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高超 通讯员 孙春莲 
杨莹 报道）近日，省“四进”驻滨州惠
民县工作支队工作人员陆斯嘉再次
来到滨州市中心血站捐献单采血小
板。这是他到滨州工作后第 5 次献
血。省“四进”驻滨州惠民县工作支
队还为贫困大学生捐款1000元，以行
动奉献爱心，为公益事业助力。

2009 年，陆斯嘉穿上军装走进军
营，服役8 年内获得团嘉奖、优秀团干
部、优秀基层干部等荣誉。军旅生涯
不仅赋予了他强健的体魄，更锤炼
出 他 乐 于 奉 献 的 高 尚 品 格 。 退 役
后，他始终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
严格要求自己，积极投身公益事业，
撸起袖子献血，便是他多年来坚持不
懈的善举。

自 2019 年 2 月首次捐献全血开
始，陆斯嘉的无偿献血之路徐徐展
开。“献全血需要间隔半年，一年最多
只能献两次，后来我了解到捐献单采
血小板可以半个月献一次，便从2022
年 3 月开始，坚持捐献血小板。”陆斯
嘉说，他希望自己的热血可以帮助到

需要的人，“没想太多，就这样坚持下
来了。”

2024年11月5日，是陆斯嘉派驻
滨州工作的第 5 天，也是他首次在滨
州捐献单采血小板的日子。“我来之

前先打电话进行了预约，每次来都很
顺利，血液也都合格。”陆斯嘉表示，
能够坚持献血也得益于自己一直保
持着运动的习惯，身体非常健康。

“近期临床上 B 型血小板用量很

大，陆斯嘉接到我们的电话，就从惠
民县赶过来了。”滨州市中心血站献
血服务科机采室主任杨莹介绍说，陆
斯嘉做了充分准备，迅速通过了快
检，上机顺利捐献了 2 个治疗量的血
小板。

从首次捐献至今，陆斯嘉捐献全
血 5 次，累计献血量 1900 毫升，捐献
单采血小板 48 次 ，累 计 95 个 单 位
治疗量。“令我感受最深的是，来滨
州 这 几 次 献 血 ，认识了很多‘熟悉
的陌生人’，大家一起上机，一起下
机，虽然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来
自哪里，但是他们都在靠自己的力
量，默默将这份爱心传递下去。”陆
斯 嘉 说 ，“ 滨 州 是 一 座 有 温 度 的 城
市，无偿献血者是在用生命守护生
命 ，用 希 望 传 递 希 望 ，留 下 的 不 仅
有热血，还有微笑。”

陆斯嘉还表示，在条件允许的情
况下，他会将这一份爱心持续传递下
去，“同时也呼吁更多人加入无偿献
血事业，为守护生命，奉献自己的一
份热血”。

“献血达人”陆斯嘉: 撸起袖子为生命接力

胡集书会上的“田野诗人”周金山：

一句承诺 70载曲艺传承未了情
本报记者 刘清春 通讯员 段雨娇 宁洪波

本报讯（记者 郭伟 报道）2 月
12 日，市住建局市政公用发展服务
中心开展“喜乐元宵 共筑团圆”欢
庆元宵节活动，通过“华灯寻迷”与

“手作汤圆”两个妙趣横生的环节，
让干部职工感受传统节日的温馨
氛围，共同度过了一段欢乐难忘的
时光。

活动伊始，“华灯寻迷”环节便
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大家穿梭
于花灯之间，或驻足沉思，或热烈
讨论，在智慧的碰撞中探寻谜底，
现场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随后
进行的“手作汤圆”环节，同样充满
温情与欢乐。活动现场，大家纷纷

动手尝试，揉面、包馅、搓圆，每一
个步骤都饱含着大家对团圆和美
好的期许。活动最后，大家一同品
尝着自己亲手制作的甜蜜成果，感
受着浓浓的节日氛围。

此次活 动 的 开 展 ，不 仅 加 深
了员工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与
热爱，更增强了中心的凝聚力与
向心力。新年新气象，市住建局
市政公用发展服务中心将继续强
化“一盘棋”的思想，聚焦城乡建
设和市政公用行业高质量发展，
铆足干劲提品质、创一流，为打造
宜居、韧性、智慧城市，共享智慧
和力量。

市住建局市政公用发展服务中心开
展欢庆元宵节活动

喜乐元宵 共筑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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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囊妙计——
我的公积金】第96期

问：公积金贷款放款后，我想更
换还款账号，如何办理呢？

答：打开“滨州公积金”微信公众
号，选择菜单栏中“我的账户-我的
业务-我要还贷-还款账户变更”，即
可更换还款账号。

周金山为孩子们传授东路大鼓。（李振平 摄影）

周金山在胡集书会上表演。（赵立军 摄影）

2月9日，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
兰芳第6次来胡集登台献艺——她已
81岁，但依旧神采飞扬、豪气干云，抬
腿、金鸡独立等动作说来就来，毫不
拖泥带水。其实，本届胡集书会上，
还有一位年纪更大的滨州曲艺人，也
在登台演出。

他就是周金山，今年 86 岁，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东路大鼓传承人。
农历正月十二这天，零下七八度的天
气，周金山眼神犀利，嗓门清亮，一招
一式，绝不含糊。在台下众多听众、
记者的请求下，他连演了好几个小段
儿。老观众打趣他：“老爷子，七十几
啦？”周金山笑笑说：“八十多了！再
也没有七十几了……”

周金山历尽沧桑，他的身上，有
很多动人故事。

他的父亲是一名盲艺人，1955
年，周金山开始登台演出；

1957 年，周金山与父亲获山东省
第一届曲艺汇演二等奖；

1960 年-1966 年，周金山任滨县
鼓书院院长；

1996 年，山东省首届农民文化
艺术节，周金山获曲艺类节目二等
奖；

2021 年，本土嘻哈团体 FCS 与
周金山在滨州迷笛音乐节上同台演
绎；

漫长的岁月里，周金山几乎年年
参与胡集书会……

15岁登台，周金山曾是
东路大鼓滨州惟一传人，曾
任滨县鼓书院院长

周金山，1939 年生，1953 年开始
随父学艺，1955年开始演出。

周金山的父亲叫周胜魁，是当时
滨州一带著名的民间盲艺人，他开创
了“周氏东路”。周金山无论是在生
活中还是他的父亲演出时，都会注意
观察和模仿父亲表演的姿态、唱腔，
慢慢的，周金山也能登台演出了。凭
着圆润、端正的唱腔，少年周金山一
炮而红，打响了名气。那时，周金山
负责说唱，父亲拉三弦伴奏。两个人
每个月大约演出20多场，有五六十块
钱的收入。“这个收入水平在那个时
候是很丰厚的了。”周金山回忆。

1957 年，山东省第一届曲艺汇演
举办，周胜魁、周金山表演的《排王
赞》获二等奖。那时，一位曲艺老前
辈语重心长地对周金山说：“你一定
要把东路大鼓继承下去，要不就真的
失传了。”就是这句话，让周金山做
出了一生的承诺。1958 年，周胜魁
病逝，周金山成为东路大鼓滨州惟
一传人。

东路大鼓是什么曲艺？
它是“山东大鼓”的一大流派，起

源于黄河三角洲民间小调，以三弦伴
奏和铜板、书鼓敲节为主，吐字清亮、
曲调婉转、表达细腻。明清以来，东
路大鼓广为流传于滨州、潍坊一带，
民国初年极盛。

在周氏父子的努力下，东路大鼓
在滨州形成了自己的曲艺风格。他
们不仅能唱《呼家将》《水浒传》等传
统剧目，还新创作出《荒碱变良田》

《养儿难》《两够本》《二妮出嫁》《孝顺
有方》等作品。

周胜魁去世后，周金山带着粮
票来到滨城区朱家口村，找到了师
伯 朱 胜 祥 ，在 老 人 家 吃 住 一 个 月 ，
掌握了说唱技巧，还注入了许多新
元素。

1960 年开始，周金山担任滨县鼓
书院院长。“那时，书院有 70 多名艺
人，西河大鼓、山东琴书艺人都有，”
周金山说，“我们演出跑遍了大半个

山东省。”
文革爆发后，滨县鼓书院解散，

周金山被安排到了滨县建筑社干起
了泥瓦工。只要一有时间，他就为工
友们唱上一段东路大鼓。1970 年 5
月，滨县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今
滨城区吕剧团），周金山也被调过去。

每年都要参加胡集书
会，心里话是：“有人愿意
学，随时免费教！”

改革开放后，周金山又开始了跑
江湖的日子。赶集赶书会，参加各地
的庙会和物资交流大会。譬如每年
胡集书会，他都要去书会上见乡亲、
见同行，他的表演非常受群众欢迎，
总能被雇请下村，连演多天。

在 1996 年山东省首届农民文化
艺术节上，周金山表演的《孝顺有方》
获得曲艺类节目二等奖。2000 年省
曲艺汇演，周金山的《二妮出嫁》荣获
业余组特别荣誉奖。

进入21 世纪，周金山发现曲艺市
场在急剧萎缩，老艺人渐渐凋零，曲
艺队伍出现断档。2003 年，他曾接受
采访说：“20 世纪 60 年代，赶集的艺
人，一凑就是十个八个的。现在，就
是在物资交流会上也找不到几个艺
人。我已经60多岁了，但在我所熟悉
的曲艺圈子里，我还是‘小周’，下边
的年轻人很少。人老了，很想找个
人，毫不保留地将自己的技艺传授给
他，但至今不能如愿。”

为什么少有人学鼓书？
除了收入问题，还有这门手艺

“吃功夫”的原因。周金山说：“学曲
艺很枯燥，拿东路大鼓来说，它没有
谱子，主要凭师傅的口传、凭脑子记。
想要熟练地掌握词句，把握好唱腔的
变化，练好扎实的基本功，没有三四
年时间是练不来的。”周金山摇了摇
头说：“现在的年轻人，恐怕吃不了这
个苦喽。”

无奈之下，他只得在子女中找
学生。他有 4 个儿女，由于种种原
因都没有学习大鼓，幸好二女儿周
艳霞会弹三弦，能伴奏。多年演出
中 ，通 常 就 是 二 女 儿 陪 他 往 返、登
台。

2018 年，山西太原艺人张传祥吸
引了周金山的注意，他俩临时搭档，

唱了一出西河大鼓，而后细细交流。
周金山最关心的还是传承，他说：“我
想把它传承下去，有愿意学唱东路大
鼓的，尽管找我，我免费教学！愿意
学多长时间，我就教多长时间！”

2007 年，“东路大鼓”入选我市首
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 年，东
路大鼓成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滨
城区建立了东路大鼓书院，为周金山
等老艺人录像录音，并建立了非遗数
据库。同时，让东路大鼓走进学校、
景区、社区和广场舞台。当地一些小
学，将东路大鼓纳入校本课程，邀请
周金山走进教室。

这些非遗传习活动，让周金山再
度忙碌了起来，他看到了传承的希
望。

支持《太师训徒》舞蹈
化、戏剧化，与嘻哈乐队在
迷笛音乐节同台演出

曲艺属于传统文化，周金山年过
八旬，却从不拒绝创新。

周金山说：“曲艺要随着社会形
势不断变化，最关键的还是要从自身
下功夫，注入更多新鲜血液，节奏、形
式、曲目长短、唱腔都要改良，才能创
作出贴合观众口味的新曲目。”

从艺 70 多年来，他是这么说的，

也是这么做的。少年学艺时，他就注
意将西河大鼓等姊妹艺术的精华融
入东路大鼓。演出同时，他还不断新
创，推出新节目。如《孝顺有方》《老
财迷》等，宣传倡导养老、教子、处事、
邻里和谐等新风尚、新气象，深受群
众喜爱。

在他的鼓励、帮助下，滨城区吕
剧团的演员们对东路大鼓大胆创新，
从一个鼓、一个三弦，演变到 1 至 5 个
鼓、1 至 7、8 把三弦，让演员们在舞台
上动起来，实现了曲艺的舞蹈化和戏
剧化。您瞧，7 个身着旗袍的女演员
踩着旋律依次上场，风姿翩翩，犹如
朵朵牡丹在舞台绽放。乐器也不止
三弦，还有二胡、阮、扬琴，甚至是大
提琴。新面貌呈现的节目《太师训
徒》先后获得山东省第七届曲艺小品
大赛一等奖、中国第十届艺术节曲艺
类金奖。

2021 年，滨州迷笛音乐节精彩开
唱，周金山受邀登台，与本土嘻哈团
体 FCS 合作。本土与现代、传统与摇
滚的激情碰撞，让很多年轻人感到惊
喜，霎时想起红磡体育场何玉生弹三
弦为儿子何勇伴奏《钟鼓楼》的名场
面。

几十年来，东路大鼓成了周金山
身体血液里的一部分。如今，这曲
儿、这调儿，还在飘扬……

2024 年 12 月 12 日，市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受理的首笔商业住
房贷款转住房公积金贷款成功发
放，标志着该中心开展的商业住房
贷款转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正式
全流程落地。

商业住房贷款转住房公积金
贷款（以下简称“商转公贷款”），
是指符合本市个人住房公积金贷
款条件的公积金缴存人，经原商
业贷款银行同意后，将本人尚未
结清的本市商业住房贷款转成公
积金贷款。为进一步发挥住房公
积金制度保障作用，市住房公积
金 管 理 中 心 结 合 我 市 实 际 ，自
2024 年底推出“商转公”业务。截
至 2025 年 1 月底，全市已受理贷
款申请达 1047 笔，涉及金额高达
4.28 亿元；其中，已有 475 笔申请
通过审核并成功发放，发放金额
总计 1.94亿元。

近年来，我市不断优化房地产
政策，“房住不炒” 的定位始终坚
定不移。在这个大背景下，“商转
公”业务的开展，对于稳定房地产
市场、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一方面，“商转公”业务将有

效减轻缴存职工家庭购买自住住
房贷款的偿还压力，真正惠民利
民。以一笔 50 万元、贷款期限为
30 年的等额本息首套住房贷款为
例，通过办理“商转公”业务，购房
职工可节省约 10 万元利息支出，
真 正 为 购 房 职 工 减 负 。 另 一 方
面，该业务的开展也释放出支持
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积极
信号，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提升
购房者的积极性和满意度，增强
购房者的信心，推动房地产市场平
稳健康发展。

同时，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开展的 “商转公”业务采用直转模
式，即借款申请人未结清原商业贷
款，且抵押权人仍为原商业银行的
情况下，原商业银行同意增加办理

“商转公贷款”业务的公积金贷款
受委托银行为该房屋第二顺位抵
押权人，办理顺位抵押登记，同意
协助办理用公积金贷款结清原商
业贷款，无需自筹资金提前全额偿
还原商业贷款，有效降低职工筹集
资金压力。

为防范住房公积金流动性风
险，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要对
每 年“ 商 转 公 贷 款 ”的 总 体 资 金
使用规模进行研判，并根据实际
情况按月进行动态调控，持续改
进和优化政策措施，不断提升业
务 办 理 的 便 捷 性 与 高 效 性 ，让

“商转公”业务更加惠民利民，让
更多缴存人享受到公积金贷款带
来的实惠与便利。

“商转公”业务
惠民利民见实效

任斐

本 报 讯（记 者 王 敏 通 讯 员 
张旭东 报道）春节至元宵节期间，
滨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星火课
堂”连续举办了7场别开生面的非
遗文化迎新年、闹元宵活动，累计
300余名青少年和家长参与其中。

课堂上，孩子们剪纸窗花，学
技巧、悟寓意；制作清河镇木版年
画，传承历史韵味；写春联送福字，
体验墨香中的新春祝福。

元宵节前，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将800年历史的胡集书会“搬进”
星火课堂，开展非遗地方戏曲普
及、民间艺人手扎灯笼与猜灯谜活
动。多彩的非遗活动丰富了青少

年们的假期生活，让孩子们在蛇
年新春的欢笑中，传承文化、接
受教育。

“星火课堂”是山东省少先队
星火阅读计划在滨州推广的创新
实践，旨在塑造有“根”和“魂”的红
色教育品牌，通过叫响“星火课堂、
名师名课，为党育人、培根铸魂”口
号，开展专家讲座活动50余场，教
育引导青少年3000余人。

下一步，“星火课堂”将继续
开展更多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更
多青少年在文化的滋养下茁壮成
长，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新
的光彩。

“星火课堂”的
“非遗中国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