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孙亚飞 李 梦
本报通讯员 赵永斌 王树平

春节临近，高唐县姜店镇十里村“春联达
人”杨增福的春联印刷间比平时更加忙碌。循着
渐渐浓郁的墨香，记者走进他的印刷间，首先映
入眼帘的是一张张印有“春”“福”等字样的春
联，被井然有序地挂在架子上晾晒，鲜艳的红纸
衬着又黑又亮的字，特别的喜庆。

“春联制作中最关键的工序除了制版，就是
印刷。春联印得好不好，全靠印刷人的手法是否
干净、利落，这是体力活，更是技术活。我刮得墨
均匀而且薄，制作起来省时省力……”印制台
前，68岁的杨增福将一张大红纸放到模版下，随
后根据模版的字样仔细上墨，一张印有大大

“福”字的春联很快制作完成。
说起与春联的不解之缘，杨增福说，刚开始

他是从刷红纸开始的。后来，镀金对联流行后，
他又开始刷黄磅纸，生意最好时曾在济南西市
场占领过一席之地。干了大约七八年，他又对印
制春联产生了兴趣。经过反复研究，凭借自己多
年刷纸的经验，杨增福仅用了4个月时间便成功
印制了首副春联。

起初，杨增福印制的春联并不多，自己也
是串村卖，后到高唐县的大市场摆摊。由于他
的春联纸张质地好，且风吹日晒不易褪色，生
意越做越红火，前来订购春联的商贩自动上
门，他也由此在自家院搭起了两间小型制作
间，搞起了家庭批发。

杨增福笑着说，别小看一副春联，内容代表
着国家的繁荣昌盛，百姓的幸福生活和节日的

美好寓意。屈指数来，不知不觉已经干了24年。
杨增福腊月十六停工，正月十六开工，年头

忙到年尾，全年生产，年产春联10万副，“春”
“福”字10多万张。另外，还有车联、门心联等，产

多少，销多少，供不应求。
24年来，杨增福的春联走进了千家万户，

祝福也送到了千家万户。尽管目前手工制作春
联已不多见，但是杨增福坚持认为，相比机械印

制，带有墨香的大红春联更能烘托春节的年味，
也更能体现春节贴春联的传统意义。如今，作为
全国、省、市、县四级楹联协会会员的杨增福正
在物色人选，准备把这项手艺传承下去。

□记者 肖会 通讯员 付延涛 报道
本报聊城讯 1月10日，聊城市公安局举行迎

接第34个全国“110宣传日”主题宣传活动。此次
宣传主题为“不忘初心110，共建共治享安宁”。

2019年，聊城市公安局不断加强改进110接出警
工作，全市110报警服务台全年接听110呼入电话66
万余起，其中有效报警、求助电话11万余起，有力维
护了社会稳定、打击了各类犯罪、救助了群众危难。

同时，警方也再次向社会公布110报警服务台
受理范围，温馨提示市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需要政
府解决的困难、问题及咨询、求助，可直接拨打市长
公开电话12345热线，请勿实施干扰影响报警服务行
为，共同为110报警服务工作营造良好的运转环境。

□记者 高田 通讯员 席真 报道
本报聊城讯 日前，“聊城市东昌府区孟达

杯”全国国际象棋新秀超霸战落幕，本次比赛由国
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中国国际象棋协会
主办，山东省棋牌运动管理中心、聊城市教育和体
育局、东昌府区人民政府承办。

比赛共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预赛在北京中国
棋院举行，这是东昌府区首次在北京承办的国内大
型高水平的国际象棋赛事，再次擦亮了东昌府区
“国际象棋之乡”的城市名片。通过举办该项赛
事，已将国际象棋运动进一步打造成东昌府区建设
智慧城市、人文城市的全新亮点，推动国际象棋这
项优势项目走出山东、走向全国，也为下一步承办
国内和国际高端赛事积累了成功经验。

□记者 孙亚飞 通讯员 赵华丽 报道
本报聊城讯 近日，记者从聊城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获悉，2019年聊城市完成新造林任务7 . 43万
亩，任务完成比为106 . 03%，林木绿化率增加0 . 57个
百分点。同时，新增3个省级森林乡镇、30个省级森林
村居、6个市级森林乡镇、33个市级森林村居。聊城市
还着力开展生态修复工作，中央环保督查反馈意见
涉及到的46处矿山，现已全部治理完毕；聊城市“三
区两线”废弃矿山治理工作涉及16处矿山，现已治理
完成13处，2020年全部治理完毕。

为不断加大林草资源保护利用力度，聊城市11
个县（市、区）和市属开发区全部印发了县级林长
制工作方案，并完成了四级林长名单的汇总，建成
了市、县、乡、村四级林长制体系。而经济林产业
方面，聊城市经济林总面积54 . 23万亩，产量56 . 85
万吨，标准化程度达到80%以上。

□记者 肖会
通讯员 李学华 孙旭 报道
本报聊城讯 1月11日，位于聊城高新区

四新河段，许营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李秀伟踩着
积雪走在责任河段。“天气虽冷，河道周边的环
境巡查起来不能马虎。有没有垃圾倾倒，有没有
污水直排，水土保持咋样，这都是我的责任。”说
起河道巡查的职责，李秀伟滔滔不绝。

2019年，聊城高新区管委会把实行河长制
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环节，将水污染防
治、水环境治理与河长管理和长效机制有效融
合，探索出一条立体治水之路。

去年3月，聊城高新区污水处理厂开始合
闸运行，标志着高新区污水排放治理步入全新
阶段。方圆30公里的生产、生活污水被集中纳
入厂区集中处理后，水质可达Ⅳ类水标准。随
后，韩集、顾官屯、许营3个乡镇污水处理站也正
常运行，污水日处理量达到1000余吨，有效改善
了四新河、班滑河和茌新河的水环境质量。

探索垃圾分类新模式，大力推广“零污染
村”创建。记者在许营镇崔庄村看到，辖区垃圾
通过密闭车辆送入后，实施有效分类，通过先进
的工艺流程，实现各种垃圾的无害化处理。聊城
高新区还与聊城市国学促进会联合举办环保酵

素制作推广活动，通过积极开展环保酵素专业
培训，共制作环保酵素近10吨，减少垃圾近1吨。

与此同时，聊城高新区打破常规，率先提
出企业河长概念，引导社会力量助力河长制管
理体系。作为高新区第一位企业河长，鲁西化工
环保部程继增多次巡查河道，汇报情况，为维护
赵牛河生态环境作出积极贡献。企业河长开创
了“政府主管、社会参与”新局面，增强了环保新
生力量，也使河道环境治理迈上了新台阶。

聊城高新区还投入财政资金1000多万元，
探索市场化运作模式，将河管员与路长制路管
员、城乡环卫一体化卫生协管员统一打包集中

招标，招聘河管员158名。针对河湖周围环
境，高新区出动河管员1000多人次，出动机械
50多台，完成清理垃圾400多方，拆除违建大
棚2000多平方米，治理污水3处，圆满完成了
各项违法行为整治任务。

此外，为保证河长制管理常规运行，聊城
高新区在加强河长培训同时，运用科技手段加
强了河长巡查的管理与督促。为高新区125名
村级河长配备巡河手机卡，按每月29元标准用
于登录河长巡河手机APP，实时上传日常巡河
工作情况。目前，区、乡、村三级河长巡河率
已达90%以上。

社会力量助力 科技手段加持

聊城高新区“河长制”管理新招多

“达人”杨增福只图年味儿更浓

24年坚守手工制作春联

聊城“110”去年接听

11万起有效报警及求助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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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改善

东昌府区成功承办

全国国际象棋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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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玉国 陈清林 报道
进入腊月以来，聊城市茌平区贾寨镇肖庄村、阳谷县前杨村等多地生产花糕、花馍的农

户们迎来一年中最忙碌时节，他们忙着蒸花糕、做花馍，喜迎新春佳节的到来。

□孙亚飞 报道
杨增福（右）向记者展示刚刚印好的“福”字。▲


	19-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