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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东营乡村振兴

□记者 李明 通讯员 王一鸣 报道
本报东营讯 7月29日，记者从东营海关获

悉，2019年上半年，东营市外贸总额增幅明显，
进出口总值达78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 . 1%，
创历史新高。其中，出口 1 7 6 . 8亿元，增长
3 . 4%；进口607 . 7亿元，增长5 . 7%。

据了解，原油为东营市第一大进口商品，上
半年进口原油货值510亿元，增长16 . 8%，其次为
未锻轧铜和铜矿砂及其精矿。轮胎为东营市第一
大出口产品，轮胎出口货值105 . 7亿元，增长
9 . 8%，轮胎出口占到全市出口总值的59 . 8%，其
次为刹车片、精炼铜阴极。安哥拉成为东营市最
主要进口地区，进口货值达151 . 6亿元，增长
4 . 4%，占进口总值的24 . 9%，其余依次为俄罗
斯、巴西和阿曼；中东为东营市最主要出口地
区，出口货值达38亿元，增长44 . 2%，占出口总
值的21 . 5%；其次是非洲和欧盟。

今年以来，东营海关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
境，上半年东营港口岸出入境船舶550艘次，同比
增长32 . 21%，创历史新高；为属地企业办理关税保
证保险320笔，担保金额62 . 5亿元，有效缓解了相
关企业资金紧张的局面；助力东营轮胎企业扩大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紧跟欧美对我国轮胎
“双反”调查研究，指导企业开辟新兴市场；推进东
营综保区快速发展，积极推广“先出区、后报关”监
管模式，提前介入红酒灌装、棉纺加工等项目发展
规划，区内加工项目稳步推进；助力东营成为全
省最大的活体牲畜进境口岸，近期实施隔离检疫
的3633头澳大利亚种牛在隔离检疫期间仅死亡1
头，创下全国海关同类检验工作最好成果。

□ 本 报 记 者 贾瑞君 李广寅
本报通讯员 黄 颖 张小强

百年一脉承

“要听原味吕剧腔，就到时谭武杜张”，
这里“村村锣鼓响，家家把戏唱”。时、谭、武、
杜、张是东营区牛庄镇的5个村落，被誉为吕
剧故乡牛庄镇的“五朵金花”。

清光绪年间，吕剧就发源于现东营区牛
庄镇时家村一带，是由民间说唱艺术“山东
琴书”演化而来，并吸收融合“大鼓”“坠
子”等民间曲艺和“五音戏”“柳腔”等戏
曲的艺术精华，不断丰富、发展、完善而逐
步形成的。1901年，时殿元首次将琴书段子
《王小赶脚》改为化妆演出，标志着新的剧
种吕剧的诞生。

作为时殿元的曾外孙，牛庄镇大杜村的
杜瑞杰是吕剧第五代传人，8岁就开始学艺
挣钱。他回忆说，在文化生活匮乏的年代，
吕剧是当时乡村最重要的娱乐项目之一，到
二十世纪末，吕剧的发展达到了顶峰。伴随
物质文化生活的进一步丰富，吕剧的发展传
承迎来了挑战。“新的文化娱乐项目的冲
击，加之吕剧自身创新能力不足，造成了吕

剧产品和需求的脱钩。”杜瑞杰说，如何让
吕剧得以传承并赢得更多人喜欢，是当时面
临的一个难题。

2008年，吕剧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社会和政府对吕剧大力保护，涌现出
一批在省内外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优秀演员和
剧目，让吕剧发展迎来了新机遇。

政府当“红娘”

最初，为了把吕剧传承下去，杜瑞杰走
村串户动员吕剧爱好者，在1983年成立了吕
剧剧团——— 牛庄镇庄户剧团。剧团成立后，
杜瑞杰整理出了50多本老吕剧曲目，带领着
他的庄户剧团奔波在东营的大街小巷和田间
地头，从农家小院到村庄大集，只要有观众

的地方就有他们的舞台。
在东营区，像这样的庄户剧团，政府已

经扶持发展了60多家，乡音俚语的亲切，家
长里短的诙谐，融汇在这一声声悠扬的唱腔
中，教化着一方人心。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近年
来，东营区保护民间文化遗产中扮演“引路
人”“红娘”的角色，通过制定《吕剧振兴
工程发展规划》，成立区吕剧保护传承发展
中心，建立完善政府引导、用人单位为主
体，市场化配置为基础的文化人才引进和发
展机制，引导企业、社会团体或个人通过资
助项目、赞助活动等形式参与扶持吕剧艺术
传承发展，为乡村文化振兴奠定了基础。在
今年举办的东营区2019年社会文艺团体新创
作品调演活动中，26部作品里，仅新创吕剧

小戏就有9件，吕剧新鲜血液的不断丰富，
进一步扮靓了居民的文化生活。

吕剧进课堂

7月26日，东营区文化馆专业吕剧辅导
员王玲玲在牛庄镇中心学校跟吕剧社团的孩
子们一起排练吕剧戏歌《吕韵风起黄河
口》。暑假期间，王玲玲奔走在东营区二
中、东营区三中等学校，与孩子们一起唱响
经典戏曲，感受吕剧魅力。

为培养吕剧后备人才，东营区近年来相
继在牛庄镇中心小学、牛庄镇中心幼儿园、
大杜小学等多个学校试点开展吕剧进课堂活
动，累计举办吕剧假期培训班30期，培训216
班次。今年，东营区将继续以校园为阵地，
以中小学生为主要培养对象，推动吕剧进课
堂活动的开展，力争明年实现吕剧等戏曲进
校园常态化、全覆盖，通过观看专业演出和
规范化教学传授，培养和提高青少年的吕剧
知识和表演技能，为传承和弘扬“家乡戏”
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同时，东营区以吕剧传
承保护发展中心的专业人员为主体，赋予其
进入小学和初中开设吕剧非遗课外班的职
责，形成全区中小学校的全覆盖，并通过校园
吕剧大赛来达到通过“赛学生评老师”的目
的，激发专业人员履行传承职责的积极性。

吕剧艺术在青少年群体中的知名度逐年
提升，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青年苗子。2017年
以“吕剧进课堂”为题材创作吕剧精品小戏

《校园吕剧情》荣获第八届东营市“黄河口文
艺奖”戏剧类三等奖；2018年的牛庄镇中心小
学作为东营市唯一被入选为山东省文化馆

“暖阳春苗”文化志愿服务队“乡村学校少年
宫”山东省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

□ 本 报 记 者 贾瑞君 王 晶
本报通讯员 杨胜男

“不好意思，你们先稍微等一下，我进
去换件衣服。”7月26日，在东营市河口区
义和镇东南村年丰农场，记者见到农场主杨
庆云时，她脖子上搭着一条毛巾、满脸、汗
水、一双布鞋上沾满了泥土。

杨庆云的家庭农场，在2017年被评为省
级农业标准化生产基地和省级家庭农场，年
产杂粮20万斤，并通过了国家无公害农产品
认证。同时，通过提供技术指导、引导土地流
转等方式，间接带动了周边农户90余户。

2013年，中央和省里支持家庭农场发展
的相关文件出台后，杨庆云觉得家庭农场的
春天到了。在丈夫的支持与鼓励下，他们承包
了1000多亩土地，发展大棚特色果蔬种植。万
事开头难，经过两年艰苦的摸索，杨庆云的农
场由原来单一的农产品批发转型为休闲观光
采摘。她多次到潍坊等地引进草莓、油桃新品
种并试种成功。产品的品质提高了，慕名来农
场采摘的客人逐渐多了起来，农场的效益也
有了显著提高。

功夫不负有心人，杨庆云建农场搞大棚
特色种植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在她的带领
下，越来越多的村民盖起了大棚，种起了果
蔬。杨庆云还与村里十户贫困户签订了帮扶

协议，并根据每户贫困户不同的情况，制定
了帮扶对策，让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在农场
里打工，没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由农场流转
其土地，集中管理，让这一部分贫困户每年
有了固定收入。

现在年丰农场拥有葡萄大棚15亩，油
桃、甜瓜、草莓、冬枣大棚50亩，谷子400
亩，其他粮食作物500亩。农场先后注册了
“义和三丰”“义和庄”“一溂盐”三个商
标。农场还积极推进电商作为发展的新动
力，以生态家为平台，打造了“基地+农
户”，“线上+线下”的综合服务平台，并
与省内农业高等院所等机构建立合作，通过
筛选特色农业项目，提高了产量销量。

为了培养更多像杨庆云这样的乡村振兴
带头人，河口区围绕产业发展，通过搭建载
体平台，宣传创业优惠政策，鼓励吸引优秀
外出人才返乡创业。同时引进高层次人才交
流合作，鲁东大学、山东省海洋生物研究
院、齐鲁工业大学等一批专家团队更是活跃
在水产养殖加工、特色农业种植加工一线。

人才引进是第一步，如何“用才”是关
键。在积极促进各类人才向基层流动、集聚的
同时，河口区在聘用工作中，个别岗位适当向
具有研究生学历或硕士、博士学位人员等人
员进行倾斜。并严格落实相关创业就业新政
策，截至目前，共有234名自主创业农民获
得财政贴息补助，共发放贷款351万元。

□ 本 报 记 者 贾瑞君 李 明
本报通讯员 李伟伟 李 娜

“两年内解决产业发展滞后、村集体经
济空壳问题；五年内解决村里的难事、急事
和老百姓急需办的事情。”2011年9月，吕新
泽参加利津县凤凰城街道店子村村委会主任
选举时以93 . 4%的支持率当选，这是他当时
立下的诺言。

2011年，在外经商多年的吕新泽回家
时，看到村容村貌脏乱差、产业发展滞后、
村集体经济“空壳”、村组织软弱涣散等一系
列问题，他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竞选上任第
二天，吕新泽就挨家挨户走访，征集村民意
见建议，用时45天，186户全部走访完毕。

对村里面临的处境、难点问题有了全面
了解后，当年12月，吕新泽从村民最关心的
民生实事着手，重新修整堐头，解决柴草
堆、垃圾堆、粪堆“三堆”问题。第一时间
召开全体村民会议，讲明堐头修整标准、修
整意义。

上任后的这第一项工作，就让吕新泽体
会到“万事开头难”。开完动员会后，全村
村民都在等待观望，怕“一碗水端不平”。
“我和村里党员带头，打消了村民害怕不公
平对待的顾虑。征得大部分群众的同意，剩
下几个推进难度大的老年户，我们上门做工
作，并多次与老人子女积极沟通。通过多方
努力，终于征得剩余重点难点户的理解和支
持。”吕新泽回忆道。

最终，短短三天时间，村里堐头统一标
准修整，墙壁统一粉刷，柴火堆、垃圾堆和
粪堆全部清理干净，整个村庄的垃圾不见
了，道路变宽了，环境变美了，彻底解决了
村容村貌脏乱差问题。

“环境改变了，但最重要的还是让集体

经济‘破壳’，鼓起大伙腰包。”为此，吕新
泽召开墓地改造会议，制定坟墓迁移政策，对
散落在耕地以内的坟头进行无偿清理，统一
归葬。用时3个月将散落在耕地里的480个坟
头全部迁入墓地，将坟地原址全部清理、整
平，整理出耕地16亩。同时，多方筹集资金
对撂荒地、边角地进行整理，重建新型公墓
21亩，对外出售，当年实现村集体收入30万
元，店子村集体经济提前“破壳”。

人才兴则农业兴，人才强则农村强。在
村民眼中，吕新泽就是村子发展最需要的人

才。2013年，吕新泽代理村支书，次年换届
顺利当选。为了提高村里土地的利用率，解
决土地撂荒严重、户口与土地矛盾突出的问
题，吕新泽带领村民开始了土地整理、确
权、流转和户口清理工作。他在一个月内召
开了2 1次党员群众代表大会和2次村民大
会，对具体土地流转事项、方式方法进行广
泛讨论，统一思想、民主协商、投票表决，
共同制定《店子村分地细则制度》，对村内
土地丈量、界定、绘图、户口清理、土地确
权、土地整理、土地流转的实施办法作了详

细界定，将全村560亩土地流转到村集体，
通过“村委+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将
土地承包给23户种粮大户，土地承包收入全
部分给村民。

大伙的腰包鼓起来了，吕新泽又开始琢
磨如何让村民的脑袋“富”起来。他先后组织
成立了旗袍走秀模特队、秧歌队、合唱队、
篮球队、女子广场舞舞蹈队五支文体队伍，
不但经常代表街道参加县里的各种比赛，每
逢节假日还在村里表演，为村民带来丰富的
文化大餐。在吕新泽的努力下，店子村还注册
成立了村志愿服务队伍，每逢重要节假日，
志愿者们都会来到文化大院，或是为老人包
水饺，或是给他们理理发，做些力所能及的
事情，在村里凝聚起了向上向善的力量。

如今的店子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集体收入成倍增长，
已成为当地有名的“文明村”。但吕新泽并
不满足，他有着更大的“野心”。“现在我
们村人均纯收入只有18600元，村集体收入与
经济强村还有很大差距。”吕新泽说，“前
期多次到南方考察豆制品深加工企业，接下
来，将探索建立豆制品深加工厂，由全体村
民入股，个别困难户由我个人出资帮助入
股，让店子村村集体经济再上新台阶，让
183户村民共享发展成果。”

乡村振兴，人才先兴。8年来，吕新泽用
实际行动践行了一名乡村振兴“领头雁”的职
责，如今他又有了新的顾虑：“村两委班子存
在学历低、年轻人不足、老龄化严重、后继力
量选拔培养不足的问题。”吕新泽抓住凤凰城
街道在农村党组织中实施优秀人才“储苗育
苗”计划的机会，做好“蹲苗”锻炼与“扶
苗”计划，选出3名农村后备人才，区分不
同类型加以培养。同时，吕新泽还在想方设
法创造条件，吸引在外创业有成的年轻人回
村，聚拢店子村长期振兴的主力军。

人才兴则农业兴 人才强则农村强

期待更多让集体经济“破壳”的“领头雁”

繁荣吕剧文化 助力乡村振兴

文化振兴，延续乡村文化血脉

让乡村涌现更多带头人

搭建平台 引才用才

◆日前，吕剧精品小戏《钱有富卖鸡》
在“乡村振兴 文化先行”东营区首届吕剧
新创小戏展演活动中一亮相，便赢得了观众
阵阵喝彩。乡村文化是乡村振兴的精神母
体，东营区作为吕剧的发祥地，积极弘扬传
统文化，延续乡村文化血脉，在全省率先开
展了“吕剧进校园”活动，让吕韵乡音飞入
千万百姓家。

上半年东营进出口

总值突破780亿元

□记者 王晶 报道
本报东营讯 近日，东营市编办、市司法局下

发通知，进一步调整行政执法“双随机”联合检查
重点行业分类，并对行政执法机关建立完善“一单
两库”、科学制订联合检查计划提出了明确要求。

《关于调整<东营市行政执法联合检查重点
行业分类>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规定
了食品药品、房地产、教育等14类联合检查重点
行业，要求行政执法机关合理确定抽查频次和参
与部门，从源头上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提高监管
效能。《通知》规定，各行政执法机关要建立随
机抽查事项清单、市场主体名录库和行政执法检
查人员名录库，明确哪些事项可以管、哪些事项
不可以管，哪些属于检查对象、哪些不属于检查
对象，哪些人员可以管、哪些人员不可以管，实现

“双随机”联合检查的“全程监控”，确保行政机关
合法行使职权。

此次《通知》正是对2018年下发的《东营市行
政执法“双随机”联合检查办法（试行）》的执
行与结合实际情况进行的补充。

给行政执法机关

戴上“紧箍”

□记者 李广寅 通讯员 于中平 报道
本报东营讯 7月24日，山东省工业和信息

化厅发布《山东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第十
批）名单公示》，共有361家企业上榜，其中东
营市的东营天东制药有限公司、山东天元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北方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等
8家企业榜上有名。

据悉，“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评选是为了
进一步提高中小企业“专精特新”水平，发展一
批主营业务突出、竞争力强、成长性高、专注于
细分市场的中小企业，不断提高发展质量和水
平，走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发展之
路，实现中小企业转型升级。

8家企业入选省级“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名单

□通讯员 李玲 记者 李广寅 报道
本报东营讯 近日，山东省教育厅下发《关

于公布第二期齐鲁名校长和第三期齐鲁名师名单
的通知》《关于公布山东省第三期齐鲁名校长第
四期齐鲁名师建设工程人选名单的通知》，东营
市有4名校长被认定为齐鲁名校长，4名教师被认
定为第三期齐鲁名师，5名校长、17名教师被确
定为齐鲁名校长名师建设工程人选。

据了解，自2006年实施“名校长建设工程”
“名师建设工程”以来，经过培养，全市共有7
名校长被省教育厅命名为“齐鲁名校长”，有11
名教师被省教育厅认定为“齐鲁名师”。全市各
县区、学校也根据实际逐步建立起了自己的名校
长、名师队伍。目前，东营市已初步形成了一支
“省、市、县、校”四级名校长、名师队伍，教
师队伍整体素质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东营新增4名

“齐鲁名校长”
□张小强

李广寅 报道
7月26日，

东营区组织开展
“乐享非遗度暑
假”活动，学生们
在戏曲老师的指导
下学习戏曲表演，
感受中国传统艺术
的魅力。图为东营
区第三中学“吕韵
乡情”吕剧社团的
孩子们，跟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人王玲
玲学唱经典戏曲。

▲店子村种粮大户纪永宝承包120亩土地，发展规模种植。图为纪永宝在插水稻秧苗。

□李明 林娜娜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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