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吴荣欣 孟令洋

  夏日滕州，蝉鸣穿透老树的浓荫，鲁班
纪念馆修葺一新，鲁班坐像目光温和地望向
往来人群。 6 月 11 日是枣庄第二个“鲁班工
匠日”， 2025 年鲁班文化交流主题活动开
幕，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建筑行业代
表、工匠人才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鲁班
纪念馆焕新开放。
  “鲁班是中华民族的工匠祖师，其执着
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
匠精神，是我们全体华人共同的精神追
求。”马来西亚建造行联合总会会长拿督黄
东春说，自2016 年马来西亚建造行与滕州建
立合作关系以来，每年都会组织优秀代表前
来鲁班纪念馆参观。
  这样的场景，正是枣庄市以鲁班文化为
纽带，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缩
影。作为鲁班故里，枣庄近年来以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鲁班”从历史

记忆中唤醒，让这位“百工圣祖”的故事成
为连接各民族的精神桥梁。
  运河畔的“鲁班故事”，从未局限于地
域。刚刚崭新开放的鲁班纪念馆，“大工探
源”“大技天工”“大匠传世”“大道无
疆”“大国工匠”五大展厅系统梳理与展示
了鲁班文化和工匠精神。鲁班纪念馆馆长孙
辉介绍，“大道无疆”篇章主要展示古代鲁
班的民俗纪念活动，全国各地与工匠相关的
祠庙堂馆，鲁班文化研究机构及研究成
果等。
  为挖掘鲁班文化，枣庄收集整理各民族传
承的鲁班建筑技艺、祭祀庆典、传说故事等；征
集纪念鲁班的场所、展馆、地名等150 余处；与
中央民族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合作，筹建中
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研究智库；编辑出版《鲁班
文化研究论丛》《鲁班文化资料汇编》《鲁班传
说故事精选集》等读物，深层次展现各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
  去年 6 月，《鲁班传说故事精选集》首发，

集中收录了231 篇鲁班传说故事，来源覆盖全
国各省（区、市）。“来自全国各地的鲁班传说故
事，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见证，也是
新时代弘扬鲁班文化、工匠精神，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载体。”枣庄市委统战部
副部长、市民族宗教局局长袁伟说，“我们将继
续深入开展鲁班文化宣传教育，营造全社会共
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浓厚
氛围。”
  当前，枣庄积极完善鲁班纪念馆硬件设
施，规划建设鲁班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展厅。在全市范围内建设鲁班工坊10 余处，以
鲁班传说故事、亲子游戏体验、非遗展示等为
主题开展研学活动300余期。
  在滕州龙泉广场的“非遗大集”上，鲁班工
坊研学项目推出多款益智鲁班锁，供学生们亲
手尝试拆解和拼装，让学生们在“玩中学习，玩
中成长”。
  这样的“全民参与”，源于枣庄打造的“立
体式”文化体验矩阵。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

馆打造“立体式”鲁班文化体验空间，接待各族
游客 4 万余人次，通过对鲁班形象进行多角
度、立体式宣传阐释，唤起中华民族相融共生
的集体记忆。
  鲁班文化的生命力，更在于它与时代发展
的同频共振。在枣庄，“鲁班匠人伙伴计划”培
育5处鲁班匠人合作工坊，发展门店180 余家，
累计实现销售额1 . 2 亿元；依托鲁班锁制作技
艺的非遗工坊，带动近 200 名农村劳动力就
业，人均年收入超4 万元；枣庄科技职业学院
与俄罗斯等地院校合作，将“班·墨学院”办到
海外，让鲁班文化成为国际合作的桥梁。
  “我们像鲁班钻研工具一样探索智能家
居。”尚品本色智能家居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鑫
的话，道出了传统与现代的碰撞。这家企业将
鲁班的“匠心”融入产品研发，推动带有“滕州
印记”的智能家居走向世界。同样，山东三维钢
结构股份有限公司把鲁班精神写入企业基因，
从“精益求精”中提炼核心竞争力，成为“鲁班
力量”的生动注脚。

培塑鲁班文化符号，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运河畔的“鲁班故事”

  □记者 吴荣欣 通讯员 李青 夏冰 报道
  本报枣庄讯 近日，为缓解枣庄市台儿庄区旱情，
枣庄市城乡水务局积极协调淮委沂沭泗水利管理局南四
湖水利管理局启动引湖调水工程，从胜利渠渠首闸引湖
调水，为台儿庄区19 万亩农田送去“及时雨”，保障
农业生产与生态用水需求。
  为确保调水工作平稳有序推进，台儿庄区防汛抗旱
指挥部办公室（台儿庄区城乡水务局）积极发挥统筹协
调职能，一方面，全面督导镇街落实沿线河道安全防范
措施，加强对重点区域的巡查与监管，全力消除安全隐
患；另一方面，对胜利渠沿线取水口进行统一规划和合
理调配，优化水资源分配方案，杜绝水资源浪费，让每
一滴水都能物尽其用，为抗旱灌溉工作保驾护航。
  通过科学调度，水源经胜利渠沿线干支渠，借助渠
系、河道及泵站提水，顺利覆盖马兰屯镇、泥沟镇、邳
庄镇、运河街道四个镇街，极大提升了灌溉效益。

台儿庄19万亩农田

获“甘霖”

  □ 本报记者 吴荣欣 孟令洋
    本报通讯员 李政 郭悦丰

  6 月 21 日至22 日，由中国医院协会医疗
康复机构分会主办、枣庄市精神卫生中心
（枣庄市立第二医院、枣庄市老年病医院、
枣庄市康复医院）承办的“第十三届康复医
疗机构高级管理者培训班”暨枣庄市康复医
学高质量发展学术论坛将在枣庄举行。
  这场聚焦康复医学发展的行业盛会，为
何选择枣庄？其背后，是枣庄在医养结合与
康复医学领域数十年深耕积累的实践经验与
创新成果。
  枣庄市精神卫生中心作为以精神卫生、
医养康复、康复医学为主体的三级甲等专科
医院，早在1996 年便敏锐捕捉社会需求，在
当地率先建设老年康复中心，开展医养结合
业务，成为国内首批实现医疗与养老融合发
展的医疗机构。
  服务对象锁定失能、半失能、失智、半
失智患者，以及养老机构转介的患病老人、
患慢性病但达不到综合医院收住条件的患

者——— 这一精准定位，让中心从起步便紧扣
“刚需”。
  2013 年，医院在全省率先推出“一院多
区”发展模式，组建五个医养结合分支机
构，并持续推进康复全院化建设，将特色康
复技术深度植入各医养康复分中心，提供
“医康养护”一体化的全流程服务，满足群
众就近养老、就近医疗、就近康复的期盼。
  2015 年，医院成立康复医学科，2020 年
在新城院区成立康复医学中心，引进多款高
端智能康复设备，高标准规划设置了康复病
房、中医康复治疗区、现代康复治疗区、高
压氧治疗区以及水疗区等，设置脑病康复、
儿童康复、老年康复等亚专科群。
  2023 年，医院锚定运动康复专科建设，
与枣庄市体育局联合成立了山东省第二家市
级体育医院，开展脊柱康复、足踝康复、运
动损伤康复、体态康复等工作。医院运动康
复项目先后获得山东省第一批体卫融合示范
项目、山东省体卫融合年度优秀试点项目，
运动康复业务走在了全省前列。
  2024 年 8 月，医院加挂枣庄市老年病医

院、枣庄市康复医院牌子，正式开启了崭新
的医、康、养战略发展格局，形成了“以老
年康复为基础，智能康复为引领，运动康
复、脑病康复、骨科康复、重症康复、儿童
康复、精神康复为特色”的康复模式。康复
医学成为继精神卫生、医养结合业务之后的
第三大业务，并成功实现了弯道超车。
  这些实践成果，让医院先后获得“全国
卫生计生系统先进集体”“山东省连锁化、
规模化、品牌化养老服务机构”“山东省中
医药特色医养结合示范基地创建单位”等荣
誉，“一院多区”医养结合服务模式、医康
养护综合体模式以及体卫融合康复服务模式
被全省推广，成为行业标杆。
  在多年实践中，枣庄市精神卫生中心在
服务模式、管理方法、发展方式等方面形成
了一套可借鉴的经验体系。
  服务模式上，从建科初期单一的“全托
型”，逐步拓展为“医康养护一体化”“社
区嵌入康护指导”“大数据健康促进”和
“智慧型服务”四种模式，覆盖不同层次患
者的医疗、养老、康复需求。

  管理机制上，医院在全省率先通过PPP
模式和全面托管模式组建多家医康养服务联
合体，将医联体工作从医疗服务延伸至康复
医疗、养老护理。
  技术融合上，医院整合多学科资源，成
立医学心理中心、康复医学中心。医学心理
中心在全省率先开设失智病房（痴呆病
房），开展心理治疗、认知治疗、生活能力
训练等；康复医学中心则融合高压氧治疗、
针灸推拿、艾灸、水疗等10 余项中西医结合
技术，实践探索精准康复治疗全院化。此
外，医院还在全省医养结合机构中率先开设
医养结合HDU病房（重症康复病房）和安宁
疗护病房，创新性地将康复医学与重症医
学、精神医学、老年医学等多学科进行深度
融合，实现了对患者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的
覆盖，填补了医康养领域服务空白。
  在医养结合与康复医学领域的深耕与创
新，正是医院承办此次康复医学盛会的底气
所在。正如大会所倡导的“创新驱动康复医
学高质量发展”，枣庄的实践，将为行业提
供一份可参考、可复制的答卷。

在医养结合与康复医学领域数十年深耕与创新

枣庄承办全国康复医学盛会

  □记者 孟令洋
  通讯员 赵健健 王海楠 宋伟 报道
  本报枣庄讯 当“夏”好时节，枣庄处处涌
动着奋进的浪潮，各大企业开足马力赶制订
单，目之所及皆是“强工兴产 转型突围”的生
产场景。
  走进位于枣庄高新区盛华科技园的山东
鼎誉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几种纳米
级材料在接近1000 摄氏度的高温环境下充分
熔合，经过16 道工序的精细加工后，被制作成
液流电池的核心部件——— 柔性石墨双极板。
  柔性石墨双极板厚度仅0 . 6mm，电导率
可以达到 400S/cm ，在国际上处于领先水

平。“今年一季度，公司超额完成了销售目
标任务，目前正处于产品交付的高峰期。”
山东鼎誉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运营总监马洪
元说，为保障订单的顺利交付，公司刚验收
合格的两条生产线已全面投入生产，并通过
科学排产、优化流程、强化协同等措施，为
生产提供了坚实保障。
  “现在接的订单都排到了年底，一条数
字化生产线已经满足不了目前的生产需
求。”6 月13 日，晟达菲尔大健康产业（山
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晟达菲尔”）570
平方米的吹灌旋一体化无菌生产车间里，仅
有2 名工作人员在操作，整个车间却有条不

紊地高效运转。
  晟达菲尔是枣庄市目前投资规模最大、
技术最先进的乳制品项目。“目前主要生产
供应7-11 便利店的椰子水饮品，还有部分马
上要出口到中东的隅田川系列咖啡饮品，这
两大产品占到订单的三分之二。”晟达菲尔
董事长陈坤指着不远处即将发货的产品说。
  东粮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东粮生物”）是山亭区大健康食品产业链
的基础企业，也是我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先行区建设试点企业。
  走进东粮生物谷朊粉生产车间，从电子
配麦到自动配粉、激光色选，全流程采用

PLC 自动控制技术，传感器上实时监测蛋白
质含量与湿度参数，车间内鲜有员工忙碌的
身影。
  “近两年来，我们企业获批专利26 项，
其中发明专利6 项，年小麦加工能力达25 万
吨，年均产能增速40%。”东粮生物董事长
刘宝峰说，公司以小麦粉为原料生产的谷朊
粉等食品级产品，以及精深加工产出的水溶
性蛋白、低聚肽等医药级产品远不能满足订
单需求。东粮生物三期智能化循环利用项目
投产后，企业将年增销售收入11 亿元，带动
增加就业200 余人。其面粉深加工产品，将
出口至日本、韩国等多个国家。

夏日奋战正当时
——— 枣庄重点企业生产一线观察

  □通讯员 张斌 秦剑波
   记者 吴荣欣 孟令洋 报道
  本报枣庄讯 在司法实践中，被查封房
产因程序限制难以直接交易，传统拍卖流程
冗长且易流拍，如何高效处置财产、兑现胜
诉权益？近日，滕州市人民法院与滕州市不
动产登记中心建立协同机制，创新推出“带
封过户”执行模式，实现被查封不动产自行
处置过户的突破，为破解“执行难”开辟了
新路径。

  在执行申请人王某与被执行人李某保证
合同纠纷案中，涉案房产经两次司法拍卖却
因市场因素流拍。为更好实现当事人权益，
快速处置涉案房产，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进一步完善执行权制约机制 加强执行监
督的意见》中“要探索建立被执行人自行处
置机制”的规定，执行法官经审慎核查被执
行人涉案情况，并征得申请人书面同意后，
向被执行人送达《自行处置财产通知书》，
限定两个月处置期限并明确70 万元最低成交

价，以司法公信力为自行交易“背书”。
  针对买受人华某对产权登记与交易风险
的顾虑，滕州法院创新“法院监管+部门联
动”双保险机制：协调不动产登记中心突破
常规流程，在查封状态下为房产办理确权登
记，通过系统锁定房产状态，杜绝一房多卖
风险；创新“先过户、后解封”操作规程，
买受人将价款全额汇入法院指定账户后，法
院出具协助执行通知书，登记中心协助办理
过户，确保资金与产权“零风险”交接；执

行法官全程参与价款监管等环节，以法律文
书固化交易流程，让当事人、买受人吃下
“定心丸”。目前该房产已完成过户并及时
解除了查封。
  在此次执行过程中，滕州法院创新“带
封过户”执行新模式，既解决了拍卖周期
长、程序繁、易流拍、腾退难等诸多问题，
实现了流拍房产的价值最大化，又平衡保护
了债权人、债务人、买受人各方权益，更为
完善执行联动机制提供了鲜活样本。

“带封过户”灵活处置查封房产

  □记者 李子锐 报道
  本报枣庄讯 近日，记者从枣庄市举办的相关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截至目前，枣庄共保障城乡低保对象
6 . 85 万人、城乡特困人员1 . 42 万人、城乡低保边缘家庭
成员8941人。
  在全市65 个镇（街）党群服务中心设立社会救助
“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综合服务窗口，在2760 个村
（居）设立社会救助工作站。“慈善+救助”工作模式
衔接政府与慈善资源，帮扶困难群众6468 人，支出善
款586 . 95 万元。“大数据+救助”工作方法依托平台共
享28 个部门数据，系统上线以来，摸排重点预警数据
4 . 59 万条，纳入救助保障2697人次。
  同时，枣庄聚焦主动服务，推行一线工作法。每月
“集中帮办日”将窗口前移，开展活动220 场，受理申
请260 件。开发“枣救助”小程序，集成34项政策，链
接8类帮扶，发放7000 份宣传资料，提升群众知晓度。
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为分散供养特困人员提供
专业服务，今年已为8800 余名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累计
提供服务14 . 9 万余小时，分散供养特困人员日常生活
质量得到切实改善。

枣庄深化

社会救助体系建设

  □记者 李子锐 报道
  本报枣庄讯 “还记得我第一次献血时，既紧张又自
豪。护士的一句‘您的血液可能会挽救一个生命’，让我瞬
间明白了献血的意义。”6月14 日上午，献血者代表张酉
在“献血传递希望 携手挽救生命”庆祝第22 个世界献
血者日宣传活动上的发言，引起阵阵掌声。
  自 1998 年《献血法》实施以来，枣庄市连续16 年
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市”称号，每年约有3万人次
参加无偿献血，临床用血100% 来自无偿献血。献血志
愿者吴越已献血342 次，总献血量达66400 毫升，以实
际行动成为学生们的楷模。“作为一名初中教师，我希
望更多人加入到献血队伍中来，挽救更多的生命。”吴
越说。
  下一步，枣庄将着力完善采供血服务体系、优化献
血网点布局、加强应急献血队伍建设，为无偿献血工作
提供坚实保障，落实好献血者用血减免、“三免”等优
待政策，大力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浓厚氛围。

枣庄每年约3万人次无偿献血

□通讯员 周琪浩 记者 孟令洋 报道
  三夏时节，广袤的田野上麦浪翻滚，金黄的麦穗随
风摇曳。连日来，枣庄市公安局薛城分局交警大队积极
行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

  □通讯员 孙慧 记者 孟令洋 报道
  近日，山东美果来食品有限公司新研发生产
了石榴汁、橙汁、葡萄汁和红心柚汁等美果来
NFC 果汁产品。近年来，枣庄市峄城区助推石
榴产业做深做精，石榴深加工龙头企业发展到
20家，开发石榴系列产品100余种。图为山东美
果来食品有限公司员工在车间内检查装箱。

助推石榴产业做深做精

  □记者 孟令洋
  通讯员 宋伟 孟祥楼 张鹏 报道
  本报枣庄讯 前不久，青岛市即墨区与枣庄市山亭
区产业帮扶项目签约仪式举行。活动现场，两地先后签订
了五项合作协议，涵盖了纺织服装、智慧农业、机械制造
等多个领域，实现两地企业互联、产业互通的精准对接。
  2024 年 9月，省委、省政府宣布实施强县产业帮扶弱
县重大决策部署。年初，即墨帮扶山亭工作组下沉一线，
全面摸排山亭的优势所在、发展所需、帮扶所求，逐步构
建起“产业转移+链式合作+科技赋能+资源共享”的立体
帮扶体系。
  为促使两地企业强强联合，即墨瑞华、威达等10 余
家服装企业来山亭考察，促成服装订单约60 万件，价值
约4000 万元；在即墨古城“山亭特产店”，游客可选购来
自山亭的豆制品、地瓜枣等特色产品，依托即墨东方鼎
信、蚁家人、百谷千果等“线上+线下”平台，打开了山亭
农产品销路。
  “山亭所需、即墨所能”。即墨区有28 家“国字号”高
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两地召开科技创新交流会议，签订合
作协议，35名高层次人才（团队）、235 家创新平台、832 家
高企、2 4 家重点科技型企业等创新资源与山亭共享
共建。
  聚焦山亭“能建数食旅”五大产业，帮扶组统筹协调
两地产业、科技、人才等资源，截至目前先后为山亭区引
进深圳同华半导体、山东爱妮食品等4个项目和1家国际
贸易公司。依托山亭区现有的电商基础，打造即墨—山亭
电商产业联合运营赋能基地，引进电商、供应链企业 4
家，整合可上线特色产品270 余种，预计年电商交易额可
达1亿元。

山亭即墨描绘

“山海协作”新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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