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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秀萍 周静 报道
本报茌平讯 近日，茌平县再次提高义务兵

优待金标准，达到10514元，首次突破万元大关。为
切实做好全县义务兵优待工作，茌平县建立健全
优待标准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联动机制，以不
断激发适龄青年投身国防建设的积极性。

茌平县《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征兵工作
的实施意见》指出，今年义务兵优待标准以2013年
度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10514元为基数，比去年提
高1255元，增幅达13 . 55%。同时，做到“四个增发”，
即进藏义务兵，在享受基本优待金的基础上，增发
1倍；新疆、青海等艰苦地区服役义务兵，年优待金
按优待标准增发50%；大专以上毕业生义务兵服
现役期间，年优待金增发20%；大军区以上单位授
予荣誉称号和荣立一等功、二等功、三等功的，分
别增发40%、30%、20%和10%。

截至目前，茌平县义务兵优待金已通过农村
信用社“一卡通账号”全部发放到位，全县2012年
和2013年入伍的义务兵家庭共计500户，发放优待
金560多万元。

经本公司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派生分立出
聊城润康饲料有限公司(筹)，本公司存续。本公
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500万元减资至500万元，
新设立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本公司
分立前的债务由分立后的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本
公司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
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公司
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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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李 金 红 身 份 证 ( 身 份 证 号 ：
372501197411203349)丢失，特此声明。

2 .梁月甫的《房屋所有权证》(证号：房权证冠
字第5975号)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3 .赵玉国，身份证(证号37250119760504151x)、
失业证(编号110320)丢失，特此声明。

4 .冠县双圆大蒜种植专业合作社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371525NAOOo715X)丢失，声明作
废。

5 .山东聊城宏昌管业有限公司，企业注册号
371500200017795，企业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
声明作废。

6 .山东聊城宏昌管业有限公司税务登记证
(税号：372501576611218)、组织机构代码证(编号：
57661121-8)、公章、法人章丢失，声明作废。

□罗新刚 报道
本报莘县讯 “以前忙完了农活，闲下来就

不知干啥好了。现在有了大院，我们能来这儿跳
跳舞、听听讲座、看看书，大家都觉得充实多
了。”莘县燕塔街道谢庄村村民王春萍说。

在文化大院里，既有宣传优生优育、生殖健
康知识的展板，又有村民健身设施，还有群众喜
闻乐见的秧歌队。像这样的文化大院燕塔街道共
有9个，农家书屋44个。人口文化大院以服务惠
民、以文艺乐民、以真情牵民、以道德育民，不
仅使计划生育工作得到有力保障，还丰富了农民
精神文化生活，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新进展。

实施环境综合整治，改善村容村貌。西毛坊
村村民毛宗群难掩心中的喜悦：“俺村修了村
道、装了路灯、还有保洁员对垃圾日产日清，现
在村容村貌焕然一新。”街道投入160多万元，
用于建设垃圾池、购买环卫车辆和保洁工具。为
44名保洁员全部投了意外伤害险，统一订做了环
卫服。目前44个行政村均实现了卫生保洁网络全
覆盖，各村垃圾做到了日产日清。

茌平义务兵优待金

突破万元

燕塔街道让农民

精神上也富起来

遗失声明

分立、减资公告

□张丁材 报道
本报莘县讯 6月9日，在山东火太阳机电科

技有限公司项目建设现场，4座标准化厂房已建
设完毕，一批工人正忙着安装设备。火太阳机电
科技项目总投资5亿元，是去年大张家镇在广州
驻点招商中与广州市新平兴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签
订的项目。

自去年以来，大张家镇遵循“资源换产业”
的发展理念，结合本地有资源、有基础、有优势
的产业，以及外地产业转移的特点，找准“资
源—产业”的对接点，在招商引资方面狠下功
夫。利用丰富的特钢资源，先后引进了火太阳机
电、金钛特种设备制造、万佳锁业等过亿元的项
目，产生了机电加工和钛材加工两个新产业。

为此，该镇集中优势力量，进行机电加工产
业园和钛材加工产业园的招商和建设。坚持产业
链招商的理念，注重引进与原有产业相近或配套
的项目，为产业做大做强夯实基础。钛材加工是
去年该镇党委书记顾磊从陕西宝鸡引来的高科技
新产业，为了发展这个产业，今年，大张家镇除
新引进投资3亿元的金钛特种设备铸造项目外，
还与宝鸡钛产业研究院建立产学研合作框架，在
古樱路两侧规划建设莘县钛产业园，着力引导钛
材加工配套产业项目，围绕这些行业开展招商。
目前，已有9家宝鸡钛产业企业达成投资合作意
向，即将落户大张家镇。

莘县大张家镇

兴起两大新产业

□ 孙亚飞 王守兴

中国大运河会通河阳谷段，位于阳谷县
域东部，南北流向，南起张秋金堤闸，北至阿
城下闸北一千米，穿张秋镇区、阿城镇区，途
经11个村庄，全长19公里。

6月23日，阳谷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
长訾士勇介绍说：“去年中秋节，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指派的国际古迹遗址
理事会印度籍专家莉玛·胡贾女士到阳谷实
地考察评估大运河时，十分认可我们的大运
河修复工作，还主动与村民们合影留念呢。”

莉玛·胡贾的态度让奋斗在运河阳谷段
的工作人员踏实了不少。此前，为确保中国大
运河会通河阳谷段能够得到国际专家的认
可，阳谷县在修复工作中可谓是“斤斤计较”，

对细节上的苛刻，更是让同行都感到不可思
议。“古闸的石料被风化和人为破坏的很多，
所以我们只能增加一部分仿制石料。同时，每
一名施工人员在上工前，我都会给他们讲解
古闸石料与现代石料的不同，并且要求他们
亲自用手去触摸古闸石材的纹路，这样他们
才能在实地工作中，不至于随便拼砌。”阳谷
县文物管理所所长李苑峰说。

当第一座古闸修复完成后，普通人甚至
无法从外观上辨别出石料的新旧，对此，有人
抱怨说：“全都看起来一样，这让国际专家来
了怎么辨别？”一听到这个问题，李苑峰的倔
脾气一下就犯了：“这座古闸是文物，修复就
应该遵循历史的真实性进行！”

在修复过程中，同样有倔脾气的，不止李
苑峰一个。李苑峰说：“眼看就要到申遗的时
间了，可是阿城下闸的进度还未完成。当时我

找到施工队的队员们，将申遗的重要性和阿
城下闸修复的意义一讲，没想到工头振臂一
挥，大呼一声‘干’！工人们立马就跟着他挽着
袖子开干了，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已经晚上11
点多钟了。虽然时间紧张，但是大家还是坚持
不打马虎眼。工人们一旦发现石料拼在一起
不合适，马上就更换。看着每一组从工地回来
的工人都累憨了，我非常感动。”

曾经的汗水没有白流，运河的修复工作
也依然没有止步。“现在，我们一边考古，一边
勘探，一边调查修复，决心要让大家看到真正
的大运河。”李苑峰告诉记者，运河的修复容
易，但是长期的保护工作，却不是一两个部门
的合作就能完成的，需要所有人的共同努力。

上图：莉玛·胡贾（中）实地考察评估大运
河阳谷段。

□ 高田 王会 郭超

聊城辖区运河段有临清和阳谷两段运河列
入运河保护和申遗名单。其中，临清段共8公里，
包括两部分：南段为明运河(俗称“小运河”)，从
邱屯枢纽至临清头闸(板闸)，此河段共6 . 8公里；
北段为元运河，从邱屯枢纽至临清闸，此河段共
1 . 2公里。运河钞关、鳌头矶2处遗产点被列入申
遗名单。

临清会通河段与鳌头矶、临清钞关等共6处
节点，是京杭大运河申遗的重要环节。为了更好
地配合京杭大运河申遗，临清对会通闸进行了
清淤，并开展了试掘工作。临清市文史专家马鲁
奎介绍，临清会通河段开凿于元朝至元二十六
年(公元1289年)，并于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年)
和元贞二年(公元1296年)分别修建了临清闸和
会通闸，这两处船闸与隘船闸一同称作运环闸，
是元朝会通河上的重要水利工程。

在运河申遗项目中，真正整体由人工开凿
而成的水道，就是会通河。仅存的1 . 2公里会通
河原始生态河段，就是临清从邱屯枢纽至临清
闸的一段，这是原汁原味的元代运河遗存，也是
运河古老历史的珍贵代表。

临清地处会通河最北端，系南运河的起点，
是大运河漕运中极重要的节点，有“漕运咽喉”
之称。会通河是人类历史上超大规模水利、水运
工程的杰作，其为解决高差水位及水源问题而
形成的重要工程实践。临清会通河“连环闸”与

“闸河”上众多船闸、水闸一起，以至今清晰完整
的演进历程，体现了传统运河工程的创造性和
技术体系的典型性。

2013年是临清的“运河年”，重新清淤、疏通
了会通河，使得临清闸与会通闸重新进入公众
视野。会通河是公元13世纪前，人工开凿的跨岭
运河，其高差调水、梯级船闸，比欧洲最早的类
似工程早了近300年。其以丰富多采的多样性、
复杂性和系统性体现了东方文明特点的工程技
术体系，代表了工业革命前农耕时代土木工程
的杰出成就，被《国际运河古迹名录》列入世界
上“具有重大科技价值的运河”，是世界运河工
程史上的里程碑。

□ 本报记者 王兆锋

母亲激励再难也要走下去

赵中田家有个化肥袋子，里面装的是满满
的笔记本、稿纸。这是他34年来的心血结晶。

1980年，赵中田高中毕业后回家务农，并在
晚上伏案搞文学创作。母亲对他说：“我会唱的
200多首民歌、民谣足够你出书的了，你甭在灯
下瞎编了。”母亲的一句话，改变了赵中田的人
生，从此，他开始沿大运河两岸收集歌谣、游戏、
俗语，这条路一走，就是34年。

赵中田家庭的经济来源全靠5亩农田，每次
出门，他都是自带干粮。他曾经因为路费花光而
乞讨，因为吃变质的馒头而病倒在他乡……现
年仅54岁的赵中田，干瘦，头发掉了三分之一。

2005年，赵中田的母亲卧病在床，但她一想
起民谣，就艰难地下床，拄着双拐去说给赵中田
听。20米的路，中间要休息4、5次。

“那年4月，母亲带着不舍离开了我。临终前
嘱托我：再难也要把这条路走下去！”谈起此事，
赵中田的声音仍有些哽咽。

这几年，赵中田总是怀揣着父母的遗像外
出采风。每年清明节，赵中田总是把浸透着自己
大量心血的手稿，摆在父母坟前祭奠。

十几项可以申报国家级非遗

经过多年的奔波，赵中田采集了300多万字
的运河民俗资料。从2003年起，他开始对收集到
的资料进行整理。

经过几年的努力，他把采集到的民俗资料
分为7大类：审美民俗、人生民俗、天时民俗等。
其中，审美民俗共计200万字，又分为民间歌谣、
民间方言俗语及民间游戏等五种，民间歌谣有
1600余首，包括生活歌谣、信仰歌谣、劳动歌谣、
爱情歌谣等，这些歌谣生动地反映了运河山东
段两岸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再现了当地

的风土人情和社会面貌；民间方言俗语有2600
多条，反映了鲁西运河两岸的民俗民风；民间游
戏有218项，包括健身、益德、益智游戏等，其中
仅地头棋，就有40多种，反映了运河沿岸农村孩
子们多姿多彩的乡村生活，充满了童真与野趣。

经有关专家评估，赵中田的这些“田野调
查”资料具有巨大的历史文化价值，这其中，至
少有十几项可以申报国家级甚至联合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如清代“地头棋”之一的“二十四子捉
王伦”，就是当年乾隆皇帝为消灭民间反清领袖
王伦而组织颁布的，既有时代印迹，又有一定的
娱乐价值，至今已很难见到。

谈起自己的这些“宝贝”，赵中田紧皱着的
眉头微微舒展：“省民俗学会原会长李万朋等许
多专家学者，都对这些歌谣给予了很高评价，认
为它们丰厚俗真、洗尽铅华，不仅具有很高的审

美和学术价值，还将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

希望尽快结集出版

赵中田有许多遗憾。为保护自己收集的文
化资料，避免被时间和环境破坏，应尽快把它们
结集出版，推向社会。可他没有钱，经过多年奔
走求援，也收效不大，目前只出版了《运河谜
遥》、《阿城文化》两本书。

2006年，韩日文化交流协会常任理事长郑
秀雄来华访问，当得知赵中田的事迹后表现出
浓厚兴趣，专门来到赵中田家中考察，表示要把
他整理的资料在韩国出版，费用全由郑秀雄来
承担，并送给赵中田2万美金。赵中田婉言拒绝
了：“我们自己的文化就应该落根在中国，然后
再发扬全世界。”

赵中田的另一大遗憾是，随着老人们的去
世，一些民俗文化就此失传。赵中田曾经从“打
花相行”的代表吴子陵老人那里“偷艺”，偷学了
几十首民谣，随着老人的去世，一些民谣也失传
了。会原汁原味唱“夯歌”的两位老人也去世了。
赵中田说：“我恨不能把自己分成两个人用，把
这些宝贵的资料抢救下来！我将继续走大运河，
不为别的，只为把中华民族的记忆延续……”

□ 本 报 记 者 杨秀萍
本报通讯员 魏 敏 王长栋

聊城运河学研究院院长李泉：

将“文化因素”注入“水”中

运河8年申遗，今日梦圆多哈，亿万民众为
之叫好，这真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然而，我
们仍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申遗成功仅是第一
步，我们对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任重道远。

如果说其他文化遗产是一个个点，那么运
河文化遗产则是呈线状分布的，它不是某个人、
某个地区仅凭一己之力就能保护好的，需要沿
线亿万民众共同维护，任何一个地方出了问题，
这条线都将出现断裂。

同时，运河文化遗产大都散落在沿线的乡
村，战线长、点分散，无法与民众隔离，有的可观
赏性还差，将很难带来经济效益。对于这些遗
产，后期的维护费用靠什么来支撑？因此，地方
政府要充分认识运河文化遗产的特点，缜密论
证、科学规划，充分发挥其在旅游、文化建设等
方面的积极作用，真正将其维护好，使效益得到
充分发挥。

对于聊城而言，应着力打造运河文化的亮
点，凸显主题和特色，真正将“文化”的因素注入

“水”中。值得注意的是，人作为文化的主体，要
将“人”的因素注入“水”和“城”中，唯有如此，

“文化”的活力才能竞相迸发。

聊城大学文学院院长刘东方：

凝练独特的现代文化

聊城文化内涵丰厚，大致包括三大块：第一
是农耕文化，作为一种静态文化，农耕文化的特
色在当代聊城人身上依然有所体现，即勤奋、踏
实、保守的民众性格；二是水文化，也可以说是
河的文化，它是一种交流的、动态的商业文化。
除此之外，就是孔孟之道，即我们当前正在大力
弘扬的传统文化，这在当前的聊城也有很明显
的体现，像尊师重教等。

土地的文化、河的文化、儒家文化，这三者
共同构成了聊城文化的丰厚内涵。而当前的聊

城，正是处于由以上三种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过
渡阶段，简而言之，其实就是传统文化向现代文
化的过渡。

对于当前的聊城而言，应抓住运河申遗成
功的契机，挖掘传统、立足现代，要抓住机遇，敢
为天下先；要提高效率，勇往直前。

胡适所谓“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就是在昭
示我们，要在继承传统文化精华的基础上，与现
代文明完美对接，最终形成和凝练出独具聊城
特色的现代文化。

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馆长陈清义：

让大运河可持续发展

一直在关注运河申遗的相关动态，我们的
全体馆员都在热切期待这一天的到来。几天前，
运河申遗成功的消息刚刚公布，我们就开始着
手相关请示工作。首先，和媒体配合开设了关于
运河文化的专栏；这两天，又在忙着筹备中国运

河文化保护与申遗的成果展，本次展览是由省
文物局、聊城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国运河文化博
物馆承办，届时，申遗过程中搜集的各种图片、
文字、文物等都将被展示出来。

运河申遗从启动至今已近8年，其中包括清
理、整顿、修复、疏通等一系列繁杂而艰巨的工
作。由于涉及的地域广，又面临文化遗产保护与
开发、工作进展不一等各种问题，申遗之路走得
并不轻松。未申遗前，大运河是中国的遗产，申
遗成功后，大运河将成为在中国的世界遗产。申
遗的成功将使保护遗产的理念在民众中得到更
为广泛的传播。从此，广大游客又多了一个可以
观赏、品味历史的世界文化遗产。

历代聊城人都有着难以割舍的“运河情
结”，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开始筹划建设一座
全面展示运河文化和聊城历史的综合性博物
馆。经过多年的精心准备，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
实现了历史与现代的完美结合，成为规模最大、
时间最早，也是文物最多的运河文化博物馆，在
展文物达600余件，加上部分新征集的，将达到
上万件。

下一步，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将为运河文
化遗产提供展示的优良平台，力争为大运河珍
贵的文化遗产提供最好的保护。此外，我们还将
全力配合好相关部门，进一步探讨巨型线性文
化遗产，让蕴含丰厚内涵的大运河流淌向可持
续发展的未来。

让大运河流向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 聊城专家为大运河发展出谋划策

行程几十万公里，采访了数以万计的人，收集抢救了300多万字的大运河民俗文化资料———

34年，一位农民对大运河文化的守望

◆悠悠运河，漫漫历史，流淌着中国文化的血液；纵贯南北，无数人家平静地生活在运河
两岸，演绎着“活”的文化景观。大运河申遗成功给运河遗产的保护提供了难得的契机，然
而，申遗成功仅是第一步，对运河遗产的保护任重道远。日前，聊城3位运河研究、文化和文
物保护专家，为大运河的发展出谋划策。

临清打通节点

助力申遗

◆“中国大运河项目入选世界文化遗产目录，我很高兴，希望我34年收集整理的运河文化资
料，能尽快整理出版，为传播运河文化出份力。”6月24日，阳谷县阿城镇赵店村的赵中田说。

为收集、抢救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34年来，赵中田跑遍了长江以北大运河沿岸的数千
个村庄，行程几十万公里，采访了数以万计的民间老人，收集抢救了300多万字的大运河民俗
文化资料。这些资料，有十几个项目可以申请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阳谷人的“倔脾气”征服联合国申遗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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