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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鱼台讯（通讯员 张惠亚）鱼台县
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犹如一条奔腾
不息的长河，孕育出众多宝贵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近年来，为推动非遗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鱼台县坚持“保护为主、抢救
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积
极探索“非遗+”模式，扎实开展非遗保护
与传承工作，让非遗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
中传承。

“鱼台木版年画有手绘、木板套印、木
印填色3种，以画面线条粗犷、色彩绚丽、装
饰性强为特色……”近日，李阁镇中心小学
三年级三班的学生们，正聚精会神地聆听省
级非遗项目木版年画传承人陶运航老师讲
解木版年画知识，体验木版年画的印制。

“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鱼台木版年
画，鲜艳的色彩和独特的风格深深吸引了
我。它不仅仅是简单的图画，而是蕴含着丰
富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我希望能将这
些技艺传承下去，并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

学生李闫慈说。
木版年画、山东清音、绾结葫芦……这

一个个耳熟能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在社会各界的参与推动下，以“非遗+
教育”形式陆续进入鱼台县各大校园，培养
了一大批喜爱非遗并掌握了非遗技能的学
生，民间艺术在传承中得到保护，同时增强
了非遗的生命力。

在木版年画的绚丽色彩与粗犷线条之
外，鱼台县还拥有另一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山东清音。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以
其婉转的唱腔和浓郁的地方特色，成为鱼台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了解，山东清音又名“平调三弦”“平
调清腔”，盛唐时期发源于山东，一直在民间
流传，保持着朴素的乡土风味和浓厚的生活
气息，曾编入《山东省地方曲种音乐集成》丛
书，是山东省内稀有曲种之一。

“在20世纪80年代，山东清音迎来了
发展的鼎盛时期。然而，随着1983年刘辉

老师曲艺队的解散，这一传统艺术形式逐渐
淡出人们的视野，出现了近30年的传承断
层。”省曲协会员、济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传承人刘传卫介绍。

为了保护和传承山东清音，鱼台县高度
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保护和发展工
作，以“非遗+展演”“非遗+集市”的形式开
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月”“非遗文创集市”“非
遗星期六”等活动，发掘培养了一批非遗传
承人。成立了“刘传卫工作室”，作为山东清
音、坠子、湖滨大鼓等非遗项目创作基地。
还对新创优秀作品进行打造提升，如《闵子
孝亲》以孝贤文化为精神内核，融入现代的
创作方法，用清音这种地方独特的艺术形式
演唱出来，既具有鱼台文化特色，又为山东
清音的传承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说起山东清音的传承，不得不提老砦镇
中心小学的音乐教师马肖杰，他通过自己的
努力成为一名山东清音的传承人。

2024年初，马肖杰开始接触并学习山

东清音，通过练习站姿、眼神、动作，马肖杰
不知不觉被曲艺艺术的奥妙所感染。在排
练学习的过程中，她和乐队伴奏老师们不
断地打磨、练习，无形中对山东清音有了更
深切的感悟和认识。她多次跟着老一辈艺
术家们参加了省级的曲艺比赛，收获满
满。马肖杰还将山东清音注入课堂里，多
次展示经典曲目《闵子孝亲》，孩子们在体
会孝贤文化的同时感受着山东清音的无穷
魅力。

“作为山东清音的传承人，我有责任把
它传承弘扬下去，助力鱼台县文化事业再上
台阶，让曲乡艺海名副其实！”马肖杰表示。

从年味浓郁的“非遗+集市”到开发文
创产品的“非遗+产业”，从传统文化进校园
的“非遗+教育”到技艺得以生动呈现的“非
遗+展演”，鱼台县通过多元化的“非遗+”模
式，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现代生活、产业、
教育等领域的深度融合，让古老技艺焕发新
生机，为乡村振兴注入文化动能。

打造“非遗+”模式 激活传承新动能

本报鱼台讯（通讯员 杨伟）鱼台县充分
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不断建机制、扩覆盖、强
服务、优治理，建立起行业党委引领，行业协
会自治，主管部门牵头主抓，成员单位齐抓
共管，货运企业主动参与的行业管理格局，
以高质量党建工作推动道路运输行业高质
量发展。

健全组织体系，强化党建引领。为进一
步发挥协调联动和示范引领作用，由道路运
输部门负责同志任党委书记，大型货运企业
负责人和道路运输协会负责人任行业党委
委员，同时吸纳退役军人、应急管理、人社等
与货运企业业务联系密切的相关部门党员
分管负责人兼任行业党委委员。增设县内
多个重点镇街运输分会和县外重点集中区
域运输分会等分支机构，并在符合条件的分

会成立运输党支部，实现县内县外全面覆
盖。目前已建立道路运输行业“1+1+5”组
织体系，即1个行业党委+1个宁波鱼台商
贸物流企业党委，覆盖县内5个道路运输党
支部+县外5个流动党员党支部。在鱼台至
宁波、杭州、上海、武汉、昆明等7条重点运
输线推选12名运输线“线长”，负责对运输
线上货车司机进行协调沟通、业务咨询、管
理服务和帮扶指导等工作。

健全保障机制，确保工作落实。建立党
建与业务“双结对双指导”制度，加强党建与
业务工作指导和联系，及时掌握有关情况。
完善货车司机群体“1+6+N”诉求收集办理
反馈机制，通过电话摸排、座谈调研、信息平
台、行业协会、“12328”服务监督热线和“鱼
快办”为民服务平台，建立“货车司机—党员

线长—流动党员党支部—行业协会（行业党
委）”诉求表达直通机制，及时收集司机群体
各类诉求。建立道路运输行业党建联席会
议制度，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协会代表列席
参加，协同解决货车司机合理诉求，共同讨
论解决措施，及时解难纾困。目前共收集诉
求49条，发布货源信息和路域路况信息
153条，走访慰问帮扶困难驾驶员37人次，
帮助解决子女异地入学、各类纠纷、事故处
理136次。

支持行业发展，提升服务质量。确定道
路运输行业协会资源整合、信息共享、对外
联络、关心关爱、安全教育、业务联系6项重
点职责任务，提升行业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
能力。由行业党委和行业协会共同推进，整
合党组织、行业部门、群团组织和辖区力量资

源，打造1处面积近500平方米的道路运输
行业党群服务中心和2处司机之家，提供党
建服务、政策咨询、医疗救助、保险理赔、安全
教育、休息用餐、诉求收集反馈等8项服务。

实施综合评价，促进诚信经营。每年对
道路运输企业的安全生产、经营行为、服务
质量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并根据评价结果
进行分类管理，引导和促进道路运输企业加
强管理，诚信经营。每年评选优秀运输企业
和优秀驾驶员，将发展党员指标、推荐评先
树优名额等优先向受表彰的群体和企业党
组织倾斜，激励行业内部形成良性竞争氛
围，截至目前共发展党员7名。通过对313
家货运企业综合评价，纳入重点监管帮扶
42家，吊销经营许可13家，有效提升道路运
输企业的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

服务跟着车轮转 党建引领促发展

正值第34个全国税收宣传月，国家税务总局鱼台县税务
局业务骨干走进鱼台县电商直播基地，开启税收政策“云”直
播。税务干部聚焦“主播打赏个税申报”“个体户网店纳税”等
热门话题，用平实的语言、生动的案例，将政策重点进行逐一解
析，为大家带来了一场权威准确、通俗易懂的政策宣讲。

■通讯员 贾迪 黄梅花 摄

本报鱼台讯（通讯员 霍学全 田原宇）鱼台县王庙镇不断
优化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着力做好羊肚菌、甜瓜、黄背毛木耳等
特色产业。目前，一个个特色产业蓬勃发展，不仅成为村民增
收致富的“法宝”，还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活力。

这几天，在鱼台县王庙镇高庄村的恒茂谷物农场里，首茬
羊肚菌喜迎大丰收，一株株菌菇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村民们
正忙着采摘成熟的羊肚菌。

“这是我们今年引进的新品种，叫提苓，它优点是个头大、
产量高，而且上市早。”恒茂谷物农场负责人陈建介绍。

据了解，陈建种植的5个羊肚菌大棚，平均亩产350公斤到
400公斤，每亩羊肚菌可收入4万元左右。羊肚菌收完后，4月
初紧接着种玉米，8月再种芹菜，实现“一棚多用”，让土地全年
无休。

“我们采取的轮作种植方式，一年能种三茬。根据这几年
的经验，综合算下来，一亩地靠着这三茬作物，总收入能达到5
万多块钱。”陈建细细盘算着。

高效轮作不仅催生土地效益，更盘活了农村劳动力。村民
在家门口实现四季有活干，增收不离乡。

“俺就是本村村民，在这里采摘羊肚菌，掰玉米，割芹菜，中
午还管顿饭，不耽误接学生，一天100多块钱确实不错。”王庙
镇高庄村村民王金凤满意地说。

截至目前，王庙镇已培育羊肚菌、冬枣、毛木耳等10余个特
色产业，年产值1.28亿元，带动超万名村民增收。而“三茬轮
作”模式经3年验证，今年将向周边村镇全面推广。

“我们镇将按照‘一村一品’‘一村一特色’发展方向，帮助
家庭农场、合作社、种植大户积极流转土地，扩大种植规模，提
供金融支持，为做大做强农业特色产业提供坚强保障，让产业
兴旺，农村更美，村民更富。”王庙镇党委书记王方明表示。

王庙镇

特色产业正蓬勃
春日绘出好年景

本报鱼台讯（通讯员 田杰）村级组织规范化建设是推动农
村发展稳步前进的一项基础性工作。罗屯镇党委立足实际，把
村级组织规范化建设作为赋能乡村发展的重点任务，从阵地建
设、队伍建设、职能建设三方面发力，提升村级组织规范化建设
水平，增强基层党组织向心力、凝聚力、战斗力。

推进村级组织活动阵地规范化建设。罗屯镇严格按照村
级党组织规范化建设要求，持续推进村级党群服务中心日常值
班坐班、卫生保洁等基础工作。以标准化、规范化为目标，不定
期对各村党群服务中心管理运行情况进行检查，对值班坐班不
到位、环境脏乱、牌匾杂乱、宣传凌乱、管理混乱的情况，在周一
例会上予以通报批评，限期整改到位。

加强村级后备力量队伍建设。建立乡土人才库，积极回引
致富能手、农村实用人才、优秀返乡创业带头人，发挥“头雁”示
范作用，推进村级后备力量队伍建设，建档立册，跟踪培养，努
力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后备力量队伍，实现抱
团发展，强村富民。

强化村级服务中心职能建设。村党组织牵头成立“志愿服
务队”“党员先锋队”等，发挥党员示范带头作用，开展“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坚持从群众的烦心事、困难事、期盼事入
手，解决为民服务解难题，让各村党组织成为村民“想来、爱来、
盼来、还来”的组织阵地。

罗屯镇

提升村级党组织
规范化建设

本报鱼台讯（通讯员 李晶 高启凯）手机屏幕变身为“民生
课堂”，直播间里涌动着政策暖流。自今年3月起，鱼台县创新
打造“周三云课堂”社保政策直播品牌，依托抖音平台，为市民
提供社保政策“零距离”解读服务，此举在当地引发热烈反响。

每周三下午4点，直播准时开启。主播深入拆解养老保险
缴费、退休办理、工伤认定等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民生政
策。3月19日，聚焦退休政策的专场直播吸引了超6500人次
观看，点赞评论接连不断，形成“刷屏式”互动热潮。

“居民养老和灵活就业养老，哪个更划算”“退休时缴费年
限不够怎么办”，直播过程中，网友们踊跃提问，表达对民生政
策的关切。主播以大量实例回应观众疑问，将政策条文转化为
生动的生活参照，让观众在轻松氛围中准确掌握政策要点。

“直播间不仅要人气旺，更要实实在在解决群众的问题。”
鱼台县社会保险事业中心负责人朱阳光表示。每期直播前，工
作团队都会通过社区走访和热线电话，收集业务办理中的问
题，精心设计“政策包+案例库+操作指南”三重内容矩阵。同
时，主播团队经过层层筛选，确保政策解读准确无误，还需具备
良好的表达能力，贴近网络语境，提升直播效果。

据了解，4月份“周三云课堂”将持续推出“居民养老保险政
策解读”“失业保险政策解读”等专题直播。

“社保云课堂”
创新服务出圈

鱼台县县域内杏花、桃
花、梨花、油菜花近日相继
开放，游客纷至沓来，一场
场热闹非凡的赏花活动在
鱼台县各地轮番上演。游
客们穿梭在花海之中，或驻
足赏花，或沉醉于美景，感
受春日的惬意。“赏花经济”
逐渐成为激活春季旅游消
费的强劲引擎。

■通讯员 邱鹏翔 冀艺 摄

踏春踏春鱼台鱼台，，赴一场赴一场繁花之约繁花之约

本报鱼台讯（通讯员 赵诗影 张惠亚
张子洋）在鱼台县鱼城镇惠河水畔，两岸桃
林游人如织，绵延17公里的两千多亩桃花
竞相绽放。鱼城镇以“2025年乡村好时节·
游购乡村鱼城第五届桃花旅游季”为契机，
聚焦“农文旅体康”产业融合，创新打造“一
核多点、全域联动”模式。主会场设在惠河
桃花源，分会场拓展至鱼城镇中心商圈、周
边特色民宿村落，连接鱼城特色美食街、民
俗文化展示馆等，将赏花与购物、美食、文化
体验深度融合。

“赏花经济”打造生活诗意空间，“花式”
促销推动消费市场提质升级，沉浸式体验生
态与民俗交融的独特魅力……一个个消费

新场景正不断重塑消费结构、释放消费潜
能，为鱼台经济注入新热度。

时下，鱼台县消费市场活力四射，王鲁
镇首届“焕新季・惠万家”家具消费月活动
与鱼台县孝贤广场“稻乡水城・约惠孝贤”
踏青消费嘉年华举办，推动消费市场迈向新
高度。

踏青消费嘉年华“供销惠民”专区中，鱼
台大米、王家园子酱油等特色粮油产品以出
厂优惠价售卖。据了解，鱼台县供销社“鱼供
优品进社区”活动已服务近千人次，带动消费
2万余元，后续将在10个社区巡回开展，并
举办消费知识讲座。新华书店展销区各类书
籍琳琅满目，满足了不同市民的阅读需求。

电动车展示展销区里，雅迪、爱玛等品牌带来
新款车型，凭借时尚外观、先进技术吸引市民
咨询试驾，旧换新补贴和购车赠品活动让成
交量可观。

鱼台县正通过一系列举措，持续激发市
场活力，打造消费惠民服务体系，为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持续助力。组织39家企业参
与以旧换新促销，释放政策红利。推动60
家企业参与市、县两级政府惠民消费券活
动，已发放餐饮零售消费60.8万元。开展
15场“稻乡水城・约惠孝贤”促销活动，提
振接触性消费。带动零售、餐饮销售额
8000余万元，1至2月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达4.33亿元，增长19.8%。

在王庙镇艾绿嘟嘟鱼花园景区，五彩斑
斓的帐篷于绿草繁花间错落分布，宛如童话
里的梦幻小屋。不远处，一对新人在摄影师
的指导下奔跑、回头、微笑，一系列动作一气
呵成。在大自然的衬托下，极具浪漫色彩的
婚纱照拍摄完成。

景区将生态旅游与婚庆服务有机结合，
丰富了青年消费者的选择，为当地创造了更
多的就业机会。“自推出户外婚礼项目，景区
接待游客量持续攀升。接下来，5月份将迎
来户外婚礼的高峰期，我们会开拓更多独具
特色的婚礼场景，融入更多创意元素，提升
服务品质，满足新人多样化需求。”艾绿嘟嘟
鱼花园景区负责人马俊峰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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