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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肖会 通讯员 王希玉 张强 报道
本报茌平讯 6月21日8时，随着一阵警笛呼啸

而过，茌平县人民法院执行局30余名干警乘坐5辆
警车来到辖区韩屯镇冯郎村，对一起排除妨害案件
进行强制腾房。

2017年，茌平法院依法对一起排除妨害纠纷作
出民事判决，判决被告郎某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搬出涉案楼房。

判决书生效后，被告郎某某拒不履行法律文书
确定的义务，让其年逾七旬的父母亲搬至该房屋，
并以其父母年龄大、身体有疾病为由占房，给法院
执行工作制造压力和困难。法院多次告知被执行人
郎某某应尽的法律义务，但其置若罔闻，东躲西
藏，拒绝同办案人员见面解决问题。为保护申请人
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尊严，该院决定依法强制
腾房。为保障腾房行动顺利进行，执行局制订了周
密的执行方案，由执行局长远程指挥，执行干警分
组行动；提前预约好搬家工人，备好救护车辆防止
意外发生；同时邀请检察机关、人大代表和政协委
员来到腾房现场，监督执行过程。

整个执行过程，由人大代表、检察机关工作人
员与执行干警共同进入涉案房屋。执行行动紧张有
序，尽管一度引起被执行人家属反抗，但执行干警
迅速控制现场并安抚家属情绪，将被执行人及家属
用救护车辆带离现场并送至附近医院。经过3个多
小时繁忙的清理搬离，执行干警将被执行人物品统
一安排放置于被执行人家中，并对涉案房屋更换锁
具，将房屋交付申请人，腾房行动顺利完成。

茌平法院

强制腾房惩“老赖”

□ 本报记者 王兆锋 孙亚飞

很多人是因为一个人认识聊城、走进聊
城、了解聊城、爱上聊城。这个人就是孔繁
森。

一面精神的旗帜，在水城上空高高飘扬。
位于东昌湖畔的孔繁森同志纪念馆，开馆以
来，基本陈列先后接待观众2015万人次。其
中，党员、干部约600多万人次，占参观总数
30%，主题性临展先后接待160万人次，全国
“四进”巡展、交流展达950万人次。

红色基因，融进了这个城市的血脉。
“要深入挖掘孔繁森精神的深刻内涵，从

中汲取营养和力量，把理想信念的火种、红色
传统的基因一代代传下去，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为全面开创新时代聊城经济社会发展新局
面而努力奋斗。”聊城市委书记徐景颜说。

打造党性教育品牌

七一前夕，由孔繁森同志纪念馆自主设计
的《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的好公仆——— 孔繁
森》主题展，在四川宜宾赵一曼纪念馆开展。
前来参观学习的市民络绎不绝。

本次展览紧紧围绕十九大精神进行设计，
共74张图文展板、160余张图片和翔实的文字
资料，包括“信念坚定 初心不改”“为民服
务 造福群众”“勤政务实 开拓创新”“敢
于担当 为党分忧”“清正廉洁 公仆本色”
五个部分，回顾了领导干部的楷模、民族团结
的典范、党的群众路线的模范践行者——— 孔繁
森同志的光辉事迹。

展览从6月29日起到7月31日，在赵一曼纪
念馆多功能厅展出。

宜宾是著名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的故乡，
赵一曼与孔繁森都是祖国的优秀儿女，在不同
的年代，以相同的理想、相同的信念，用生命
谱写了一曲共产党人忠心为党、赤心为国的战
歌。宜宾、聊城同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赵一
曼纪念馆与孔繁森同志纪念馆同为名人纪念
馆，希望以此次展览为契机，进一步推进经
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彼此共同
发展、进步、繁荣。

孔繁森同志纪念馆积极开展孔繁森精神
“四进（进校园、进单位、进社区、进军
营）”活动，由该馆自主设计制作的《孔繁森
生平事迹展》巡展先后在聊城大学、山东中医
药大学、福建革命烈士纪念馆、中共一大会址
纪念馆等地巡展。

孔繁森同志纪念馆馆长高杉介绍：孔繁森
同志纪念馆作为全国唯一一家以宣传弘扬孔繁
森精神为主题的英模人物纪念馆，以利用红色
资源、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为己任，
始终把党性教育作为全馆的首要任务，充分发

挥英模人物纪念馆的党性教育功能，打造党性
教育品牌。

为深入挖掘孔繁森事迹，纪念馆从2013年
开始组建《口述孔繁森》访谈项目组，先后两
次进藏，尤其是2016年7月份访谈组历时49
天，行程1 . 3万多公里，从海拔34米的聊城到
海拔4800米的阿里，深入乡村牧区、机关单
位，访谈了48位知情人，征集近200件实物资
料，孔繁森事迹的发生背景、重要的情节细节
因找到“人证物证”得到了进一步确认。截至
目前，口述资料有效时长达5800分钟以上，征
集文物276件套。

传承红色基因

今年七一前夕，聊城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联谊会的成员，参观了中共山东省委恢复
地——— 鲁西第一党支部纪念馆。这是聊城市新
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成立后开展的第一次活
动。

“通过这次参观，我很受感动，当年环境
那么恶劣，条件那么艰苦，多少共产党人用自
己的牺牲和鲜血，为中华民族在黑暗中寻找未
来。聊城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成立后的
第一次集体活动，来这里参观学习，就是要不
忘初心，传承红色基因，提升聊城市新的社会
阶层人士联谊会的政治站位，坚定‘听党话、
跟党走’的理想信念，打响‘新阶层·同心
行’工作品牌。”聊城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
谊会会长邢志勇说。

一件件实物、一幅幅图片，生动地展示着
中共山东省委恢复的艰难历程、共产党人坚定
的信念。大家认真参观，听取讲解，不时进行
交流，有人激动地流下眼泪。

参观时，有一个故事让大家动容。共产党
员徐开先牺牲后，他的母亲王光秀掩埋了儿子
的尸首，擦干了眼泪，勇敢地接过儿子的使
命，担当起了共产党的地下交通员。由于儿子
的牺牲，家里非常贫困，无钱交党费，每到交
党费时，她都团一个泥丸，放入瓦罐里，作为

党费的替代物。
大家讨论说 :“这就是信仰的力量。中华

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经历了多少
坎坷，创造了多少奇迹，要世世代代牢记，要
不忘初心，永远不可迷失了方向和道路。我们
作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要坚定‘听党话、跟
党走’的理想信念，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自己
的努力和贡献。”

聊城是革命老区，在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中，聊城人
民作出了重大贡献，红色资源比较丰富。目
前，已经修建和正在修建的党史遗址、场馆已
超过30个。其中，被评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1个，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7个，全省党史
教育基地11处。

丰富宣传教育方式

经济发展只能让一个地方强大，文化发展
才能让一个地方伟大。

传承红色基因，宣传教育是基本手段。聊
城市党史办的同志就做好这项工作提出建议。

充分发挥革命遗址、红色纪念场馆的阵地
作用。革命遗址、红色纪念场馆是固化的宣传资
源，具有直观性、现场性和长期性特点，对领导
干部特别是青少年具有很好的宣传教育效果。

综合运用传统方式、传统媒体和各类新谋
体，多形式、全方位、多角度地向大众特别是
青少年宣传革命文化，打造聊城革命文化品
牌。比如，充分利用新闻网站、“两微一端”
等新媒体平台，进行经常性革命文化宣传教
育；孔繁森同志纪念馆先后优化网站、微博、
微信平台，增设网上虚拟展馆、全覆盖免费
WLAN、电子读报机和电子图书阅读系统
等，大大丰富了纪念馆开展党性教育的手段。
在重要节日、时间节点，开展集体纪念活动；
开展革命文化教育进课堂、知识竞赛、读书会
等活动；会同宣传部门、单位拍摄有关专题
片。

比如，邀请作家艺术家编写革命文化剧
本，拍摄电影、电视剧、微电影、微视频、动
画片等，尤其拍好在全省、国家叫得响的红色
题材影片，突出聊城革命文化的亮点。聊城市
党史办正与莘县党史部门指导筹拍苏村阻击战
题材的电视剧。组织专家征编青少年喜闻乐见
的革命斗争故事丛书、方便携带的小画册，使
革命文化广泛进入校园，推进红色基因的传
承，确保血脉永续、根基永固。

协助推进革命文化融入旅游产业，将历史
遗存与现实景物相融合，红色主题故事与红色
景点相融合，红色旅游与历史自然旅游相融
合，喻教于乐，使游客在旅玩中接受革命文化
的熏陶。

聊城：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

□记者 高田 通讯员 席真 报道
本报聊城讯 聊城市东昌府区梁水镇王哑巴村

是省定贫困村，2017年至2018年由省监狱管理局选
派第一书记进行帮扶。2017年第一书记驻村时，王哑
巴村还有建档立卡贫困户20户53人未脱贫。该村青
壮年多外出打工，村内留守妇女和老人居多，经济来
源单一，经济基础薄弱。

经过深入走访调研，第一书记党小组发现部分
村民特别是贫困户虽然具有一定劳动能力，却因需
要接送孩子上学、照顾卧病在床的老人或其他丧失
劳动能力的家庭成员，无法外出打工。

第一书记党小组到多家当地企业进行了考察，
经过详细洽谈，最终决定与聊城市福和包装有限公
司合作，在王哑巴村引进白酒瓶盖加工项目，福和
包装提供生产设备和技术指导，本村自筹生产场
地，组织留守村民进行白酒瓶盖加工生产。该项目
为来料加工，技术简单，老少皆宜，熟练工人平均
15秒左右就可以组装好一个瓶盖，生产时间比较灵
活，随干随走，定期结算，及时发放工钱，不耽误
农时，不耽误照顾老弱病残的家庭成员，解决了20
余名留守村民在家门口打工的问题，每人每天工作
6-8小时可增加收入30至50元。

小瓶盖解决大问题
□王兆锋 报道

七一前夕，聊城新的社会阶层联谊会成员参观中共山东省委恢复地——— 鲁西第一党
支部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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