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王兆锋
   本报通讯员 何前进

  9 月20日早晨，微风轻抚，树影斑驳。
  菏泽市牡丹区曹州路两侧，一个个摊点
上，摆放着新鲜的葡萄、西瓜、西红柿等新鲜果
蔬。附近小区的市民们在家门口就能买到新鲜
又便宜的蔬菜，每个摊位都其乐融融。
  提振城市消费，小举措发挥大作用。菏
泽市地摊经济发展协会会长张守权说：“这
是协会协助城市管理部门规划的‘露水早
市’，在曹州路上安置进城农民临时瓜果蔬
菜摊点300 余处，东方红大街‘露水早市’安
置临时瓜果蔬菜摊点200 余处。便民不扰民，
所有‘露水早市’的摊位都沿道路两侧摆
放，商户们都自觉地在路缘石以上摆放摊
位，并且不使用喇叭叫卖。”
  菏泽市地摊经济发展协会在城区协助规
划固定的瓜果疏导点 30 余处，安置商贩 100

余位，安装护栏，全天候经营，爱心企业还
捐赠了遮阳伞。
  下午，在中山路欧洲城小区门口的固定
摊位处，摊主刘秀环的三轮车上，摆放着新
鲜的玉米、毛豆、小南瓜。不时有顾客前来
买东西，刘秀环很开心：“这是协会给老百
姓办的大好事啊，免费给俺安置了固定的摊
位，还发放了遮阳伞，淋不着、晒不着，多好啊！
俺再也不用东奔西走地摆摊卖东西了。”
  刘秀环家上有92岁的婆婆，下有上高中的
孩子。她的对象动过手术，身体不好，干着打扫
卫生的活，月收入1000 多元。有了这个固定摊
位，刘秀环也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她很满意。
  在另一个摊位上，摊主侯魁岭在吆喝：
“这是华硕苹果，新品种，口味不一样。好
吃不贵，大家快来尝尝啊。”
  侯魁岭说：“有了固定摊位后，我天天
来出摊卖水果，附近小区有不少我的老顾
客，一天能卖1000 多元，生意好的时候卖过

1500 多元。协会为我们解决了大难题，让我
们能大大方方地出摊挣钱了。这不，为方便我
们车辆进城，还协调给办理了临时通行证。”
  拉着一车西瓜的东明农民胡俊峰正好路
过这里。看到这么多摊位，立刻向在场的协会
工作人员申请。填写好表格几分钟后，一个固
定摊位就确定了，这让他既意外又惊喜。“没想
到这么容易就申请到摊位了，以后我每天都会
来出摊卖黄河滩的西瓜。”胡俊峰说。
  “菏泽市地摊经济发展协会是我省第一
个以发展地摊经济而成立的协会，今年5月份
报备注册， 8 月 12 日正式成立，现有会员
1200 多人。”张守权说，菏泽的地摊从业人
员众多，给城市管理带来了难度。城市管理
人员与摊贩之间彼此不理解，缺乏沟通，协
会作为双方之间沟通的桥梁，向地摊经营者
宣传法律法规、经营管理条例、行业要求
等。在形成行业自律的同时，收集地摊经营
者的意见建议，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破解

困扰多年的城市管理难题。
  张守权说，协会目前正在联系爱心企业
提供赞助，将修车、修鞋、配钥匙等便民服
务类疏导点进行升级，统一车辆、统一形
象，配备太阳伞、马甲等。
  协会成立以来，协助城管执法部门让地
摊经济“制度松绑、规范经营”；对城区闲
置的项目边角地带、拆迁工地空置期闲置土
地、居民区周边断头路段、不影响交通通行
的背街巷道路进行勘验，设置摊点、便民市场、
烧烤园、特色街区等，以协会自治作为试点，按
照“先行先试，边试边完善”的方式，逐步有序
开放菏泽市“地摊经济、小店经济”。
  同时，针对地摊经营者面临的共性问题，
协会正着手给予解决。“地摊经营者个人去银
田农贸市场批发蔬菜，半夜去，来回得2个多小
时，价格高，新鲜度还难以得到保证。”张守权
说，协会正在与合作社、种养大户等协调合作，
为地摊经营者提供稳定新鲜的货源。

  □记者 赵念东
  通讯员 边路 张驰 报道
  本报成武讯 今年以来，成武县立足群
众需求和家庭特色，充分发挥“家庭站”贴近群
众、热情亲和、灵活多样的优势，结合“网格化”
服务管理机制，将每个村划分为数个网格，每
个网格设置一个或多个新时代文明实践家庭
站，辐射带动周边村民，打造群众身边的文明
实践服务微阵地，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理论宣讲微阵地。“我们‘东网格’的
村民，有什么事就找李美婷，她家就是一个
家庭站，走几步就到了，特别方便。”成武
县九女集镇吕庄村村民吕培闯说。吕庄村按
照街道将住户划分为四个网格，每个网格区
域都设置一处新时代文明实践家庭站，将文明
实践的触角延伸到每个家庭。“我家是‘东网
格’家庭站，书籍、报刊啥的都有，摆上几个马

扎就是理论宣讲阵地。”李美婷笑着向前来的
群众介绍。家庭站里，李美婷通过“土言土语”

“故事会”等方式向周边群众讲政策、讲文明、
讲技术，让科学理论传播与群众生产生活有机
结合，寓教于乐，润物无声。
  文化活动微阵地。“有了网格划分后，
我们家庭站的文艺活动能够辐射整个网格
区，村民们茶余饭后能在家门口欣赏文艺节
目，参与积极性很高。”鹿楼村“第一网
格”网格长暨家庭站站长岳玉梅介绍，如
今，她的家庭站成了乡村大舞台，村民们自编
自演的广场舞、山东快板、戏曲表演等成为主
打节目，群众喜闻乐见，村民爱演爱看，“家庭

站”里乡风文明好戏连台，农村群众精神生活
不断丰富，文明实践走深走实。
  志愿服务微阵地。在九女集镇侯楼村张
庄网格家庭站内，网格员吕培红正和几位志
愿者在厨房里忙个不停，为网格内75 岁以上
的老人准备“爱心大锅饭”。“你们两个去
前街送，我们去后街，如果老人家里有需要
洗的衣服大家就帮忙洗洗。”吕培红对志愿
者们逐一进行安排。
  成武县为每个家庭站配备了书报栏、书
架、书桌等阅读设施，并配置了医药箱、工
具箱等物资，将每个网格打造成以家庭站为
中心的“5分钟便民服务圈”。根据《美德信

用积分管理办法》，村民主动承担新时代文
明实践家庭站工作且积极开展活动，每月可
赋10 分。在美德积分的激励下，网格内的村
民都积极参与为老服务、儿童照护、矛盾调
解、环境治理等志愿服务活动，形成“互帮
互助、共建共享”的良好氛围。
  “目前，成武县通过高效整合乡村、社
区资源，围绕文明实践网格化、志愿服务精
准化、参与群众最大化，构筑一站多点的网
格化文明实践阵地体系，让群众就近可得到
帮助、可参与活动，网格微阵地赋能文明实
践零距离，文明新风扑面，常驻百姓心田。”成
武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景雷说。

  □记者 蒋 鑫
  通讯员 崔艳娇 朱坤金 报道
  本报单县讯 为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识毒、防
毒、禁毒的能力和意识，单县谢集镇采取一系列措
施，进一步筑牢辖区禁毒防护网。
  谢集镇禁毒办联合派出所及其他相关部门，通过
深入辖区企业开展易制毒企业化学品“大排查”，检
查使用登记管理台账，并与企业责任人签订告知书；
开展“绿色出行、预防毒驾”摸排行动，在辖区各主要
路口设卡，主要排查毒驾、酒驾和涉毒人员，最大限度
遏制涉毒违法活动。与此同时，向过往司机进行涉毒安
全教育宣传，引导其拒绝毒品，安全驾驶；通过禁毒平
安大巡防等活动，营造平安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记者 赵念东 通讯员 彭帅华 报道
  本报巨野讯 今年以来，巨野县田桥镇充分利用
特色资源优势，通过丰富服务内容、提升服务能级、
创新服务机制，打造“和美乡村 德善田桥”新时代
文明实践展示带。擦亮文明底色，厚植幸福成色，让
文明之花遍地开。
  阵地融合，构筑文明实践“强磁场”。打造“党群服
务+文明实践+社会治理+文化培育”多功能综合体，将
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融入镇、村社会治理全过程。
  人员融合，集结为民服务“心力量”。按照“3
+5+N ”志愿服务体系提质扩面、提档升级，用实际
行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队伍融合，打造文明实践“一盘棋”。将全镇309 支
志愿服务队，融合为“五桥”志愿服务联队，通过结对共
建，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效能提升。
  内容融合，推进文明实践“有滋味”。精准对接
群众需求，把理论宣讲等政策上的“硬要求”转化成
文明实践的“柔手段”。
  榜样带动，倡树文明“新风尚”。通过开展“四
德”模范等评选活动，激发群众参与文明实践活动热
情，用榜样力量引领文明新风尚。

  □记者 蒋鑫 通讯员 郭丽 林志刚 报道
  本报菏泽讯 9 月 23 日，2023“庆丰收 促和美”
菏泽市文艺志愿服务惠民演出暨“欢度中秋 喜迎国
庆”农民丰收节庆祝活动在牡丹区李村镇举行。
  本次活动由菏泽市文联、牡丹区委主办，牡丹区
委宣传部、牡丹区李村镇委员会等承办，通过庆祝农
民丰收节，掀起“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村村有好
戏”活动热潮。
  活动分为三个篇章，即“同庆丰收共享和美”乡
村振兴展魅力篇章，通过晒丰收、话丰收、享丰收，
与群众共享丰收喜悦，共度和美幸福时光，让农民获
得更强的幸福感，共同感受乡村振兴魅力，为新时代
乡村振兴添彩；“德耀花都理润中秋”共建和美新农
村篇章，通过对“四德”模范、菏泽好人等模范人物的表
彰，倡树美德健康生活方式，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共建和美和谐新李村；“强国复兴有我喜迎祖国华
诞”携手共赴新时代篇章，通过国防教育、黄河文化、红
色文化的宣传，激励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年人树立“强
国不必在我、强国必定有我”的精神品质。
  李村镇坚持“农文旅”融合发展理念，坚持工
业、农业“双轮驱动”，打造基层党建、乡村振兴、
轻纺产业、高效农业和文化旅游5大示范片区，全力
打造黄河滩区乡村振兴样板镇。

  □记者 赵念东
  通讯员 郭 丽 皇甫晓鹏 报道
  本报鄄城讯 日前，鄄城县举办2023 年高素质
农民生产技能培训班，分三期对全县398 名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带头人进行培训。每期培训班都成立党支
部，党支部引领培训，是今年培训班的亮点。
  培训班聘请农技推广研究员、高级农艺师，针对
当前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和即将进行的小麦种植进
行系统授课。郑营镇陈水坑村种植大户刘建设说：
“去年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200 亩，玉米平均亩产
1000 斤，大豆平均亩产 150 斤，加上每亩补助 200
元，一亩地收入近2000 元，每亩效益比种植纯玉米
增加300 元。今年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300 亩，长
势比去年还好。”
  培训班开展了现场教学，先后观摩了6 个村的玉
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田。专家根据玉米大豆生长优势，
详细讲解农业技术，种植户进行了详细的经验介绍。
  本次培训通过课堂集中授课和现场教学，让学员
学到了实用技术。培训班的举办为夺取全县秋粮丰
收、科学种植冬小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乡村振兴
提供了人才支撑。

  □记者 赵念东 
  通讯员 刘建民 杨继伟 报道
  本报巨野讯 今年以来，巨野县人民法院永丰法
庭坚持能动司法，主动延伸职能，以实际行动为未成
年人的成长织密法治保护网。
  法庭开放日，请进“小客人”。永丰法庭作为城区法
庭，辖区永丰街道有中小学 30 多所，为让学生“零距
离”感受司法温度，主动打开法庭大门，每个月不定期
举行“法庭开放日”，通过实地参观法庭、开展模拟庭审
等活动，用沉浸式的体验播撒法治种子。
  法治副校长，走上“大讲台”。组织法官、法官
助理常态化开展普法宣传进校园活动，结合实例引导
学生树立正确的法治观，遇到校园欺凌等危险情况时
应如何正确处理，以法治力量呵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家教指导站，围起“同心圆”。成立“家庭教育
指导站”“青少年法庭”，与辖区妇联、共青团组
织、教育部门联合完善联动机制，共建未成年人全方
位的保护体系。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时，根据案件
需要，发出责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令，引导父母“依
法带娃”，营造注重家庭、家教、家风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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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组建山东首家地摊经济发展协会促进消费

摆摊有了好去处 城市多了烟火气

成武打造群众身边的文明实践服务微阵地

  □ 本报记者 王兆锋 蒋 鑫
   本报通讯员 郭 丽 杨 静

  9 月25日，夜。
  细雨中，水浒好汉城国潮巡演、武术互
动，让游客流连忘返；雨歇，皓月当空，美
轮美奂。
  当晚，2023 菏泽市文化旅游发展大会在
郓城县开幕。大会以“相约好汉郓城 共享
花样菏泽”为主题，通过文艺演出、沉浸式
夜游、线下互动和文旅观摩等多种形式，全
面展示菏泽城市品位和新时代形象，全方位
展现、传播、推介菏泽丰厚的文化旅游资
源，体现出花样菏泽与好汉郓城的高质量发
展和文旅融合特有的魅力。来自省内外220 余
名友好宾朋齐聚水浒故里，畅叙合作，共谋文
化旅游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
  开幕式上，省文化和旅游厅的负责同
志，为省级旅游休闲街区、省级文化产业示
范基地授牌；10个文旅重点项目进行现场签
约；梁山县、高唐县、东平县、阳谷县、
郓城县文化和旅游部门负责同志共

同签署了“水浒五县文化旅游合作联盟框架
协议”。将持续推动品牌共创、市场共同开
拓、客源共享，力争实现一票游水浒，全面
打造水浒一体化文旅融合示范区。
  本次大会是菏泽市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成
果的集中展示。近年来，菏泽市坚持“因地
制宜、突出特色”，大力开发红色文化、黄
河文化、牡丹文化、非遗文化、水浒文化、
祖源文化等品牌文化旅游资源，全市接待游
客总人数、旅游总收入增速均居全省前列，
中国牡丹之都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不断提升。
菏泽市将大力实施旅游要素提升行动、文旅
项目提质增效行动、旅游服务质量提升行
动，千方百计优化文旅行业营商环境，打造
“强磁场”，让每一位投资者、创业者都能
在菏泽得到最大便利和最好支持。
  郓城县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大力
实施“文旅活县”战略，全力打造“水浒故
里、好汉郓城”品牌，推动文化事业、文旅
产业繁荣发展，绘就“诗”和“远方”新画

卷，文化旅游事业不断取得新成
绩。统筹优势资源，全

域旅游新格局加快形成。突出水浒旅游核
心，依托220 国道、聊商路、济董路3 条旅
游廊道，重点打造了北部黄河旅游区、西部
宋江故里旅游区、南部生态旅游区、东北部
宋江湖旅游区，构建起“一核、四区、三廊
道”的全域旅游发展新格局。创建国家A级
景区4 处，工业旅游示范点2 处、省级夜间
消费街区1处。郓州博物馆、水浒故里旅游
集散中心、好汉城四期中轴线等一批重点文
旅项目相继投入使用。郓城县被评为山东省
首批旅游强县、文化强省建设先进县并入选
全省首批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名单。
  深入挖掘郓城特有的水浒文化、红色
文化、黄河文化等资源，全力抓好重点文
旅项目建设，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围
绕水浒文化，发挥4A 级景区水浒好汉城的
带动作用，实现年均接待游客120 万人次，
在此基础上，持续强化配套支撑，新投资
10 . 6 亿元规划建设四期水浒旅游及武术文
化综合提升项目，冲刺国家5A 级景区的条
件日益成熟。常态化组织开展啤酒节、电
音节等文旅活动，全面点燃烟火气的“夜

郓城”。着力打造“白加黑”全时段的文
旅盛宴。各福里商业街成为深受网民喜爱
的打卡地，被评为山东文旅新锐十佳夜游
街区，宋河金街被评为菏泽市首批夜间文
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
  本次文化旅游发展大会期间，郓城县将
继续举办民俗文化展演、武术展演等一批文
化内涵丰富、可参与性强的乡村文旅活动。
同时，发动县内5家旅行社、 32 家文艺表演
团体，以及近千支民间演艺队伍，开展丰富
多彩的旅游活动和文艺演出。
  菏泽推动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特
色资源，有工作基础，有政策加持，机遇难得、
潜力巨大、大有可为。下一步，菏泽将强化创
新理念，把菏泽文化故事化，把菏泽故事场景
化，把菏泽场景时代化、产业化。强化策划理
念，增强对游客的吸引力。强化融合理念，通
过融合实现资源整合利用、发挥最大效益。
强化共享理念，主客共享、近悦远来。

共谋文化旅游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

相约好汉郓城 共享花样菏泽

  □记者 蒋 鑫
  通讯员 苏 亚 李瑞丽 报道
  本报郓城讯 一手操板，一手击鼓……
日前，在菏泽市郓城县水浒剧场，主唱王合
义在轻拨重击间，用醇厚的郓城方言演绎了
山东坠子《水浒英雄》中的《拳打镇关西》选段，
引来满堂彩。“就是热爱，唱了一辈子，爱了一
辈子，只要换上这身行头就立马精神了。”今年
73岁的王合义笑着说。
  作为当地著名的农民艺人，同时是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郓城坠子书传承人，王合义
把山东坠子唱出了“国门”。“法国巴黎都
去唱过，但最喜欢的还是书场和广场，就想
唱给群众听。”王合义说。
  在郓州博物馆的郓州梨园舞台上，坠
子、花鼓、快书正轮番上演。“我最喜欢山
东花鼓，通俗易懂，像今天的《黄河滩相

亲》就非常有意思。”前来看戏的市民王凤
芝看完花鼓表演后赞不绝口。
  在郓城县曲艺博物馆，擂琴、琴杆、坠
胡、扬琴书鼓、简板等古乐器在展区内一一
陈列。每件乐器下，都详细地标注着它的
“身家”故事。
  “这是菏泽市首个曲艺博物馆，馆内收
藏了明清时期以来曲艺类古乐器180 余件，截
至目前，博物馆共接待参观者3万余人次。”
郓城县文联主席许兰豪说。
  作为闻名全国的武术之乡、戏曲之乡、

古筝之乡和中国曲艺之乡，郓城县素有“书
山曲海、琴筝之乡”的美誉。近年来，郓城
县创新曲艺宣讲和志愿服务形式，在传承与
发展中持续擦亮“中国曲艺之乡”名片，让
曲艺文化扎根百姓生活。
  临近傍晚，恰逢陈坡乡希望学校的艺体课
时间，一群平均年龄12岁的学生正在进行山东
琴书《长征》选段的排练，稚嫩的唱腔格外
动听。
  郓城县聚焦“乡音传乡愁”，抓传承，
突出“乡”字，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致力

于用乡音唱乡情，用乡音寄乡愁。成立“文
艺惠万家”文艺志愿服务团、“雁过留声”
志愿服务队，走到各镇街、企业、学校进行
展映、演出，在宣讲服务的同时撒播“种文
化”，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擦
亮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品牌。
  抓创新，求突破，让传统曲种焕发新艺术
魅力。在原有成熟唱腔上赋予新内容，以群众
喜闻乐见的方式、潜移默化中培育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其中由郓城县文化馆自编自演的山
东琴书《巨变》获得菏泽市第二届曲艺牡丹奖。

郓城擦亮“中国曲艺之乡”名片

让曲艺滋润百姓生活

游游览览水水浒浒好好汉汉城城

水水浒浒好好汉汉城城夜夜景景

水水浒浒好好汉汉城城泼泼水水节节

水水浒浒好好汉汉城城““武武松松””打打鼓鼓

开开幕幕式式文文艺艺演演出出

（（本本版版图图片片摄摄影影：：赵赵安安  杨杨际际龙龙  孙孙明明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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