐敞开心扉，学习勇敢表达自我、管理情绪，在交流与分享中
获得心灵的支持与成长的力量。

“这些物资承载着社会的关爱，而心理团体辅导则致力于抚慰孩
子们的心灵，帮助他们建立自信和阳光心态。”聊城市福利彩票中心
主任薛玉强表示，“希望通过活动，呼吁社会各界更加关注困境儿童
群体，汇聚更多力量，共同为他们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聊城市“护童成长”暑期困境
儿童关爱活动在冠县启动

本报讯（记者 姬翔 通讯员 张
福庆） 连日来，高温天气持续，给户
外劳动者带来诸多不便。为切实保
障一线户外劳动者的健康权益，传
递工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临清市
30 余家工会驿站全天候开放，为他
们撑起了一把坚实的“遮阳伞”。

在临清市新华路周边区域，负
责保洁工作的环卫工人，每天完成
工作后都会不约而同地来到附近的
工会驿站。驿站内，电视、空调、冰

箱、饮水机等设备一应俱全，还有充
足的防暑降温物资。在这里，户外
劳动者热可乘凉、累可歇脚、渴有水
喝。“干完活都来这里凉快凉快，渴
了有水喝，冰箱里还有冰块。驿站
里还安装了空调，真是好！”环卫工
人张玉梅的话语道出了众多户外劳
动者的心声。

近年来，临清市总工会将工会
驿站精心打造成服务职工群众的重
要阵地。目前，30 余家工会驿站正

全天候开放。临清市总工会综合部
一级科员卞玉鑫介绍，针对今年的
高温天气，他们特别升级了驿站服
务：“我们组织志愿者开展送清凉到
一线活动，为不便到驿站的劳动者
送去清凉礼包，并增加防暑物资储
备，同时，引导部分重点区域驿站根
据户外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延长服务
时间，为户外劳动者提供贴心服
务。”

临清

30余家工会驿站撑起“遮阳伞”

本报讯（记者 任焕珍 通讯员 韩雪 郭金行）7月4日，在冠县
文化和旅游局演播厅，大型红色舞台剧《卫河红船》正在排练。该剧
以抗日战争时期冠县根据地卫河边秘密渡口真实事件为原型，讲述
小交通员护送八路军女军医执行任务的感人故事。

今年以来，冠县以“基层治理提升年”为抓手，持续深化文化体制
改革，通过搭建乡村大舞台、挖掘红色资源、传承本土文艺，推动群众
文化活动蓬勃开展，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新活力。冠县文化图书馆
馆长张临宇介绍，该县以“百姓报名百姓演·百姓演给百姓看”为主
题，发动文艺团体、文化志愿者等基层创作骨干，深入挖掘红色资源，
创作优秀文艺作品。赵健民事迹、血水井惨案、“卫河交通队”故事
等，都成为创作素材。

在传承红色文化的同时，冠县还注重挖掘本土文化和传统文
艺。7月6日，一场乡村消夏晚会热闹开场。舞台搭在广场，灯光亮
起，村民们纷纷登台展示才艺，快板、歌舞、杂技等节目轮番上演，台
下掌声不断。冠县通过“百姓村晚”挖掘草根艺人，依托“一村一年一
场戏”盘活民间票友，让田间地头的普通人站上舞台中央。据统计，
今年以来，冠县“百姓村晚”已在18个乡镇（街道）开展23场，挖掘出
大批乡村文艺人才；“一村一年一场戏”配送经典戏曲1100余场，覆盖
760个自然村和10个社区。

为扩大文化活动影响力，冠县文化和旅游局还打造了“百姓看”
的全媒介模式，采用“线上+线下”融合方式，通过“冠县融媒”App、微
信视频号、抖音号等平台对文艺活动进行全程直播。截至目前，已累
计直播137场，观看量突破120万人次。

冠县

乡村大舞台唱响群众新生活

本报讯（记者 赵琦 通讯员 金宗摇） 7 月 6 日，莘县“文化书
院 健康相伴”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启动仪式举行。

建设文化书院是莘县为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打造的
民生工程。目前，莘县已建成6个省级试点、28个县级试点，形成了

“整合资源、上下贯通、综合协调、打破壁垒、激活主体”的工作格局，
相关工作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前列，“一个剧场唱全县”“一支画笔画城
乡”“一把扫帚扫全城”等相关项目不断深化。

书院通过开展图书阅读、专家讲座、技能培训、实践活动等多样
化服务，为群众提供理论宣讲、文体活动、健康养生等高品质文化供
给，已成为群众家门口的“精神家园”。“文化书院 健康相伴”项目，实
现了从“单打独斗”到“协同发力”，从院内走向院外，通过整合资源，
打造平台“聚拢五指成一拳”，让健康理念深入人心。

莘县将明确目标定位，创新推进机制，丰富活动载体，齐心协力
把“文化书院健康相伴”项目打造成莘县新时代文明实践的亮丽名
片，为提升群众健康水平、推进精神文明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莘县扎实推进“文化书院 健
康相伴”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

7月8日，在颐馨园幼儿园，开发区特战救援队队员开展防溺水
安全知识宣讲。夏季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为切实加强青少年儿童
安全教育，预防溺水事故发生，开发区特战救援队积极走进校园，开
展防溺水安全知识宣讲活动，为少年儿童生命安全筑牢防线。

■ 本报记者 尹腾淑 本报通讯员 张琳琳

姜天瑜研究棋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