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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李强

（0531）85193550

大众日报聊城分社、《聊城新闻》法律顾
问：山东永圣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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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梦 孙亚飞 王础 白正秋

9月15日下午，为期两天半的“‘聊·胜一
筹！’聊城品牌农产品溯源之旅”圆满结束。
这为日后“聊·胜一筹!”品牌农产品打响省会
都市圈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据了解，此次溯源之旅以“走进‘聊·胜
一筹！’，发现品牌之美”为主题，是“聊·
胜一筹！”品牌农产品济南产销对接行动系列
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意在通过实地考察，使
受邀的37家中央驻济、省直和济南聊城两地传
统媒体、新媒体记者及30余家济南采购商代表
直观了解聊城名优农产品的生产、管理和运营
情况，深度体验“聊·胜一筹！”品牌农产品
的特色魅力，零距离感受聊城现代农业发展成
就，进一步拓展聊城品牌农产品对接济南市场
的合作空间和传播渠道，提升聊城农产品市场

竞争力。
“聊城是农业大市，也是农业强市。近年

来，聊城市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牢牢抓
住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这一核心，着力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实施农业产
业化、农业科技化、农业组织化和农业品牌化
‘四化带动’工程，持续实现农业提质增
效。”9月13日，聊城市副市长任晓旺在“发
展绿色高效农业 推进新旧动能转换 ‘聊·
胜一筹!’品牌农产品济南产销对接行动”新闻
发布会上表示，目前，聊城市蔬菜种植面积
395万亩，年产蔬菜1720万吨，其中设施蔬菜
230万亩，总产1000多万吨，居全国地级市第
一，被中国蔬菜流通协会命名为“中国蔬菜第
一市”，每天进京入沪的可质量追溯的蔬菜
100万公斤以上。济南作为省会城市，常住人
口680万，其中市辖区人口近600万，大学、机

关、企事业单位众多，消费群体庞大。聊城距
济南仅90公里，全面融入济南都市圈发展，区
位优势明显，而聊城市政府全面启动的“聊·
胜一筹！”品牌农产品济南产销对接行动，正
是聊城融入济南都市圈的一个很好切入点。

据聊城市农委主任陈长华介绍，此次对接
行动的主题是：绿色发展，品牌至上，“聊·
胜一筹!”服务省会都市圈。对接行动将在今年
下半年陆续开展，其中包括召开新闻发布会、
聊城产地现场考察活动、济南产销对接行动、
走进济南社区活动、市民参与活动、开设品牌
农产品直营店、线上直营平台和重点配套宣传
活动等8项主要活动。

“由政府出面做推广，本身就为我们采购
商打下了一支强心剂，而随之开展的溯源之
旅，更是让我们坚定地相信‘放心吃吧，聊城
产的！’这一品牌口号。”在济南经营了近16

年水果批发生意的肖尚然一路上都兴高采烈。
她说，聊城能从源头把控农产品质量，解决舌
尖上的安全，激发了她此行的兴趣，也增强了
与聊城农产品基地合作的信心。“作为农产品
源头到客户之间的链接，我们也希望尽快将安
全健康、价格实惠、口感上乘的农产品尽快推
向市场。聊城政府此次开展的系列活动是务实
有效的，不仅为当地老百姓做了实事，也让我
们采购商找到了适合的合作伙伴。”

在为期两天半的时间里，媒体记者与济南
采购商先后来到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阳谷
县、莘县、冠县、东昌府区、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深入了解了当地名优农产品生产加工基
地、农产品质量监管平台、农旅结合地点参观
体验。通过与聊城农业部门、企业负责人交流
互动，大家对其“让耕者致富，让食者健康”
的发展理念有了深入了解，纷纷点赞。

记者与采购商走进聊城开展农产品溯源之旅

“聊·胜一筹!”，赞！

□记者 李梦 肖会
通讯员 尹延鹏 文妍捷 报道

本报聊城讯 9月15日，“用山东快书讲
好中国故事·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首届山东快
书（聊城赛区）汇演”拉开帷幕。来自鲁西地
区的12名山东快书表演者齐聚聊城，以精湛的
演技为聊城市民送上一场传统曲艺的文化盛
宴。

“闲言碎语不要讲，表一表好汉武二郎。
那 武 松 学 拳 到 过 少 林 寺 ， 功 夫 练 到 八 年
上……”19点30分，夜色降临，华灯初上，聊
城市古城区的艺为天小剧场内一片欢腾，随着

叮叮当当的铜板敲击声，群口经典传统山东快
书《武松打虎》拉开了汇演帷幕。此次汇演由
山东省文联、中国曲协山东快书艺术委员会主
办，山东省曲协、聊城市文联、聊城市曲协联
合承办，12名优秀选手在现场表演。

选手们经过近两小时的激烈角逐和专家评
委们的认真审定，王明霞表演的传统名段《十
字坡》以98分的好成绩夺得聊城赛区第一名。

山东快书作为风靡一时的传统曲艺形式，
如何既把根留住又要在创新中发展？本次汇
演，就是为了推动山东快书繁荣发展，发现培
养山东快书人才，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讴歌改革开放40
年来的追梦历程，抒写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的
辉煌成就。参演作品形式活泼、喜闻乐见，幽
默风趣、历久弥新，老中青三代选手齐聚一
堂，共享欢声笑语，回眸40年改革开放历史。
经典传承与时代创新汇聚，勾勒与畅想出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激情梦想。主题鲜明，内容健
康，贴近现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浓郁的
生活气息和较高的艺术品位。把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作品当
中。

山东快书起源于临清，属于运河文化的一

部分。清道光年间，考生李长清等10余名书生
名落孙山，归乡途中遇大雨，滞留于古运河畔
的临清。他们心情愤懑，便你一言、我一语拼
凑编写了《武松传》唱本，塑造了一个杀富济
贫、除暴安良的武松形象。当时，因为运河漕
运的缘故，临清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是全国
有名的商贸集散地和文化集散地，唱本融合了
临清方言、民歌和南方民歌的元素，历经发
展，成为齐鲁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传统曲艺形
式。其清脆悦耳的铜板节奏，朗朗上口的押韵
唱词，成为彰显生活情怀，讴歌时代风采，真
挚服务人民的艺术载体。

鲁西曲艺精英齐聚聊城
首届山东快书（聊城赛区）汇演拉开帷幕

□ 本 报 记 者 李梦 孙亚飞
本报通讯员 朱桂林

3年时间，作为投身到基层一线的年轻干
部，可以有何作为？高唐县赵寨子镇后西村党
支部书记李晔斐告诉记者，3年足够自己走进
老百姓的心坎里。

李晔斐本是赵寨子镇蒋官屯的管理区书
记。2015年7月，他被组织调整任命为张庙管理
区书记，这也为他日后被后西村村民高票推选
为党支部书记拉开了序幕。

“张庙由7个自然村组成，其中后西村有
村民 1 2 0户 5 5 5人，包括建档立卡贫困户 1 1

户。”李晔斐介绍，后西村绿树成荫、民风淳
朴，多以种植粮食、苗木为生，近年近一半的
村民常年外出务工。“刚到这，就有村民跟我
说，我们这水好人好的，就是村子发展不
快。”

听到村民的疑惑，李晔斐暗自种下了“踏
踏实实为村民办实事干好事”的初心。初到后
西村的第二天，他就开始了入户走访，随手所
带的工作日记本上记满了群众的反映和他所看
所听所思所想，并用红笔标记着群众重要的意
见和建议。他说，了解社情民意、入户走访是
他工作的基础课，只有打好基础才能向好发
展。“小李挂着俺经常来找我聊天，他从来不

嫌弃俺啰嗦。”73岁的老党员张印芝总说。
为了推动村子发展，村民总能看到李晔斐

奔走于田间地头，巷里巷外，与村民拉家常、
谈感情，用最平常的方式了解村情民意。经过
一段时间的摸索，李晔斐发现，后西村之所以
发展迟缓，是因为村内外出务工人口过多，且
村民整体文化水平与村集体收入都普遍偏低，
而村里基础设施落后，“一到雨天就变河”也
是后西村村民头疼的地方。李晔斐将这些事情
一一记在工作日记上。

自从2015年挑起张庙管理区书记的重担
后，李晔斐不仅忙着为村子谋发展，还时常在
群众出现矛盾纠纷的时候，第一个出面为其调
解。3年来，李晔斐几乎没有正常歇过周末，
每次不是加班，就是在去加班的路上。“管理
区是基层工作的第一线，九年的管理区工作经
历对自己是很好的历练，党性认识得到了加
强，工作能力得到了提高，，但也存在着一定
的问题和缺点。”李晔斐说。

对于李晔斐的工作热忱，家人难免有些抱
怨，但后西村的村民却将“李晔斐”三个字深
深烙在了心里。2017年底，赵寨子镇第十二届
村级党组织换届选举。得知李晔斐在候选人之

列时，好几个村民拉着他的手希望他能当选。
看着群众殷切的目光，李晔斐说：“我是党
员，是干部，不管能不能当选，我都会始终如
一为大家服务。”2017年11月，在第十二届村
党支部换届选举党员大会上，李晔斐高票当选
后西村党支部书记。

当选村党支部书记后，李晔斐迅速转变角
色，与“1＋1”好支部共建工作组一起为后西
村努力谋出路。为进一步理清工作思路统一思
想认识，李晔斐每月组织村两委、全体党员、
村民代表和致富能手召开座谈会，广泛听取党
员群众意见，规划后西村的发展方向。

大半年时间里，他充分利用党员千分制、
三会一课制度等，理清了村支部和村委的工作
职责；修建了800米长的下水道，解决了堵塞
问题；平整了村内两处空闲宅院共计3亩地，
搞起了苗木种植，预计村集体收入年增加1万5
千元；争取上级资金，将张庙社区党群服务中
心规划建设在后西村，覆盖10个自然村6300人
口。

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李晔斐得到了老百
姓的肯定和信任，村民们都说：“看着李书记
年轻，干起工作来一点不含糊。”

作为年轻干部被村民高票推选为党支部书记，李晔斐———

3年时间，足够走进百姓心坎里

□记者 王兆锋 通讯员 尹延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9月15日，临清美术家张金华在山东省图书馆举行

“绘壮美河山 为祖国生日献礼”个人书画作品展。
在山东省图书馆书画展厅，一幅幅张金华近年来创作的书画作

品经精心装裱后悬挂在展厅的墙壁上，展出的作品题材比较丰富，
有运河文化的风物，全国名山大川，还有欧洲、东南亚等域外风
情。有水墨、青绿，还有尝试融合油画、水彩等技法表现山水的作
品。作品通过水墨与青绿两种语言形式的转换，将北方山水的苍茫
雄浑气象与南方林木的典雅清秀韵味结合起来，展现了他40多年在
书、画方面的造诣。

“张金华先生的绘画作品无论是在构图、用墨、还是取材方面
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应邀来观展的中国青年山水画家王兴堂表
示，张金华的作品表现内容丰富，笔墨清正，对传统的研习没有停
留在表面的技法程式上，而是深层次体悟，汲取传统之精髓。

作为临清本土美术家张金华，深受临清浓厚书画艺术氛围的浸
染，虽没有接受过系统的艺术教育，但凭借对书画的痴爱，几十年
勤耕不辍，在山水画创作上，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艺术气韵格
调。

在担任临清市美术家协会主席以后，张金华开始从培养青年美
术教师入手，逐步提升整体创作水平，请名师授课，定期组织美协
同道一起写生、创作，让大家在切磋交流中提高，从2012年开始不
定期出版画刊《临清美术》，介绍近现代临清籍的大画家、大书法
家的生平事迹和作品，推介本地有成绩的书画家，为临清书画艺术
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张金华的作品多次入选全国大展。2016年，他
创作的5米乘2 . 03米的巨幅山水画作品《杏花春雨靓华岳》被运河美
术馆收藏，同等尺寸的另一幅山水画佳作《松青云拥颂祥和》被宛
园博物馆收藏。

临清美术家张金华作品

闪耀泉城

□孙亚飞 程浩 潘晓君 报道
本报东阿讯 “没想到年纪大了还能在养驴

场打工，活不累，咱得好好干。”9月18日，东
阿县陈集乡曹屯村63岁的贫困户王加安说。

王加安因为身体原因，不能长期做较重的体
力活。乡扶贫办推荐他担任扶贫养驴场里的配种
员。凭借多年的养驴经验，王加安在养驴场负责
的配种、接生、驴仔照料等工作，现在每月可增
加收入600元。

老年贫困户是脱贫攻坚短板中的短板，东阿
县在扶贫开发过程中，注重因地制宜、因人施
策。摒弃对贫困老年人简单“一刀切”的工作方
法，采取多种举措，让贫困老年人体验到老有所
养的归属感，也让他们感受到老有所乐的“幸福
感”。

东阿县针对贫困户中有劳动能力的老年人，
安排其干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比如公益岗位中的
打扫环境卫生，养驴场的饲养毛驴等，通过鼓励
贫困老人再就业，让贫困老年人在增加收入的同
时，也提升了成就感。

该县还通过开设邻里互助公益岗位，在贫困
户中选取有帮扶能力的贫困人口担任村级护理
员，每人每月享受300元至500元的岗位补贴，既
实现了家门口就业脱贫，同时也摆脱了老人孤单
寂寞的“无助感”。

同时，该县组织志愿者对接贫困老人，通过
电话问候、为老人读报等方式，为精神寂寞的贫
困老人提供心理关怀志愿服务，让他们重树生活
信心，感受到老年生活的幸福，实现物质精神双
脱贫。

摒弃扶贫“一刀切”做法

东阿提升贫困老人

归属感幸福感

□孙亚飞 郭素彦 蒋茜 报道
本报阳谷讯 8月22日，阳谷县西湖镇赵王

楼村英才教育基金会成立。到目前，资助村内贫
困学生23人共41200元。该基金会是赵王楼村在
外务工、创业、工作的游子反哺家乡的“爱心
桥”。

“我没想到我的想法能得到村里这么多老少
爷们儿的支持，成立教育基金会很快成为了大家
的共识，大家都向好向善，何愁家乡的教育不发
展。”基金会创始人、从事教育事业50年的赵士
英说。在首次募捐过程中，88名赵王楼村籍人士
捐款共计114880元。

乡村教育基金

助学子成才

□王兆锋 赵玉国 报道
9月14日，在聊城市东昌府区堂邑镇南关北村，种粮大户李文亮在看玉米长势。李文亮流转200亩土地种粮，即

将到来的首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让他对种粮的明天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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