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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王兆锋 肖会
本报通讯员 王思蔚

5月1日，为期4天的2018山东省民间艺术博
览会在聊城圆满落幕。记者从组委会获悉，本
次民博会全程面向市民免费开放，“五一”期
间共吸引7万余人次观展，让聊城市民真正享受
到了惠民乐民的文化盛宴。

本届民博会由山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中共聊城市委宣传部主办，山东省民间文艺家
协会、聊城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承办，聊城市
民间文艺家协会、东昌府区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东昌府区民间文艺家协会、聊城水上古城
景区、鲁西民间艺术体验馆等协办。

本次盛会是聊城市文艺界纪念改革开放40
周年、聊城撤地设市20周年，以实际行动加快
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促进聊城高质量发展，用
文艺讲好聊城故事、传播聊城好声音，打造山
东省民间艺术知名品牌和聊城文艺新名片的重
要文艺展会，有力提升了聊城城市的整体形
象、推动了山东民间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

在去年成功举办2017山东省民间艺术博览
会的基础上，2018山东省民间艺术博览会的影
响力显著提升，不但吸引了青林海、霍庆有等
代表全国最高水平的民间艺术家来聊献艺交
流，还有天津时代记忆公司总经理郭晓飞、青

岛市民俗学会会长田清来、菏泽市民间文艺家
协会主席王宝祥等率团来现场考察，他们对
2018山东省民间艺术博览会的有关组织情况给
予了很高评价并提出了宝贵建议。

来自全国各地的民间艺术大师和技艺精湛
的艺术作品为全市人民带来了精彩纷呈的文艺
大餐，营造了古城欢快热烈的节日氛围，成为

聊城古城区“五一”假期的一道独特的风景。
据聊城市旅游发展集团不完全统计，五一期
间，前来参观民博会的达7万多人次，实现现
场交易额及达成协议金额1000多万元。

对于民间艺术如何更好地传承，参会的民
间艺术人士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天津杨柳青木板年画传统技艺国家代表性

传承人霍庆有说：“传承面临着后继乏人的问
题。民间艺术，大部分是民间艺人个人家传。
我在天津算干得不错的，能够每月给学生支付
两三千元的工资，再多了就拿不出来了。虽然
国家大力弘扬传统文化，但不少年轻人对此并
不感兴趣。有关部门做了很多工作，但有的工
作没做到点子上，比如有的地方给非遗传承人
办学习班。讲课的老师在这方面还没我们传承
人懂的多，效果并不好。”

传播、传承民间艺术，许多人在努力。东
昌木版年画省级传承人郭春奎，在传统的门
神、灶王、吉祥画等基础上，大胆革新，广泛
取材，立足于当下聊城，大量搜寻老故事，把
故事内容刻进木版年画。在营销上，他将木版
年画装订成精美的册子，打高端市场，年最多
卖出8万元。此外，他还酿酒，将卖酒的收入用
于支持东昌府木版年画的传承。

有了资金保障，老郭建起了永兴堂民俗文
化传承大院作为基地，免费开放，让更多人了
解木版年画，体验木版年画的雕刻、印刷过
程。现在成为当地有名的文化景点。现在，郭
春奎每周三都去中小学义务讲课，让更多的孩
子了解东昌木版年画，了解文脉传承，很受欢
迎。“作为省级非遗项目传承人，这是我的责
任。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不能断在我们手
里。”郭春奎说。

7万游客尽享省民博会文化盛宴

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不能断在我们手里

□王兆锋 报道
4月30日，在2018

山东省民间艺术博览会
现场，聊城市民间艺术
(东昌剪纸)大师韩秀芹
(左一)，在教孩子学习
剪纸。

□孙亚飞 王运兰 报道
本报莘县讯 近日，莘县燕塔街道办事处

审计所、办事处扶贫办组成联合检查组，开展
扶贫专项资金审计调查整改活动。本次活动共
抽查走访了85户贫困户，发现问题2例。

通过加强对贫困人口基础信息审查，准
确、及时地掌握、更新信息，燕塔街道已经建立
起贫困人口动态管理机制。并通过促进扶贫工
作建章立制，分别制订了扶贫资金管理办法、项
目管理办法、建后管护办法等，进一步完善管理
制度。燕塔街道在今年实施的扶贫项目中，严
格要求每一笔扶贫资金都充分、高效地用于扶
贫攻坚、服务于贫困群众。针对发现的问题，
燕塔街道党工委将持续推进审计整改。

燕塔街道审计整改

助力精准扶贫

□记者 高田 通讯员 张博 报道
本报聊城讯 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围绕

“户年人均纯收入和吃穿不愁、义务教育、基
本医疗、住房、饮水安全有保障”的脱贫标
准，想办法、定措施，逐一销号，集中力量完
成23户71人的脱贫任务；坚持脱贫不脱政策，
继续对已脱贫仍享受政策的1365户2563人给予
帮扶，巩固脱贫成果。

贫困老年人和因病致贫返贫贫困户、各类
残疾人士是当前脱贫攻坚的难点，开发区灵活
施策，对症下药，加大帮扶力度，确保取得实效。

针对丧失劳动能力、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
的老年贫困户，实行“法”“德”并举，发挥
村规民约作用，推广“定养老事、签养老状、
交养老钱、张养老榜、贴不孝单、立养老规”
养老扶贫模式。将各村70岁以上老人的养老情
况张榜公示，对道德约束不起作用的，由村委
会诉诸法律渠道予以惩罚，逐步建立起尊老、
敬老、养老的长效机制。积极探索集中供养模
式，整合养老服务和医疗资源，今年将集中新
建2—3处医养共同体，将辖区符合条件的老弱
病残特困群体进行集中托管。采取政府提供扶
贫公益岗位的模式，选聘一批护理人员，特别
是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对缺少生活自理能
力的贫困人口提供照料服务，今年要实现有护
理需求的贫困户照料服务全覆盖。

完善针对贫困人口的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居民大病保险、医疗机构减免、医疗救助和医
疗商业补充保险的多重保障制度；充分发挥签
约医生帮包贫困户的作用，为患病贫困人口就
医创造更加便利的条件。经过各项保障后，贫困
户个人负担政策范围内的医疗费用，低于政策
范围内医疗总费用的10%，切实解决了因病致
贫、因病返贫问题。

开发区精准帮扶

特困群体

□ 本报记者 王兆锋 孙亚飞

河水清清，桥头，一树白色的槐花开得正
香。旁边的麦田里，绿油油的小麦正在抽穗扬
花。

“现在村里的浇地问题解决了，多亏了村
党支部书记李春贺，自己拿钱给我们挖河。原
先浇地需要二级抬水，我流转的100亩地，从农
历正月十一开始浇，得2个月才能浇完，现在水
通到地头了，几天就浇完。这个80后的村支
书，有干劲，乡亲们服气！”5月7日，高唐县
杨屯镇司家洼村村民李法政说。

38岁的李春贺是司家洼村党支部书记，也

是杨屯镇第一个80后村党支部书记。他退伍后
在县城务工多年，2017年底村里党支部班子换
届被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为此，他毅然辞去了
原本体面的工作，回到村里，决心为乡亲们做
些事情。

李春贺把自己的电话号码贴在村委会办公
室门口，24小时开机，随时听取乡亲们的意见建
议。许多乡亲反映浇地难。“村里681亩地，从来没
有彻底浇透过。有的人家几亩地，10天也浇不完，
平均一亩地要花50多元。”村里老党员李金忠说。

司家洼村有条东西沟从村里经过，但由于
地势高，且常年未清淤，长满了杂草，沟子里
早就没了水，常年来百姓只能到邻村河里抬水

浇地，哪能供得上681亩地的需要。
村民们都以观望的态度，看着这位书记如

何点燃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李春贺决定
第一把火先挖河，解决村里的灌溉难。

村集体没钱，拿不出来钱雇挖掘机挖河引
水。几天都没睡着觉的李春贺做了一个决定，
“浇地是老百姓的头等大事，既然没钱挖河，
俺就自己拿！”并没多少积蓄的李春贺，自掏
腰包拿出两万余元雇来挖掘机，对村里河沟进
行清淤深挖。顶着清明节的大北风，他在现场
盯着施工。

挖出5000多立方米淤泥，5天时间疏通了河
道，解了村民的“燃眉之急”，周边4个村也跟

着受益。施工完毕，李春贺患了重感冒，嗓子
沙哑，好几天说不出话来。

“现在浇地，省时省力省油省钱，平均浇
一亩地只花24元。”李金忠说。

李春贺的第一把火，引起乡亲们纷纷点
赞。“个人出钱，给老百姓办实事，凝聚人
心。要是书记能想方设法解难题、办实事，群
众的日子就会越来越有奔头。”李法政说。

“下一步俺打算搞大棚种植，引导村民发
展规模化特色种植和生态休闲农业，走出一条
特色乡村振兴之路。”李春贺说。他已经带领
村民代表去莘县考察香瓜种植，准备引进香瓜
种植，带领乡亲们致富。

自掏腰包两万余元解决村里灌溉难题

80后村支书的头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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