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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明 通讯员 李伟伟 报道
本报利津讯 今年70多岁的高德光是原

利津县第一中学的退休教师，他亲眼见证了
学校的发展变化。“新中国成立之初，利津
百废待兴。那时候学校经费拮据，经常连最
基本的办公用品都买不起，粉笔没了没钱
买，门窗破了没钱换，最后逼得没办法，学
校就把一头拉水的驴卖了救急。”

不仅条件艰苦，当时的利津一中办学规
模小、师资缺乏，有的老师一人盯两个、甚
至四个教学班。高考成绩更是令人心痛，有
时全校只有两名学生考上大学。进入二十一
世纪，利津一中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崭
新的校园拔地而起，形成了80个教学班、4000
多名学生的规模，高考本科录取率达85%以

上。特别是今年以来，利津县整合教育资
源，把利津一中和利津二中整合为利津县高
级中学，揭开了该县高中教育的新篇章。

新组建的利津县高级中学不仅在设施水
平、师资力量、资源配置等各方面实现了新
跨越，而且与山大附中等名校对接，引进先
进办学理念和教学模式，力争一年教学成绩
有效提升，三年教学质量明显提升，五年打
造成齐鲁名校。

“黑屋子，土台子，里边坐着泥孩子”
是建国初期利津县学校的真实写照。新中国
成立之初，该县学校数量少、师资人才紧
缺，教育资源匮乏，适龄儿童入学率仅为
32%。新中国成立后，历届县委、县政府不遗
余力办教育，利津的教育事业不断发展，公

办教育广泛展开，基础教育得到了全面的恢
复。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利津迎来了教育
事业发展的春天。和全国各地一样，利津的
教育事业在探索中发展、在改革中创新，进
入了跨越崛起、全面振兴的新阶段。1983年
至1995年，全县教育事业锐意改革，基本实
现了“两基”的奋斗目标，建立起基础教
育、职业和成人教育现代化教育的基本框
架，奠定了利津教育长足发展的基础；1996
年至2012年，该县进一步巩固提高发展“两
基”成果，大力实施素质教育，逐步提高教
育的现代化水平，教育事业走向了全面振兴
阶段；从2012年开始，利津县实施“科教兴
县”战略，推动教育转型升级，全县教育事

业加快向现代化方向阔步迈进。
重视教育事业，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改

善教育条件，深化教育改革，提高教学质
量，推动城乡教育健康均衡发展，利津县教
育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目前，利津县拥有各类中小学幼儿园76
所，其中，省级十佳幼儿园2处，省级示范性
幼儿园11处，省级规范化学校5处，省级教学
示范学校6处。全县教职工3800余人，在校生
33800余人，学前三年幼儿入园率达98 . 6%；小
学入学率、在校生巩固率均为100%；初中入
学率为100%，在校生巩固率达99 . 8%。利津县
也先后荣获“山东省素质教育先进县”“山
东省学前教育先进县”“山东省中小学德育
工作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 本报记者 贾瑞君 李 明
本报通讯员 谭 芳 隋春蕾

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缩影。新中国成
立70年来，从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展
群众文化，到发展文化事业，壮大文化产
业，广饶县在增强文化实力的同时，进一步
保障群众文化权益，为群众的精神生活打开
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之窗。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拥
有深厚历史积淀和丰富文化资源的广饶不断
推进文化建设，使世代传承的文化财富成为
社会发展的推动力。

强队伍，文化生活丰富多彩

“社区喜事排着来，党员干部是表率。
成片楼房盖起来，百姓日子在福海……”台
上演员用亲切的乡音，精湛的演技歌颂党的
好政策，讴歌美好新生活，台下观众看得喜
笑颜开，这是9月份以来，不时发生在广饶街
道西苑社区的一幕，主角是咏梅剧社。

“退休后，我成立了咏梅剧社，一是图
个乐呵，为了健康；二是对吕剧的热爱，想
把吕剧传承下去。”咏梅剧社团长张永军
说。张永军在高唱低回的吕剧唱腔中长大，
曾任东营市吕剧团团长，任期内他带领吕剧
团新创剧目《潮涌黄河口》《孙武》《乡人
俚曲》《马书记上任》等作品，使吕剧唱响
山东、走向全国。

据了解，咏梅剧社虽由5个农民、6个退
休人员组成，但“庄户”剧团也能唱“专
业”戏，在2018年11月举行的“山东省优秀庄
户剧团大赛”中，斩获“全省十佳剧团”、
“优秀组织奖”，演员张好芳荣膺“山东省
十佳演员”称号。近年来，咏梅剧社“送戏
下乡”演出近400场，连续两年获得广饶县
“进千村、乐万家”戏曲考评第一名。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至改革开放初期，受
经济大潮等因素影响，许多民间艺术逐步退
出历史舞台。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经
济快速发展，物质生活有了保障，人们对文
化生活的需求逐渐增加。无论是城区还是农
村，市民休闲文化和以群众自娱自乐、自发
形成的广场文化、社区文化开始深入人心。

春节、元宵节期间是群众文化活动最为
活跃的时期，群众自发组织起来，排练、表
演传统民间文艺节目。广饶县的民间文艺种
类繁多，形式活泼，流行较广的艺术形式有
高跷、狮子舞、旱船、罗汉头、竹马、霸王
鞭、秧歌、腰鼓等。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
始，广饶县在春节期间组织全县民间文艺演
出，已经延续几十年。2000年，全县开始举
办“广饶之夏”广场文化活动，至今已连续
举办了二十年，通过活动把文化产品服务送
到了群众家门口、心坎里，让群众精神文化
生活更加丰富充实。

近年来，广饶县坚持开展“进千村乐万
家”文化惠民巡演活动，实施“一村（社
区）一年五场戏”公益服务，送戏下乡，专
业演出团队下乡与庄户剧团巡演相结合，创
新文化服务模式，重点打造了“三公开三公
示，百姓点单看大戏”文化配送双向互动模
式，实现了文化服务适销对路。

建硬件，文化网络覆盖城乡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看电影是稀
罕事，没有像样的场地，哪里去了电影队，
十里八村的村民扶老携幼，天不黑就早早去
占场，很多占不到好位置的就爬到树上、墙
上，等上两三个小时只为看一场电影，这也
是当时村里人最高的文化享受。而现在，露
天电影已成为宣传科技知识、安全知识等的
工具，农村电影放映实行定时、定点、定人
员“三定”模式，实现了每月每村一场电

影。
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广饶县文化发

展进入快车道。“十五”期间，广饶县先后
建成了县文化广场、东营市历史博物馆新
馆、东营市吕剧团排练厅等一批设施全、标
准高的骨干文化设施，实施了关帝庙配套工
程和倪宽墓修复工程等文化旅游景点建设，
东营市历史博物馆跨入全国文化工作先进单
位行列，该县图书馆也创建为国家县级一级
图书馆，文化馆创建为国家二级文化馆，东
营市吕剧团成为全省骨干专业艺术团体。随
后，城区乐安公园、文体中心等一批基础设
施项目建成，促进了公共文化事业的发展。

随着一个个文化设施项目的建成投用，
全县三级文化设施网络基本形成。目前，广
饶在县级建有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美
术馆、县吕剧艺术中心；在镇街，均有2000
平方米以上文体广场，配置了篮球场、乒乓
球场及健身路径等器材；在村级，基层文化
设施建设进入了新高潮，加快推进村（社
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截至目前，
全县乡村剧场达到173个、数字文化广场达到
54个，建设村（社区）历史文化展室25处。

数字化是该县适应时代要求，推动公共
文化服务普惠化、接地气的有效举措，通过
科学规划，加大投入，全面推进公共数字文
化建设工作。2018年，广饶县图书馆、文化
馆、东营市历史博物馆全部建成数字馆和特
色文化数字资源库，图书馆还建成了手机图
书馆；将免费网络覆盖工作继续向基层延
伸，基本实现县、镇、村三级公共文化场馆
和社区文化广场无线网络全覆盖，更好地让
群众享受到“互联网+文化”的便利。

创品牌，文化活动有声有色

广饶县是千年古县，历史悠久，文化底
蕴深厚。2000年以来，该县挖掘地方特色，

广泛开展特色文化活动，把广饶名片叫得更
响。

2005年至2018年，广饶县成功举办了十三
届文化旅游节，目前，正在进行的孙子文化
旅游季活动，包含了书法美术作品展、摄影
展等文化活动，为广饶市民带来精彩的文化
享受。
依托丰富的吕剧文化资源，该县全力打造吕
剧特色品牌。2012年，山东省首届吕剧艺术
节在该县举办，2013年，成功举办山东省首
届吕剧票友大赛。之后，这2项活动在该县逐
年交替承办，推动了广饶吕剧文化的保护传
承和发扬光大。今年9月24日—9月26日，第十
二届山东国际大众艺术节暨山东省第四届吕
剧戏迷票友大赛在广饶县举办，其间吕剧名
家下基层、吕剧小戏专场、优秀剧目展演等
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吕剧名家
名段表演。

6月12日，由国家文化和旅游部与香港特
区政府民政事务局联合主办的“根与魂———
青未了·山东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在香港举
办。广饶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齐笔制作技
艺作品“精品景泰蓝狼毫套笔”亮相香港，
受到香港媒体和市民的关注。为了更好地传
承发扬齐笔文化，该县积极整合齐笔生产资
源，由原先一家一户的“作坊式”单干到现
在的“抱团”打天下，步入了产业化发展轨
道，擦亮了“齐笔”这一文化品牌。

“非遗”作为文化宝库的珍贵代表，广
饶县一直高度重视保护传承工作，按照“保
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
的原则，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对辖区内有关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手工艺、表演艺术及
民俗活动进行深入摸排，积极做好普查、挖
掘、整理和申报工作，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
传统民间艺术在普查中得以初步挖掘和记
录。目前全县拥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1
项、省级5项、市级16项、县级51项。

□ 本报记者 贾瑞君 李广寅
本报通讯员 徐淑霞

今年60岁的杜大庆是东营区一名从新闻
工作战线上退休的干部，在9月26日至28日举
行的第十二届中国（东营）国际石油石化装
备与技术展览会现场，他被琳琅满目的技术
产品所震撼，尤其是在与东营区企业腾讯云·
黄河三角洲大数据融创中心总经理许伟交流
后获悉，参展的石油化工及装备制造行业工
业如今都有了互联网解决方案、智能巡检操
作机器人和设备智能健康管理系统等，着实
让他激动不已。

“我1975年参加工作，1984年建区后采访
过全区工业发展情况，十几家小型工业企业
总产值一千多万的数字至今记得住。如今，
东营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智能化、高
端化都成了东营区企业的代名词，这在过去
真是想都不敢想。”杜大庆感慨道。

杜大庆接触到的腾讯云·黄河三角洲大数
据融创中心位于东营区的黄河三角洲大数据
港，目前，这个大数据港已成为当地众多企
业眼里的“智慧宝囊”，已经吸引包括腾讯
云在内的41家大数据、互联网企业进驻，源
源不断地向企业输入“智慧因子”。黄河三
角洲大数据港只是东营区快速发展的一个缩
影。如今，东营区从最初的千万元产值，已
经发展为一个拥有常住人口近52万、实现年
生产总值近550亿元的实力强区。

东营区有个以高端石油装备产业为主导
的省级高新技术开发区。这里核准面积6平方
公里，控制性规划面积达23 . 26平方公里，现
有规模以上企业103家，高新技术企业31家，
被命名为中国石油装备产业基地、中国石油
装备产品出口基地。去年，东营高新区高新

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为
89 . 6%，位居全省19个省级以上高新区前列。
“三十多年前，谁都不敢想象这里会有现在
的模样！”东营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刘乃斌是
个土生土长的东营人，站在山东科瑞集团的
厂区大院里，望着一辆辆满载运往海外的钻
机设备，自豪地介绍，“高新区现在已经成
为东营区高端石油装备产业发展的载体，主
要产品涉及钻井装备、采油装备、油气输送
装备等8大门类，形成了集石油装备研发、制
造、服务以及内外贸于一体的完整产品体
系，符合国家‘十三五规划’‘中国制造
2025’‘制造业强国’和‘一带一路’等战
略和规划。”

多年来，东营区坚持以工业为主、企业
为尊、集群发展，依托龙头企业、大项目带
动，促进产业链延伸、价值链提升，支持海
科、科瑞、万通、神驰、蓝海等骨干企业做
强做大，实现了跨越发展。全区深入实施新
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使新动能为产业发展
注入了强大活力。今年，东营区确定争取利
用3年时间，培育销售收入500亿级企业1家、
100亿级企业4家、50亿级企业2家、10亿级企
业15家。同时，按照“专精特新”方向，加
强公共服务供给和规范管理，年内推动100家
小微企业“个转企”，形成龙头企业引领、
骨干企业支撑、中小微企业跃升的梯次发展
格局。

建区30多年来，东营区工业经济何以实
现一路飞跃式发展？“是东营区优越的发展
环境吸引了四面八方的人才聚拢而来！”在
东营区宽敞整洁的政务服务中心，看着来来
往往的业务办理群众，东营区行政审批服务
局局长王培海介绍，以吸引新兴产业项目进
驻为目标，东营区积极优化营商环境，全力

推进“一次办好”改革。目前，东营区企业
设立登记环节已实现3个工作日内完成的目
标。不动产登记、房屋交易、税款征收等业
务实现“一窗受理”，不动产登记环节已实
现5个工作日内完成的目标。按照“应上尽

上”原则，东营区14个自建业务系统完成上
云，东营区公布政务服务“一次办好”事项
清单，包括区级“一次办好”事项873项，共
涉及37个部门（单位），共精简申请材料242
项，精简办理时限563日。

□记者 李广寅 王晶 报道
本报东营讯 9月28日，东营市政府发布了

全市首批全程网办事项，共675项。其中：东营
市本级62项、东营区91项、河口区59项、垦利区
95项、广饶县99项、利津县89项、东营经济开发
区83项、东营港开发区97项。从10月1日起，群
众即可从网上办理相关事项。

为真正实现“一网通办”，东营市政务服务
平台与省、市两级12个部门自建系统及市政务服
务大数据平台、东营e卡通手机APP等多个应用
接口实现对接，完成了统一身份认证，群众办事
实现“单点登录、全网通办”。目前，东营市基
本构建起“数据能跑路”的支撑平台和“一网通
办”体系。

让群众少跑路甚至不跑路，让数据多跑路，
需要的是更加高效互联的网上平台。为此，东营
市推进部门业务系统全部对接市政务服务平台，
完善升级电子证照服务，对接国家电子证照服务
系统，实现电子证照互认互通，支撑“一网通
办”。推动人口、户籍、婚烟、社保、医保、公
积金、低保、退役军人等信息数据向市大数据平
台归集，加快推进历史数据电子化归档，推行证
明材料在线获取、申请材料跨部门复用，实现
“一处填报、全网通用”。

利津教育现代化进程提速

昔日卖驴换粉笔 今朝打造齐鲁名校

兴办文化事业 发展群众文化，广饶———

为群众打开丰富多彩文化之窗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东营看亮点

“智慧产业”助推智能产业集群发力

东营区工业何以一路飞跃式发展

□缪宏伟 报道
在第十二届中国(东营)国际石油石化装备与技术展览会现场，外商被石油化工的先进装备

所吸引。

首批675项
全程网办事项发布

□记者 李明 通讯员 王一鸣 报道
本报东营讯 10月14日，记者从东营海关获

悉，今年前三季度，该关共检出短重原油、液化
石油气26批，短重重量共3234吨，帮助企业对外
索赔961万元，有效维护了国内收货人的合法权
益。

“今年前三季度，我关发现原油、液化石油
气等进口大宗散货重大短重26批，并为企业出具
了重量索赔证书。”东营海关口岸监管二科副科
长郭建飞介绍。近年来，东营海关持续组织开展
以“打击贸易欺诈行为”为主要内容的“口岸天
平行动”，严把进出口商品重量鉴定关，严厉打
击国际贸易短重欺诈行为，切实维护国家经济安
全，保障企业合法利益。“凭借海关出具的索赔
证书，我们向国外发货方进行索赔，直接挽回经
济损失近百万元。”山东天弘化学有限公司原油
采购部经理李玉宏说。

在“口岸天平行动”中，该关强化事前预
警，将影响检验鉴定结果准确性因素的启运国
家、承运船舶、供货商及装货港等列为分析对
象，建立风险分析模型，运用大数据手段，以东
营口岸多年来的重量鉴定数据为基础，建立风险
分析数据库，进行风险分级和综合评估，形成了
一套科学研判新机制。

东营海关助企维权
索赔961万元

□记者 李明 通讯员 赵秀来 报道
本报东营讯 10月27日起，东营胜利机场将

执行冬航季航班计划，届时计划新增福州、杭
州、长春、乌鲁木齐4座通航城市。

据介绍，根据国际惯例，航班计划分为夏秋
或冬春航季，夏秋航季是指当年3月最后一个星
期日至10月最后一个星期日的前一天；冬春航季
是指当年10月最后一个星期日至翌年3月最后一
个星期日的前一天。换季时，航空公司通常会适
时调整航班，增加热门航线运力投放，同时停飞
或减少市场需求不足的航班班次。

东营机场计划开通
4条新航线

□记者 李广寅
通讯员 李炳忠 段延臣 报道
本报东营讯 日前，首届东营市乡村振兴传

统技艺砌筑工大赛落下帷幕。砌筑工大赛是全市
乡村振兴传统技艺技能大赛十项赛事之一，旨在
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弘扬建筑工匠精神，带
动更多农民工提升技能、增收致富。

据了解，比赛按照综合实操成绩和网络成绩
加权平均的原则，获得第一名的选手，将授予
“东营市技能状元”称号、颁发牌匾、奖励2万
元，获得二、三等奖的分别奖励5000元、3000元
和获奖证书。对获得竞赛一、二等奖的选手，将
按有关规定晋升相应中级专业技术资格（技师职
业资格）；获得竞赛三等奖的选手，按有关规定
晋升相应初级专业技术资格（高级工职业资
格）。同时，对成绩突出的参赛选手进行宣传推
介，纳入高端技能人才培养范围。

首届乡村振兴传统技艺
砌筑工大赛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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