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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荆
常忠 通讯员 王琼 报道）日前，市
委组织部、统战部联合从市直单
位（市人大常委会、市发改委、市
司法局、市乡村振兴局、市交通运
输局、市城乡水务局、市住建局）
选派7名优秀科级党外干部，到县
市区挂职政府组成部门（市场监
管局、发改局、司法局、农业农村

局、交通运输局、城乡水务局、住
建局）行政副职，期限1年。

市委组织部、统战部建立联
合跟踪考核机制，各县市区每季
度向市委组织部、统战部反馈挂
职干部工作表现情况，并在挂职
期满后由市委组织部、统战部进
行期满考核。

市委组织部统战部选派
党外干部到县市区任职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荆
常忠 通讯员 王琼 庞彤彤 报道）
近日，市委统战部以宗教活动场
所“四进”“5+1”规范化创建活动
为基础，开展坚持宗教中国化示
范创建活动。

市委统战部从政治理论学
习、中国化教育引导、法治宣传教
育、履行社会责任、“四进”活动要
求落实、“5+1”创建活动开展6个
方面，分别明确了示范场所和规范
场所创建标准。引导各场所紧紧
围绕宗教中国化主题，结合实际积
极主动打造“三类基地”（宗教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基地、红色文

化教育基地、宗教中国化历史教育
基地）、“三类平台”（讲经解经、文
化交融、公益慈善）和普法宣传教
育基地，深入挖掘、总结各宗教历
史、组织、人物、事例中坚持中国化
的典型，通过建设文化长廊、文史
馆、展室展厅等各种形式把宗教中
国化的故事讲出来，标杆树起来，
成果展示出来，让宗教中国化看得
见、摸得着、接地气。

据了解，今年我市将打造10
处以上坚持宗教中国化示范场
所、50处以上规范场所，打造标
杆，以点带面，推动全市宗教中国
化工作走深走实、入心入脑。

我市开展坚持宗教中国化
示范场所创建活动

今年将打造10处以上示范场所、50处以
上规范场所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李
伟伟 通讯员 邱伟 李佳泽 报道）
近日，市营商环境建设服务中心
在“六个一”暖企服务行动基础
上，组织市直24支专业服务小分
队开展了“企业走访服务月”活
动，分赴10个县市区当好服务企
业的“店小二”“服务员”，千方百
计帮助企业破解发展难题，助力
企业做大做强做久。

“通过最近一个月时间，全市
24支专业服务小分队走访企业
1177 家，召开企业座谈会 55场
次，发放政策宣传材料1200余册，
开展政策宣讲94场次，惠及企业
7921家，帮助企业解决问题483
件。”市营商环境建设服务中心主
任李云涛说。

坚持“大”走访。该中心聚焦

人力资源、电力、用水用气、纳税、
获得信贷、政务服务等24个重点
领域，对具有独立办公场所、正常
生产经营且依法纳税、职工人数
在10人以上经合法登记的企业以
及县级以上重大重点项目进行实
地走访，开展了一场群策群力的

“大走访”行动。坚持“广”宣讲。
各专业服务小分队结合部门业务
工作职能，采取线上线下政策解
读、发放政策汇编材料等形式开展
政策宣讲，同时带动各县市区自发
开展宣讲235场次，推动惠企暖企
政策加速落地落实落细。坚持

“优”服务。推行“一线工作法”，各
专业服务小分队通过走进项目建
设一线、生产经营一线，强化沟通
对接，第一时间拿出务实有效的帮
扶措施，为企业排忧解难。

市营商环境建设服务中心组织开展“企业
走访服务月”活动

走访企业1100余家
解决问题480余件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
刚 通讯员 孙连康 报道）近日，海
韵沥青顺利通过中国建筑防水
协会和国家建筑材料工业建筑
防水材料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
试中心的全面审查和综合评定，
获颁“中国建筑防水行业标准化
实验室”称号，成为国内沥青行
业首家通过标准化实验室认证
的企业。

据了解，中国建筑防水行业
标准化实验室评定具有十分严格
的评定程序，要求认证企业必须建
立健全的质量管理体系和制度、技
术指导文件，配备专职的实验人
员、固定的实验场所和专用的检测
设备，并且需通过现场实验比对验
证实验操作能力和水平。

海韵沥青进入防水市场以
来，围绕绿色低碳、节能降耗需
求，精准锁定防水卷材涂盖料生

产工艺和预浸渍工艺存在的痛
点，经过潜心研发，在业内首推低
黏柔性沥青和低黏补强沥青两款
定制化产品，并推出水性沥青防
水涂料专用阴离子乳化沥青产
品。2021年，与防水行业TOP10
企业合作达到9家，市场占有率突
破10%。

此次顺利通过认证，海韵沥
青更加坚定了持续为防水行业提
供高品质、定制化、低碳化沥青材
料的初心，今后将坚持以科技创
新为发展引擎，围绕场景化产品
开发和产业化技术研究，搭建原
油综合评价、微观机理分析、理化
指标检测、高端智能制造、应用性
能评价、应用技术服务等端到端
的技术创新全链和研、产、销、运、
存、用六位一体沥青产业链，开发
定制化、功能化的沥青材料，为客
户提供系统技术解决方案。

海韵沥青通过中国建筑
防水行业标准化实验室认证

系国内沥青行业首家通过标准化实验室
认证企业

千名书记谈落实省党代会精神千名书记谈落实省党代会精神

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未来
五年，要在“走在前、开新局”上取得
突破性进展，创造更多标志性成果，
推动各方面工作实现新跃升；要深
入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大力发
展设施农业、高效节水灌溉农业。
这为我们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
谱写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指明了前
进方向、注入了精神动力。

泊头镇位于沾化主城区与滨州
市区的融合地带，是承担滨沾融合

提升、协同发展的“前沿阵地”，理应
在由农融城、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
系上带头实践探索。

党建扬帆领航，基层治理展现
新气象。创新开展“基层党建提质
增效攻坚年”活动，扎实开展“头雁
领航·打擂比武”和农村“三务三资”
阳光报告会，为基层党组织组织力
提升搭建务实载体。

产业培优做强，休闲小镇擘画
新图景。持续擦亮红色教育、休闲

农业、精品冬枣三张特色名片，全力
打造“农事休闲特色小镇”。

项目攻坚突破，高速发展汇聚
新动能。加快康教医养一体化项目
投用，沿滨孤路规划打造冬枣食品
深加工产业园区，突出补链、延链、
强链，带动三产融合提升，打造鲁北
地区特色食品加工产业小镇。

民生持续改善，乡村宜居再现
新风貌。扎实推进全镇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及时化解群众农业生产“急

难愁盼”问题，加快农村生活设施配
套，全面提升村庄宜居水平。

维稳态势巩固，平安治理构建
新格局。按照“依法有法办”“有法
依法办”的工作遵循，围绕矛盾纠纷
排查、历史遗留问题化解、长效机制
建立等方面全面发力，推动构建更
加平稳发展环境，在加快城乡融合
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发挥区
位优势、贡献泊头力量。

“谁说女子不如男？”
84岁的王德荣故事很多，她好

像在用一生诠释这句话。
丈夫王永昌13岁就在村头戏坊

里唱大戏，京剧、吕剧、扽腔装了一肚
子；王德荣打小在集上摆摊“卖零剪”，
剪纸、绣花、布老虎铺了一地……

步入晚年，丈夫王永昌成为非
遗项目吕剧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
人、吕剧音乐家，王德荣也成为非遗
项目剪纸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请注意，这俩称号都是国家级
的！

请注意，王德荣没进过学校，只
上过七个月的识字班！

手里一把小剪刀，王德荣是怎
么借它踏入非遗的国家级门槛的？

剪纸卖花卖鞋样，王
德荣从小跟着妈妈、姐姐
赶集“卖零剪”

1938年，王德荣出生在广饶县
大王镇灶户王村。

王德荣兄妹多，为了生计，她的
父亲开起了火烧铺，还代卖烟卷。

那时人们买不起整盒的烟，一
次只能买三五根，剩下的烟卷盒就
成了王德荣姐妹的剪纸好材料。那
时，母亲和姐姐们还会赶集卖针线
等女工。

王德荣回忆道：“我姊妹七个，
哪个姐姐都会剪。在大集上，摆个

针线摊，剪纸、卖花、卖鞋样。我记
得那时候鞋上缝的花，卖的是五分
钱一对。”

那时日子虽然穷苦，却也爱美
“好捯饬”，枕套、布鞋、袜子都要绣
上花，炕头上也要贴剪纸，娃娃更得
戴个老虎帽。在集市摊上，母女几
人边做边卖，早晚手不停，靠勤快灵
巧支撑起了7个孩子的大家庭。

她回忆，那时剪纸、绣花的图案
都是老辈传下来的花纹，以菊花、桃
花、蚂蚱菜居多，样子简单干净。

学艺的路快乐，也有苦处，“剪
刀剪得手指流血，剪箍磨破手背”。
她忍着疼，在剪箍上缠上碎布，继续
尝试，一次次，一件件，由半成品到
成品……

“卖零剪”的巧丫头，
嫁给了戏坊里的小神童

虽没念过书，但王德荣遇到了
那个时代的美好爱情——她嫁的是
戏坊里的小神童王永昌。

王永昌天分高，小学时音乐、美
术课都是满分。他8岁会唱《小放
哨》，13岁就学会唱大戏《小仓山》。

“和老艺人耳音摸弦不一样，我在学
校里学到了简谱。”痴迷戏曲的王永
昌甚至自己动手做了一把京胡。

1956年广饶县成立吕剧团，将
王永昌录取。他回忆：“当时吕剧团
只有我会识谱，先学谱再教给演员

们。刚开始学作曲，写的是《画皮》
《王小赶脚》《墙头记》，很多兄弟剧
团跟着学唱我的谱。”

婚后，还是农村户口的王德荣
一直住在村里，直到1980年代初。

“村里一有红事，我可就忙了。
新娘子要双花鞋，喜棚要贴福字，柜
子炕头也要贴花贴字。我帮忙做这
些物件，常常忙到下半夜，这还不能
白天耽误挣工分。”如王德荣所说，因
为心灵手巧，她成了村里的大红人。

王德荣说，有时候忙得顾不上
吃饭睡觉，常常是煮地瓜干来充
饥。但她却说很高兴：“村里谁用不
着谁啊，结婚就一次，谁叫着帮点忙
都麻利地上。老头子那时候不在
家，我一个人带着几个孩子种地，村
里人帮了我也不少。”

剪纸进城，融入国画、
戏曲等元素

1982年，王德荣跟着王永昌进
城安家。周围人甚至她自己都没想
到，剪纸居然能震惊“城里人”——
她的大幅剪纸《丰收图》送到省里参
展，并在《中国妇女》杂志发表。

两个文化人结合，带给她美好生
活，也给她的剪纸创作以很大影响。

王永昌爱好国画，不仅教她看
通了报纸，还帮她开始了个人创作。

“这是1985年参加八省一市美
术展的作品《孔雀牡丹》。这种风格

的出现，是因为俺俩都喜欢国画。”
王德荣学着丈夫拿起了画笔。从
此，她的剪纸作品题材不再局限于
农家院的寻常生灵。

凤凰牡丹来了，戏曲中的形象
出来了，时代人物多了，王德荣的剪
纸作品逐渐有了个人创意、个人风
格，有了厚重的时代感，开始走出滨
州走出省，走向全国。

1992年，王德荣的刺绣作品入
选《中国山东滨州民间手艺展》并在
香港展出，被画廊永久收藏。之后，
王德荣的《丰收图》《福寿安康》等
12幅剪纸作品被作为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将滨州剪纸认定为人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剪纸作品《墙
头记》被山东省非遗文化保护中心
收藏并长期陈列展示，部分作品被
香港画廊等永久收藏，更有作品远
销韩国、日本。

如今，王家人几乎每个人都拿奖
多次：孙女王倩7岁就参加展览，12
岁就凭剪纸作品《鱼乐图》夺得全国
少儿书法美术大展金奖；外孙女张乐
带着同学以“滨州剪纸”为课题做社
会调研、创作，回校后集纳成明信片
出版，受到学校师生一致好评……

“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学剪纸，将
这门民间艺术传承下去，发扬光大，这
是我最大的心愿。”看了眼正在书房埋
头创作的王永昌，王德荣抬头看着墙
上的剪纸作品，语重心长地说。

（上接第一版）
今年以来，沾化农村地区交通事

故警情到警时间降至10分钟以内，
各派出所查处各类重点交通违法行
为3500余起，占全局的1/2，对6个
区域性突出交通问题进行了整治，3
个乡镇（街道）实现亡人事故零发生。

派出所警力下沉路面
“动”起来，实现交警中队、
派出所职能合成、勤务合
成、服务合成

利国派出所辖区是典型的农业
乡镇。

改革后，该所将警力分为三组，
其中巡逻组长期在路面巡控，在完
成交通违法行为查处、交通安全隐
患排查等任务的同时，还开展治安
巡逻、服务群众工作，路面见警率和
与违法犯罪的碰撞率大幅提升。

4月20日晚，该所查酒驾时，
在当事车辆上发现一宗吸毒工具，
从而破获一起涉毒案件。

在近日市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开
展的民调中，利国乡群众安全感排
名全市第三位。

利国派出所所长孙文松说：“群
众安全感的提升与‘交所合一’，是
密不可分的。”

“交所合一”改变了交警不管治
安、治安警不管交通的局面，实现了
交警中队、派出所职能合成、勤务合
成、服务合成，形成新的用警模式和
工作机制。

职能合成倒逼派出所警力“动”
起来，各派出所每天平均在路面时
间达到10个小时以上，民警动中备
勤、接警，排查治安问题，服务群众。

今年，警力在路面巡逻过程中
“顺路”破获盗窃电瓶、树木等侵财
小案15起，7次护送病危群众紧急
就医。今年全区无刑事警情日累计
79天，无“两抢”案件，八类严重暴
力犯罪案件同比下降33.3%。

交通管理服务事项进驻派出所
服务大厅。服务大厅统一受理户籍

业务，交通违法行为现场、非现场处
罚，车驾管高频服务事项；社区民警
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防范宣传、重
点车辆做到见车见人、约谈提醒等
安全监管工作，全区交通安全高风
险企业由23家下降到6家，高风险
率降至全市最低。

以能力提升、作风提
升为关键点，队伍建设打
出配套“组合拳”

交所合一，人的融合、业务能力
的提升是基础和关键。

该局确定了党建引领改革的思
路，所有派出所设立独立党支部，派
出所所长兼任党支部书记，所有民辅
警党组织关系全部转接至派出所党
支部，使派出所组织生活落地落实，
进一步建强了派出所基层战斗堡垒。

为突破“交所合一”业务难关，该
局通过业务轮训、现场教学、跟班学
习、观摩比武等方式加大交管业务培
训力度。广大派出所民警变压力为

动力，全面激发动能，积极学习、熟练
掌握交管业务，向业务多面手发展，
整体素质有了大幅提升，66名派出所
民警取得事故处理初级执法资格。

交警执法自由裁量权大、交警
长期不轮岗、民辅警违纪违规风险
大，也是必须破解的难题。该局大
范围轮岗交流民辅警90余人，使机
关与派出所、交警大队内部、交警与
派出所之间警力流动起来，进一步
挤压违规违纪空间、优化警力配置、
激发队伍新活力。

成立队伍监督、队伍管理两个
联合指挥部，对派出所执法进行全
链条监督，严禁辅警单独执法，严格
执法记录仪使用，队伍实现了违法
违纪零发生目标。

坚持“基层为先、凡提拔必交
流”的原则，通过机关机构整合、轮
岗交流、机关民警下基层，平均为每
个派出所增加3名民警，18名派出
所民警被优先提拔，激发了全警到
基层干事创业的巨大热情。

沾化公安“交所合一”改革成效显著

>>>开栏的话

为深入开展“在知爱建”主题实
践活动，弘扬非遗文化，传承手工技

艺，探寻梳理山东手造、滨州手造的
创新之路、产业化成果，助力打造具
有山东乃至全国影响力的“滨州手
造”区域品牌，本报今日开设“在滨

州 知滨州 爱滨州 建滨州——滨州
手造·百年非遗”栏目，聚焦重点项
目、典型人物和突出现象，挖掘弘扬
滨州黄河文化、孙子文化、红色文化

等优秀传统文化，助推全市文化创
意产业高质量发展，以“山东手造”
之力助力更高水平富强滨州建设。

84岁老艺人王德荣：

一把小剪刀 裁出国家级非遗的“滨州形象”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刘清春 张丹丹 实习生 王震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隆
卫 报道）7月12日，全市科技创新
党外人士座谈会召开。市委常
委、副市长屈跃宽出席并讲话。

会议通报了全市科技创新工
作有关情况，市各民主党派、工商
联、无党派人士代表分别发言并
提出意见建议。屈跃宽指出，打

造“双型”城市、建设更高水平富
强滨州，离不开科技创新，要同心
同德、同向同行、同力同为，做好
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

“四链联动”“四链融合”，凝聚发
展共识、发展智慧、发展力量。

万永格参加座谈会。

全市科技创新
党外人士座谈会召开

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激荡着
“走在前、开新局”的昂扬旋律，提
出“六个新跃升”的目标任务，系统
部署了十二个方面重点工作，目标
更高，任务更重，挑战更大。对此，
博兴县兴福镇将勇于与最快者比
速度、与最强者比水平，一步一个
脚印把党代会擘画的宏伟蓝图变
成美好现实。

争当从严治党示范标杆。牢固
树立抓好党建就是最大政绩理念，

认真落实“第一议题”制度，结合“中
国智慧厨都”产业特色，探索建立厨
具园区党群服务中心，在落实“走在
前、开新局”中彰显兴福担当。

争当创新驱动核心引擎。抢抓
全省推行链长制重大机遇，投资2.8
亿元规划建设厨具科创产业园、厨
具交易中心等重点项目，加快推进
产品智能化控制系统、整体商用厨
房集成技术、关键零部件和核心模
块研发，擦亮叫响“中国智慧厨都”

品牌。
争当基层治理先锋力量。坚持

社会治理现代化新理念，深入推进
综合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持续深化

“全科大网格”提质增效工程，守牢
守好安全生产、疫情防控、生态环
保、信访维稳等“一排底线”，以高效
能治理保障高质量发展。

争当共同富裕基层样板。序时
推进新型社区建设，加快实施道路
提升工程，积极争创国家卫生乡镇，

协调建设“兴福现象”展览馆，持续
完善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体系，不断
满足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真正让
兴福人民更幸福。

今后，兴福镇将深入贯彻落实
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坚决扛起

“走在前、开新局”光荣使命，全力争
当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排头兵，奋力冲刺全省百强镇“第一
方阵”，以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迎接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发挥区位优势 贡献泊头力量

建好滨沾融合提升协同发展“前沿阵地”
沾化区泊头镇党委书记 王敏

争当高质量发展排头兵

奋力冲刺全省百强镇“第一方阵”
博兴县兴福镇党委书记 王兆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