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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鲍童 通讯员 宋睿璇

“多亏党和政府的帮助，不然我家这日子可真不知道
该怎么过下去了。”梁山县韩岗镇新和村村民任香兰哽咽
着说。她的儿子确诊白血病，医疗费用像一座大山压在全
家人身上，就在走投无路时，村干部主动上门，协助提交救
助申请。

短短半个月，这个困难家庭接连迎来转机。村里为任
香兰办理了农村低保，医疗报销比例提高，并获1万元临时
救助金解燃眉之急，同时积极申请“济时救·梁身救”特别响
应基金，获得2万元专项救助资金。“现在孩子能安心治疗，
我们总算能喘口气了。”任香兰眼里闪着泪光，感激地说。

这样的暖心故事在梁山县并非个例。近年来，为更好
满足困难群众多元化救助服务需求，梁山县设立“济时救·
梁身救”特别响应救助基金，以“政府+慈善”双轨联动模
式，构建起党委领导、政府主导、民政牵头、部门协同、社会
参与的社会救助工作机制，织密民生保障网。

截至目前，全县14个乡镇均已同步设立镇级“济时救·
梁身救”特别响应救助基金，并通过发动爱心企业捐赠、社
会组织认筹等方式，累计募集县乡两级基金170余万元。
为确保基金能够用得出、用得准、用得好，梁山县通过跟进
政策指导，开展专项培训等方式，借助“救急难”平台，完善
数据信息，“一户一档”规范档案管理。

“我们将持续推进政府救助与慈善救助高效衔接，强化
跨部门数据共享，精准识别困难群众；拓宽社会力量参与社
会救助渠道，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加入。探索‘物质+服务’综
合救助，为困难家庭提供心理疏导、就业帮扶等长效支持。
我们的目标是让每一个陷入困境的家庭，都能感受到党和
政府的温暖。”梁山县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赵新春说。

“梁身救”特别响应温暖民心

■济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鲍童

3月26日，我市发布首个政企联动的工伤保险补充保障
项目，标志着我市多层次工伤保险体系建设迈出关键一步，为
全市劳动者构建起“基础保障+个性补充”的双重防护网。

近年来，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工伤职
工和用人单位对社会工伤保险的期望值越来越高。市社
会保险事业中心牵头设计、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
宁分公司研发的这款保险产品，是集职工工伤待遇补助与
用人单位经济补偿于一体的补充工伤保险项目，是一次工
伤保险的“保障升级”，即在保障工伤、工亡职工伤残补助
的基础上，充分考量用人单位和工伤职工的实际需求，创
新设置“职工伤残补助金”“工亡补助金”“用工伤残补助
金”和“目录外工伤医疗（康复）费用报销”项目，分散用人
单位的工伤风险，减轻工伤职工的个人负担，真正发挥补
充工伤保险的“兜底性”基础作用。

补充工伤保险将建筑工人、快递骑手、家政服务等特
殊群体一并纳入保障范围。项目启动后，我市各级社保经
办机构将与相关保险公司建立起完善的工伤认定、工伤鉴
定、待遇支付与商业理赔数据共享机制，为用人单位和工
伤职工提供高水平智能化理赔服务，并积极探索“工伤认
定+待遇支付+商业补充”一站式结算服务模式。

“补充工伤保险不是简单的保障叠加，而是通过制度
创新打通政策堵点，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社会保障水平。”
市社会保险事业中心二级调研员刘亚东介绍，今年将在1
至3类工伤保险行业风险单位先期试点，明年起逐步覆盖
所有行业风险单位。同时，中国人寿济宁分公司将同步设
立专项理赔基金，开辟绿色通道做好理赔服务。

政企联动
为劳动者构建双重防护网

■济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梁琨 摄影报道

值京杭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之际，位
于济宁市任城区的河道总督署遗址公园开
园迎客。“老地方”变身新地标，形成“文化磁
场”。自去年7月至今，已累计接待游客突
破100万人次，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新晋

“网红”。
为让游客更好了解运河文化、感受历史

变迁，任城区创新组建一支“红领巾讲解员”

队伍，用孩子们的童言童语讲述运河故事。
“大运河上南来北往、舟楫穿梭，运河

两岸商铺林立、商贾云集。乾隆皇帝第四
次南巡回銮时，看到济宁繁华的景象，更是
留下了‘州城雄枕运河滨，珠勒徐驱觐万
民’。”日前，在河道总督署遗址公园展示馆
内，一个稚嫩、清脆又十分坚定的讲解声，
让人不禁注目。这位亭亭玉立的女孩，正
是在济宁市任城区水米田学校读五年级的

“红领巾讲解员”张新甜。记者走进展示馆

时，她佩戴着鲜艳的红领巾，信心满满地
为前来参观的游客讲述济宁市运河文化的
发展历史。

前不久，张新甜和其他28名热爱历史、
善于表达的学生，经过层层选拔，脱颖而出，
在河道总督署遗址公园接受“红领巾讲解
员”绶带，正式参与到河道总督署遗址公园
的志愿讲解中。正是孩子们的讲解，让来自
天南海北的游客对“运河之都”有了别样感
知。

“河道总督署遗址有数百年的历史，像
是一位沧桑的老人。但是孩子们用他们稚
嫩的语言讲述出来，却是格外亲近，仿佛在
讲述身边的故事。”来自江苏徐州的游客陈
宜海称赞道，通过孩子们的讲解，让他们对
古老的运河文化和济宁的发展变迁有了不
一样的理解，更感受到了少年独有的热情和
活力，陈宜海感叹：“孩子们走近古运河学习
知识、讲解历史、传播文化，那份骨子里的自
信，让人动容。少年强则文化兴，古运河必
将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河道总督署遗址公园与“红领巾讲解
员”的“双向奔赴”，在任城区并非个例。近
年来，任城区致力于打造“红领巾讲解员”新
时代文明实践项目，不断拓展实践育人的载
体平台，依托一片校外少先队实践教育阵
地、一批特色实践活动，拓宽运河少年“文化
圈”，让任城青少年成为运河文化的参与者、
讲述者。

为锻造一支讲解员队伍，任城区选培
320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以及 500名

人才储备，把他们分配到全区各实践基地和
传统文化场所，常态化开展导游讲解、志愿
服务等活动，为文化场所增添青春活力，让
青少年在实践中接受文化熏陶。同时，创新
实践场景，搭建文化传播多维矩阵。从全
区 54 个少先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里，选出
河道总督署遗址公园等 10 个核心阵地，通
过“理论培训+跟岗实训”的方式，邀请专
业讲解员传授知识，开展沉浸式教学，设计
运河文化“必修课”。

据统计，自2024年11月首次开展讲解
活动以来，任城区已成功举办了57次讲解
活动，累计接待观众20万人次。

“对于孩子们来说，每一次讲解都是一
次成长。在准备讲解内容的过程中，他们深
入学习家乡的历史文化，从古代运河的开凿
到现代的生态保护成就。通过讲解，不仅锻
炼了他们的个人能力，更在了解家乡历史的
过程中增进文化自信，增强责任感和使命
感。”张新甜的妈妈对孩子成为“红领巾讲解
员”倍感荣幸，特别支持。

“‘红领巾讲解员’用孩子的视角、童真
的语言讲述运河故事，形成‘讲解+体验+
创作’的立体传播模式，让运河文化传播得
更远。”任城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时慧芬
说，任城区将进一步深入挖掘大运河的文化
内涵，做好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活化
利用，设计开发更多研学课程、公益讲堂等
实践活动，打造特色文创产品，让沉睡数百
年的遗址焕发蓬勃生机，彰显大运河的当代
价值。

古运河畔的“红领巾讲解员”

在琳琅满目的
瓷器海洋畅游，在声
光电画影构筑的博物
馆里感受时光，漫步
在诗画天街触摸乐器
的历史脉搏……近
来，在济宁市任城区
观音阁街道，一条商
业综合体内的研学
游线路备受学生和
家长的推崇。

“真没想到啊，
商 场 里 也 能 研 学
游。如今的商场不
再只是消费者的购
物天堂，而已演变成
接受文化洗礼的圣
地，让咱们生活在三
线城市的孩子们，不
出远门就能感受到
一二线城市的文化
盛宴，特别棒！”学生
家长张女士，带孩子
参观了遇见敦煌光
影艺术展后感慨说。

持续创新打破
传统固有的消费模
式，跨领域打造高品
质的新型文化场景，
让消费者在商业综
合体内感受不一样
的文化消费体验，这
是济州上城、津多里

商业综合体文化消费发展之路的具体体
现，也是观音阁街道辖区文化产业发展的
一个缩影。

近年来，观音阁街道立足自身文化资
源，深入挖掘文化底蕴，以居民多样性文
化需求为导向，赋能经济发展，不断拓展
公共文化服务空间，促使辖区各领域文化
新活力持续迸发，为居民的美好生活不断
加码。

依托现代商业综合体，打造新型高品
质文化场景。商业综合体具有强大的整
合能力和集约化效应，能够将各种城市功
能空间进行组合，形成一种相互促进的生
态系统。街道充分调研深入了解群众精
神文化生活需求，引导商家开展群众喜闻
乐见的文化活动，并将商业亮点场景连接
成串，打造独具商家特色的文化旅游线
路，让消费者对高品质、高附加值产品的
需求在商业综合体内得到满足。

深耕百年老字号，推进文化、旅游和商
务融合发展。玉堂酱园是一家拥有厚重历
史和丰富文物遗存的老字号企业，具有得
天独厚的文化资源优势。玉堂酱园博物
馆、文化长廊、非遗工坊、手造车间，成为展
示老字号文化的窗口、市民游客喜爱的旅
游打卡点。街道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调动
各方资源，加大对玉堂酱园老字号的宣传，
大力推介其工业游、研学游线路。

盘活历史“老建筑”，激励青年创业发
展文化产业。25H文化创意产业园的建
筑，是上世纪建设的旧厂房。项目建设在
保留旧厂房时代印记的同时，对园区进行
重新规划改造，打造集创意餐饮、潮玩娱
乐、展示体验、文创手作等多重业态为一
体的文化创意艺术园区。作为任城区招
商引资“优质项目”，街道积极协调、用心
服务，为园区申请政策支持，加大宣传力
度，吸引和留住新人群，带动新产业、新业
态的创业就业。

文化如灯恒久亮，培根固本育心房。
在观音阁街道这片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
上，传承着运河文化与儒商之道，生活在
这里的人们以文化“两创”的理念为指引，
用心耕作、不断创新，使传统文化、传统产
业在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焕发新
的生机与活力，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八方
来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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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汶上县苑庄镇劳动关系协调员走进辖区服装制
造企业等重点领域，推广应用电子劳动合同，支持鼓励引
导企业和劳动者依法规范签订电子劳动合同，进一步维护
劳动者合法权益，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维护社会稳定贡
献苑庄力量。 ■通讯员 刘娜 摄

■济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鲍童
通讯员 苏执力 摄影报道

春和景明，万物生辉。3月31日，九
仙山“三月三”庙会在曲阜市吴村镇九仙
山红门宫景区正式拉开帷幕。活动以“乡
村好时节·游购乡村”为主题，自3月29日
至4月2日，通过山水田园风光、非遗文化
体验、特色农产品展销、潮流互动活动等
多元形式，为游客呈现一场传统文化与现
代生活交融的农文旅盛宴。

农历三月初三是上巳节，自六百多年
前，吴村镇九仙山就有举办庙会的传统。
随着多年来的不断发展，九仙山“三月三”
庙会已经成为一场承袭古风、激荡今韵的
民俗盛典。庙会期间，游人纷纷前来登高
踏青、体验民俗、感受非遗、观赏歌舞、品
尝时鲜，欣赏桃花灼灼、梨花胜雪的春日
盛景，感受“一步一景、移步换景”的山水
画卷。

“正值春日，带着孩子回到家乡欣赏
如诗如画的山水风光，观赏精彩丰富的文
艺节目，品尝农家味道，还能买到绿色健
康的土特产带回家，真是难忘的春游体
验。”来自日照的游客王德明说道。

庙会现场，百余个特色摊位沿仙石景
观大道铺开，糖画、草编、葫芦彩绘等非遗
技艺吸引游客驻足体验。非遗代表性传
承人张师傅现场展示捏面人技艺，短短几
分钟，一只栩栩如生的“九仙山灵鹤”便跃
然手中。“这些手艺是祖辈传下来的，能在
庙会上让年轻人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特别有意义。”他感慨道。

“现做的豆腐锅，尝一口鲜！”在特优

农产品展销区，吴村镇本土的柿饼、峪西
西红柿、簸箕掌桃干等农产品供不应求。
此外，“仙山美食汇”集合了曲阜煎饼、孔府
糕点等地方小吃。与此同时，潮流元素为
古老庙会注入新活力。“云游”直播间里，网
红主播带领线上观众“云逛”庙会；汉服爱
好者们身着华服巡游，与古色古香的建筑
相映成趣；快闪表演《春韵九仙》以现代舞
演绎传统节气文化，引来阵阵掌声。

记者了解到，庙会期间，每日多场文
艺演出轮番登场。济宁梆子剧团带来经
典折子戏《穆桂英挂帅》,曲阜远东职业学
院学生则以歌舞《奋进吴村》展现青春风
采，还特别设立了“运河大集”春游季专
场，通过民俗舞蹈、诗歌朗诵等形式，诠释
乡村文化振兴的生动实践。

“通过整合非遗、农耕、生态等资源，
我们让传统文化‘活’起来，释放农文旅消
费增长新动能，带动景区周边村民增收，
今年预计吸引游客超10万人次，综合收入
突破千万元。”九仙山管委会主任孔令明
说，九仙山“三月三”庙会作为节庆活动是
燃动消费、富民增收的强引擎。

这场延续数百年的民俗盛会，正以更
开放的姿态拥抱时代，成为展示曲阜文化
底蕴、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金色名片。吴
村镇党委书记刘卓然表示，吴村镇将以农
文旅融合为引擎，深入挖掘生态田园与民
俗文化资源，开发农耕研学、生态康养、民
俗节庆等特色项目，打造“山水田园+非遗
体验”全域旅游新模式，构建“春赏花、夏
避暑、秋采摘、冬民俗”的四季旅游业态，
让美丽乡村既有颜值更有产值，以文旅产
业激活乡村经济。

民俗庙会激发乡村振兴新活力

3月28日，2025济宁市暨任城区春季“运河大集”启动现场，人头攒
动，市民们穿梭在各个展区之间，购买心仪商品、体验非遗趣味。据了
解，此次活动以“古城里的新韵 集市里的烟火”为主题，将持续开展至4
月6日，围绕戏韵、舞韵、墨韵、诵韵、诗韵、雅韵、光韵等主题，每天举办一
个主题文化活动，为“运河大集”引流赋能，赋予“运河大集”更多的文化
体验，让市民在购物消费的同时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济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梁琨 通讯员 袁进 摄

近日，市民宋先生拨打本报党报热线2349995咨询，城
区部分路口导流岛铺设了沥青，路面十分平整，其他路口
是否有铺设计划？

宋先生途径城区火炬路与洸河路交叉路口时，发现导
流岛路面红砖被拆除，铺装沥青，硬化后的路面十分整
洁。“之前，这里的红砖被车辆来回碾压，出现松动或者翘
起的状态，骑车经过颠簸得很。重新整治后，骑车经过舒
适度高多了。”宋先生对这一路面维修方法十分赞赏，“地
砖松动、翘起的情况在多个路口都有存在，比如红星路与
火炬路交叉路口，有的红砖翘起后，被车辆撞离原位，路面
留下几处坑洞，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及时关
注，是否也能重新硬化整治？”

对此，记者联系到市城市管理局设施管理所。“红星路处
导流岛路面破损已安排人员前往维修。”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随着城市交通流量持续增长，传统导流岛地砖铺装在重载交
通节点已显现适应性不足的问题。通过长期使用观察发现，
在火炬路、洸河路等城市主干道交会区域，高频次车辆碾压导
致地砖铺装出现结构性破损、路面平整度下降等现象，既影响
行车舒适性，又大幅增加养护维修频率及成本。针对这一现
状，市政部门在火炬路与洸河路交叉口实施4个导流岛改造
试验——采取拆除原有红砖结构，全面改铺沥青混凝土路面，
使用双组份聚氨酯改色涂料进行表面处理。市政部门将根据
导流岛的实际使用状况、破损程度，逐步整改提升，力求通过
改造实现城市基础设施服务效能的提升。

这处导流岛路面已安排维修

党报热线 值班记者 梁琨

图为民俗庙会现场

记者跑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