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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聊城抗战记忆

■ 本报记者 刘亚杰

6月30日，清晨的阳光穿过古槐枝
叶，洒在冠县北馆陶镇一座青砖黛瓦的
清代建筑上。在古建筑东侧，一座上下
二层的展馆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瞻仰。

“这里就是中共鲁西区委旧址。1939年
1月15日。中共鲁西党委在西侧的清代
县衙内成立。”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为了
纪念抗战时期那段峥嵘岁月，2024 年 6
月，中共鲁西区委旧址纪念馆应运而生，
里面记录着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
血，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感人故事。

步入旧址序厅，巨大的鲁西区辖区
图映入眼帘。地图清晰地显示，其范围
涵盖了整个聊城，还包含泰安、德州津浦
路以西区域，济宁、菏泽北部及河南、江
苏、河北部分区域，战略地位举足轻重。
一组主题雕塑更是引人注目：顶部延安
宝塔象征党中央的指引，中部光岳楼代
表聊城驻地，下方是鲁西区党委旧址及
黄河、大峰山等战斗地标。雕塑前排，邓
小平、刘伯承、罗荣桓等开国元勋的英
姿，与后排张霖之、段君毅等地方领导的

身影共同定格了那段并肩御侮的烽火岁
月。

1938年11月聊城沦陷，范筑先将军
殉国，鲁西抗战危在旦夕。在党中央“派
兵去山东”的号令下，陈赓等率部驰援，
稳定局势。1939年1月，整合鲁西北、鲁
西等特委力量的中共鲁西区党委在馆陶
正式成立。

1939年1月至8月，鲁西区党委迅速
恢复各级党组织，并迎来关键支援——
罗荣桓、陈光率115师近5000人抵达鲁
西。两股力量汇合，鲁西军政委员会应
运而生。这一时期，日寇疯狂进攻我根
据地，鲁西区军民浴血奋战，抗日根据地
得到巩固与发展，其中香城固伏击战、樊
坝战斗、琉璃寺战斗等尤其著名。为了
发展党组织、壮大抗日武装、巩固根据
地、打击日寇，鲁西区党委还召开了一系
列会议，对战略战术、工作方式方法等进
行了统一部署。著名的斜店辛庄会议、
泰西会议、第一次扩大会议等，进一步确
立了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坚定了党的
领导的战略定力，明确了宣传发动和依
靠群众的战略决策。

1939年后，鲁西区抗日根据地发展
迎来高潮。与此同时，发展经济、改善民
生，成为根据地建设的重中之重。根据
地相继建立鲁西银行，统一货币；实行减
租减息，人民群众的负担减轻；大力发展
农业、工业、商业贸易，繁荣根据地的经
济，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同
时，大力恢复发展各类学校教育，繁荣新
闻出版业，出版各类图书报刊，成立各类
文艺团体，人民群众的思想得到解放。
这一时期，鲁西区统一战线工作取得辉
煌成就。

在纪念馆二层，一组组记录日伪军
暴行的照片触目惊心。1941年6月，泰
西军分区后方医院驻肥城县马家堂村，
因汉奸告密，被日伪军突袭，96 名伤员
及工作人员，除5人突围，其余全部被俘
或被杀，日伪军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马家
堂惨案。这一时期，鲁西区遭到日伪军
的多次围攻，发生一系列著名战斗，如潘
溪渡战斗、苏村阻击战、十里雾遭遇战、
塔头村战斗等。其中，十里雾遭遇战击
毙日军少将旅团长，受到八路军总部通
令嘉奖。塔头村是馆陶的村庄，日军突

袭时，遭到民兵的激烈抵抗，双方血战4
个小时，40余名民兵壮烈牺牲。

这里，曾浴血奋战的将领更是数不
胜数，从刘伯承、邓小平等开国元勋，到
张霖之、徐运北、段君毅等地方领导，再
到赵镈、赵伊坪等为国捐躯的烈士，他们
共同用生命和忠诚挺起了民族的脊梁。

“鲁西区党委具有‘三高’特点，一是
组织级别高，鲁西区党委相当于省级；二
是在这里战斗过的著名将领级别高，如
刘伯承、邓小平、罗荣桓等，都是开国元
勋，是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三是因其
重要的战略地位，以及重大影响，受到党
中央的高度重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作为鲁西区党委的诞生地，北馆陶这座
运河古镇自古便是人文荟萃之地。如
今，这片红色沃土在新时代焕发勃勃生
机。传统农业镇成功转型，工业园内轴
承、纸制品等产业集聚，生态农业园区高
效发展，新型社区建设有序推进。历史
的烽烟已然远去，但“众志成城、碧血丹
心、前赴后继、视死如归”的精神，依然在
这片土地上激荡回响。

鲁西区委旧址再现烽火岁月

本报讯（记者 赵琦）7月5日，东阿县行政审批服务局通过“容缺不动
产证”和“分阶段办理”为东阿县恒信云府二期项目同步发放了工程规划许
可证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这两项政策真好，使我们的项目提前50天开
工建设，帮助我们节约了大量的时间和经济成本，给你们点个赞！”东阿恒信
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第一分公司负责人刘磊说。

得益于东阿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始终坚持“项目为王”发展理念，在接到
企业咨询后第一时间组织相关科室研讨该项目工程的建设特点，在企业已
缴纳50%出让价款的基础上容缺发放工程规划许可证；并将施工许可证一
次性发放改为基础、主体两个阶段分阶段发放，先行办理3#、5#、6#、7#、
8#、9#楼基础工程阶段施工许可证，工程完工后一并办理竣工验收及备案，
有效缩短了审批周期，加快了项目建设进度。

今年以来，东阿县持续聚焦工程领域审批便利化改革，努力构建便捷、
高效的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实施规划许可与施工许可的压茬办理，深
化“容缺受理+分阶段办理”模式，扩展了房地产项目手续办理的应用场景，
打破内部审批壁垒，大大增强了办理的灵活度和便利性，助推项目早开工、
快建设。

东阿县将继续坚持多点发力，主动靠前服务，优化审批流程，创新工作
举措，全力以赴为企业提供更专业、更高效、更便捷的服务，推动项目快审
批、早开工、见实效。

东阿县

推进工程领域审批便利化改革

7月10日，我市干部群众在孔
繁森同志纪念馆红色文化交流展
厅观看焦裕禄生平事迹展。

当日，焦裕禄生平事迹展在
孔繁森同志纪念馆开展。孔繁森
精神与焦裕禄精神同为中国共产
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两位英模虽处于不同时空、不同
岗位，却有着一脉相承的精神特
质。展览将引领广大党员干部学
习焦裕禄、孔繁森两位楷模的先
进事迹，深刻领悟其精神内涵，从
中汲取源源不断的奋进力量。

■ 本报通讯员 郜雪梅

本报讯（记者 朱玉东） 7月8日，
国家中医药博物馆，聊城市民曾繁凯把
个人收藏多年的113件中医膏方交到国
家中医药博物馆馆长杨荣臣的手中。此
次捐赠是国家中医药博物馆收到的首批
由个人捐赠的中医膏方藏品。

多年来，曾繁凯一直对中医膏方情
有独钟。他的足迹踏遍全国，在长达17
年的时间里，寻访名医、藏家，收集到了

大量珍贵的中医膏方文献和文物。2017
年5月18日，曾繁凯筹建的中国膏方博
物馆开馆。该馆藏品丰富，主要包括三
大核心品类：一是膏方文献，共计10万
余方，涵盖了从古至今的膏方秘方和研
究成果。二是医药古籍善本 322 套，其
中不乏珍稀的古代医药典籍和手稿，它
们见证了中医药学的悠久历史和深厚底
蕴。三是医生的未出版手稿1500册，记

录了医生们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独特见
解，是中医药学宝贵的实践经验积累。
中国膏方博物馆是国内首家专业的中医
膏方类博物馆。2025年1月20日，经世
界纪录认证（WRCA）官方审核，中国膏
方博物馆以 101166 方的收藏量成为全
世界收藏膏方最多的博物馆。

曾繁凯表示，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
的瑰宝，而膏方是中医的精华，应该对其

深入发掘，普惠广大民众。作为民间收
藏者，曾繁凯认为只有让这些名医膏方
走上更高的平台，才能发挥膏方更大的
作用。所以，他将 113 件珍贵的膏方无
偿捐赠给国家中医药博物馆。

杨荣臣表示，坐落于聊城古城区的
中国膏方博物馆藏品丰富、文化底蕴深
厚，是“中国膏方奠基石”。其收藏的名
医膏方有极其珍贵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
值，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学习与研究资
源，国家中医药博物馆将组织业内专家
对膏方进行有效地活化利用。

聊城市民向国家中医药博物馆捐赠113件珍贵膏方

本报讯（记者 王培源）“杂粮谷
物加工成代餐粉等系列养生产品后，销
售额屡破新高。”7月12日，山东阳平食
品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孝鹏说。近年
来，莘县加速推动农副产品朝着专业
化、特色化、品牌化方向迈进，为县域发
展筑牢产业根基，农副产品加工产业呈
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

莘县精准谋划产业转型路径，全面
推进畜禽加工、粮食加工、大豆加工、果
蔬加工等4条加工产业链协同发展，壮

大规模集群效应；依托瓜菜菌博览会，
积极争取举办全国预制菜产业交流大
会，全面提高莘县加工产业知名度，切
实打造以健康食品为主体，辐射北方、
叫响全国的农副食品深加工产业集
群。目前，莘县已连续两年入选预制菜
产业基地全国百强，位列全国第20位；
莘县绿色食品加工产业集群被列入山
东省2025年特色产业集群。

在延伸拓展产业发展链条上，莘
县依托鲁西经济开发区和农高区两大

省级园区，着力抓好龙头企业培育和
重点项目建设，引领产业全链条升
级。依托嘉华股份，着力抓好嘉华大
豆蛋白产业园建设，打造集大豆选育
种植、低温豆粕及油脂加工、大豆蛋白
加工、大豆膳食纤维提取等于一体的
全加工链条；依托宝立食品、森盛食
品、新立信等企业，重点推进浙商高端
食品智造产业园、京东预制菜产业园、
宝莘调味品全产业链等项目，吸引集
聚畜禽加工上下游企业，延伸发展集

畜禽产品、烹饪调味粉、预制料理包等
于一体的预制食品加工链条；依托阳
平食品、梦思香食品等重点企业，着力
引进谷物粮食加工企业，延伸拓展粮
食谷物加工链条；依托至诚蔬果等企
业，大力发展果蔬加工产业，切实补齐
果蔬加工短板。目前，莘县农副产品
加工产业企业已发展到 320 家，其中
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达
42 家，预计年底农副产品加工企业总
产值将达138亿元。

莘县农副产品加工全链发力结硕果

本报讯 （记者 马永伟） 7 月 10
日，山东省能源局对 2025 年度全省绿
电产业园试点园区名单进行公示，我
省共10个园区拟被确定为绿电产业园
试点园区，冠县经济开发区申报的新
能源装备制造产业园成功入选。

近年来，冠县经济开发区抢抓
“双碳”战略机遇，谋划推动一批清洁
能源生产及储能项目，提高园区清洁
能源供应的自给率和稳定性，走出一
条生态优先、集约高效、绿色低碳的
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之路。通过绿

电产业园试点建设，冠县经济开发区
在原有四大主导产业的基础上增加
新能源及配套产业板块，拓展延伸了
新能源产业链条，显著改善了园区的
产业结构。预计到 2027 年底，园区新
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将突破 5.745 万千

瓦，大大提高园区的绿电消费比例，
园区绿电使用占比将达到 60%以上，
年可替代常规能源 1.14 万吨标准煤，
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0.77 万吨，
减少氮氧化物排放约76吨，生态环境
将得到显著改善。

省能源局公示十个绿电产业园试点园区

冠县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园入选

党的作风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任何时候都不能对作风问题
掉以轻心。近期，中纪委通报的多起案例中，年轻干部因违规吃喝问题被严肃
查处，令人扼腕。作为年轻干部，当以坚定决心系好廉洁“第一粒扣子”，不断
提升纪律意识和道德修养，树立起清正廉洁、务实为民的良好形象。

在“学纪律”中筑牢拒腐防变堤坝。要拧紧思想“总开关”，持续深化理
论武装，深入学习《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对违规吃喝问题的规定。
要深刻领悟“奢靡之始，危亡之渐”的警训，将纪律要求内化为日用而不觉的
言行准则。要净化“三圈”，自觉纯洁社交圈、生活圈、休闲圈，对目的不纯的

“感情投资”、别有用心的“小恩小惠”，必须保持高度警惕，敢于说“不”、坚决
拒绝，主动将个人重大事项置于阳光之下，让权力运行的每一环节都经得起
检验。

在“守纪律”中守牢清正廉洁底线。酒杯之中，潜藏着动摇根基的危
机。违规吃喝绝非简单的“人情往来”或“小节无害”。那推杯换盏间，悄然
置换的是公职身份的公信力；觥筹交错中，暗中侵蚀的是权力运行的公平
性。年轻干部政治生命刚刚起步，若在“饭局陷阱”中失足，不仅断送个人前
途，更会折损群众对党和政府朴素而宝贵的信任。因此，违规吃喝绝非小问
题，而是关乎干部队伍纯洁性、关乎民心向背的大政治。

在“正品行”中锤炼干净务实作风。年轻干部作为“围猎”焦点，尤须高
度警觉“饭局陷阱”的诱惑与麻痹。一些年轻干部社会阅历尚浅，对“风腐同
源”“由风及腐”的演变轨迹认识不清，将违规吃喝视为“小节”，殊不知“针尖
大的窟窿能漏过斗大的风”，小节失守终将酿成大祸。只有正心明道、怀德
自重，才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永葆清正廉洁
的党员干部形象。

守廉洁之本，如护苗之根。年轻干部唯有在思想深处筑牢“防火墙”，在
行动上划清“警戒线”，警惕“饭局陷阱”，才能始终在纪律的轨道上行稳致
远。

年轻干部当系好廉洁“第一粒扣子”
■ 田一珂

本报讯（记者 刘敏） 7 月 10 日，记者自东昌府区人民法院了解到，
2024年，全院共受理各类案件2.92万件（含诉前调解），结案2.84万件，法官
人均结案418件。为破解“案多人少”问题，近年来，东昌府区人民法院积极
探索多元解纷与基层社会治理新路径，以打造“昌心调”品牌为抓手，汇聚多
方力量推动矛盾纠纷在源头高效化解。

东昌府区人民法院积极探索府院联动机制，充分发挥“府院”各自在化
解矛盾纠纷、维护和谐稳定、防控社会风险等方面的职能优势，采取旁听庭
审、府院联席会议及类案预警机制等多种形式共画多元解纷“同心圆”；强化
综治中心作用，派驻资深法官入驻并设立“速裁法庭”，在案件较多的街道设
立“法官工作室”，现场指导调解员开展工作，以示范性诉讼引领解纷力量提
升，实现效能放大效应，推动纠纷化解。

同时，东昌府区人民法院借助信息化手段搭建线上调解平台，实现线上
“一网通办”与线下“一站通办”相结合，打破时空限制，让当事人足不出户即
可参与诉讼，大幅提升解纷效率和群众认可度。

此外，东昌府区人民法院注重发挥行业专业性，请“行内人”管“行内
事”，将聊城市建设工程调解委员会等行业组织纳入人民调解平台，在当事
人同意的前提下，通过平台推送案件，由法官指导行业组织合力化解纠纷。
通过前端解纷机制的高效运行，大量矛盾纠纷在诉前得到化解。

探索基层治理新路径

东昌府区打造“昌心调”品牌

本报讯（记者 赵艳君 通讯员 宋健）“原本以为投资建厂手续会很烦
琐，没想到这么快就办好了！这办理速度让我们的投资信心更足了！”7月9
日，谈及临清市的“拿地即开工”模式，山东海泰轴承科技有限公司项目负责
人汪华赞不绝口。

按照以往的审批模式，建设单位须取得不动产权登记证书之后，才能分
别进行工程规划、人防易地、施工图审查、施工许可等手续的办理，手续办理
时间长、企业建设成本高。

“为推动招商引资项目快落地、快开工，我们通过流程再造将‘串联审
批’改为‘并联审批’，由企业提出模拟审批申请，在企业没有取得不动产
登记证书的情况下，采用模拟审批的方式，对项目工程设计方案、施工图、
施工许可材料进行实质性审查，提出模拟审批意见。”临清市行政审批服
务局工程建设审批科科长齐静介绍，待建设单位取得土地使用权并达到
法定审批条件后，审批部门将模拟审批意见直接转为正式审批手续，并为
企业核发工程规划许可证、人防易地建设许可证、图审合格证、施工许可
证，使企业拿地当天即可开工建设，相较于传统审批流程提前了近两个
月，大大缩短了项目建设周期，促进了招商引资项目早开工、早建设，跑出
了项目审批新速度。

临清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持续优化审批服务流程，常态化开展“拿地即开
工”工作，不断扩大“多证齐发”数量和范围，力争打通审批壁垒，形成“土
地+规划+建设”审批深度融合的工作局面，推动项目极便申报、极简审批、
极速落地。

临清市实现“拿地即开工”常态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