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泰山区徐家楼街道前灌社区联合徐家楼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为辖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开展免费健康查体活动。

老年人在网格员的引导下有序进行内科、外科、眼科、血压、血常
规、尿常规、心电图和腹部B超等项目的检查。医护人员细心询问老年
人的身体状况和既往病史，结合老年人的生活规律给予健康指导，提醒
他们要合理作息、适度运动、清淡饮食，保持心情舒畅，做好定期检查。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马晓艺/文 通讯员供图

呵护老人健康 守护儿童成长
近日，泰山区岱庙街道卫生服务中心联合市妇幼保健院到辖区的

早教中心，为幼儿进行健康义诊。
儿科专家分别为幼儿进行了身高、体重、口腔等项目的检查，了解

了幼儿的身体状况。同时，还现场宣传了婴幼儿日常健康养护以及疾
病预防等卫生健康知识，为早教中心合理膳食、膳食营养搭配等方面提
供了相关指导，并指导家长正确认识儿童体格发育的规律，助力幼儿健
康茁壮成长。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张芮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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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10日讯（最泰安全
媒体记者 米广莉）近日，赵学法
著作的《岱下余墨》出版。

该书选录作者遗篇余墨51
稿，共26万字，分为《散文拾贝》
《人物留影》《史海浪花》《序评乱
弹》4部分。其中，《散文拾贝》为
文学卷，主要是写景状物的抒情
文字和励志进取的叙事笔融；《人
物留影》《史海浪花》为史学散篇，
前者侧重历史人物的形影勾勒，
后者以历史事件及学术探讨为

主；《序评乱弹》系作者为他人著
述撰写的序言和书评。

该书的散文作品体察细腻，
感悟深切，开合有度，运笔自
如，悠悠乎如行云流水，拳拳兮
尽显家国情怀；文史作品以史为
据，言之确凿，见仁见智，观点
新颖，其治学之严谨、功底之深
厚可窥一斑；序评一卷洞见细
微，切中要义，褒贬适度，客观
中肯，对作者和读者均具画龙点
睛意义。

《岱下余墨》出版

本报5月10日讯（最泰安全
媒体记者 张芮）值天水市2023
年公祭伏羲大典、伏羲文化旅游
节及莫建成艺术博物馆成立3周
年之际，由中共天水市委宣传部、
天水市文化和旅游局、天水市文
联、我爱丹青（北京）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主办的“盛世工笔·相遇甘
肃”暨我爱丹青全国工笔画名家
小品邀请展将在甘肃天水、陇西、
北京3地举办。

参加此次展览的画家主要是
北京画院、中国工笔画学会等机
构的专职画家及社会主流著名工
笔画家，有莫晓松、孙志刚、贾利
珠、李靖、单国栋、王申勇、郭华

卫、李喆、鲁双喜、张英爱等50位
著名画家。

我市著名画家张英爱为中
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工笔画
学会会员、中国女画家协会会
员、泰安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泰山学院艺术学院客座教授、王
雪涛弟子陈保棣工作室画家，现
就职于泰安日报社，主任编辑。
其作品曾被《美术报》《书法报》
《国画家》《东方美术》等美术类
专业刊物做专题介绍和个人专
辑播出。

展览将分别在天水市美术
馆、陇西莫建成艺术馆、北京宋庄
展出。

我市著名画家张英爱参加
“盛世工笔·相遇甘肃”暨我爱丹青

全国工笔画名家小品邀请展

东平县新湖镇精耕水上良田

一池清水映出生态渔业美好图景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王丙寅

本报5月10日讯（最泰安全媒体
记者 赵峥）9日，全市深化道路交通
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暨农村道路交
通安全综合治理现场会在宁阳县召
开，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道路交通
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特别是农村
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工作进行安排
部署。

会议分现场观摩和室内会议两
个阶段。当日上午，与会人员分别观
摩了宁阳县3个工作现场，听取了宁
阳县相关工作经验介绍，了解了“交
所融合”“路长制”等有特色、有亮点
的工作做法。室内会议阶段，与会人
员观看了宁阳县交安委专题片后，宁
阳县、岱岳区、肥城市、市交通运输局
等，围绕道路交通安全治理工作分别
进行交流发言。会议还宣读了《泰安
市2023年度道路交通安全高质量发
展工作目标责任书》，各交安委主任
签订责任书。

会议指出，要肯定成绩，认清形
势，切实增强做好道路交通安全工作
的责任感、紧迫感。今年以来，全市深
入开展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
治，扎实落实保安全、保畅通各项措
施，累计排查交通安全隐患11709处，

整改完成11655处，整改率达99.5%，
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124万余起，
同比增长68.6%。1至4月份，全市一
般程序道路交通事故起数、死亡人数、
受伤人数、财产损失数分别下降

10.3%、21%、9.7%、19.7%，未发生较
大以上道路交通事故，道路交通安全
形势持续平稳。

会议认为，要持续发力，有患必
除，纵深推进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大排

查大整治，做到隐患排查不留死角、整
改销号全面彻底、新建道路防患未然、
应急准备做足做细，推动工作标准化、
规范化、常态化，实现事故预防由事后
整改向事前防治转变。

会议明确，要突出重点，标本兼
治，扎实推进农村地区道路交通安全
综合治理，将工作重心向农村道路交
通事故预防倾斜。要狠抓重点车辆管
理，如农用车辆、面包车，以及大货车、
挂靠货车、个体运输货车等；要狠抓重
点路段治理，对辖区平交路口、穿村过
镇、临水临崖、急弯陡坡、马路市场等
事故易发多发路口、路段，进行起底式
排查登记；要狠抓路面违法查纠，严厉
查处非法接送学生、重点车辆违法载
人、违反禁行限行规定、酒驾醉驾等违
法行为，持续加强对农村县乡道路货
车超限超载整治，严打绕行农村公路
超限超载运输、暴力冲卡等严重违法
行为。同时抓好宣传引导。

会议强调，要明确任务，压实责
任，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落实。要压实
交安委主导责任、部门主管责任、属地
主抓责任、企业主体责任，把全面落实

“四主责任”作为强化道路交通安全管
理的重要抓手。

全市深化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暨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现场会召开

今年累计排查交通安全隐患11709处

■与会人员听取宁阳县相关工作经验介绍。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赵峥 摄

本报5月10日讯（最泰安全
媒体记者 李皓若）9日，全国第
8届“万步有约”健走激励大赛山
东赛区活动在我市启动，我市30
支代表队、1500余人参加了启动
仪式。

活动现场，健走队伍持队旗绕
龙泽湖公园健走步道实地健走。
一路上队伍大步前行，热情高涨，
尽享健康运动带来的愉悦。“健步
走带给我健康和快乐，参加健步走
6年，每天都坚持行走1万步以
上。”肥城队队长付春玲说。

“万步有约”健走激励大赛以
健走为主要形式，引导参赛人员养
成“日行万步”的健康生活习惯，自
2016年起已连续举办7届，累计
覆盖全国1400个县（市、区）、200
万人参与，营造了全民健走、全民
健康的积极氛围。自大赛举办以
来，山东省高度重视，积极组织，参
赛县（市、区）和参赛人数不断增
加。今年全省将有48个县（市、
区）、2.3万余人参加为期100天的

比赛。
据了解，比赛时间为5月11

日至8月18日，参赛队员将通过
佩戴比赛专用运动处方计步器，
记录每日健走数据并将数据上传
至大赛网络系统参与竞赛，以养
成“日行万步、科学健走”的健康
生活习惯，达到预防慢性病、促进
健康的目的。

引导居民养成健康生活方
式，是预防控制慢性病的有效措
施。近年来，我市一直倡导健康
生活方式，积极开展高危人群健
康管理，已经建成国家级慢性病
综合防控示范区3处、省级慢性
病综合防控示范区1处。“自大赛
举办以来我市连续8年参加，推
动了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
合，提升了全民健康素养。希望
通过本次活动，激励更多职业人
群参与到健走队伍中来，提升广
大居民的健康理念，积极营造‘健
康山东’的良好氛围。”市卫生健
康委相关负责人说。

山东省第8届“万步有约”
健走激励大赛在我市启动

本报5月10日讯(最泰安全
媒体记者 苏婷)8日一大早，市
政务服务中心税务窗口的“小美
帮办员”王宁早早地来到单位，到
自助服务区查看自助设备运行、
发票库存等情况。

她拿起留言簿，逐项查看市
民留言后告诉记者：“‘五一’假期
期间发票领取量大，导致机器内
发票库存不足，很多市民没有领
到发票。”市民在留言簿留言，“9
号机器，发票卡纸，请取出后联系
我，谢谢”“6号机器，2份普票未
领取，明天上午来取，谢谢……”
王宁根据每一位市民的问题描

述，取出未领取的发票，通过后台
打印领票凭条，并逐一与市民取
得电话联系，核对发票编号、数量
等，根据市民需求，免费邮寄或者
约定留存地点领取。

一枝一叶总关情，一点一滴见
初心。据了解，在市政务服务中心
24小时自助服务区和服务窗口都
悬挂着一本留言簿，这里面记录着
市民发票申领难题、自助设备使用
意见建议，是市民诉求最直观的表
达。“小美帮办员”根据留言簿信
息，有效处理问题并及时回复，经
常获市民点赞，小小的留言簿架起
为民服务的连心桥。

小小留言簿
架起为民服务连心桥

■“小美帮办员”在整理未领取的发票。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苏婷 摄

近日，在位于东平湖南岸的新湖
镇优质淡水鱼苗繁育示范区，几辆转
运鱼苗的运输车辆缓缓驶入东平县农
梦渔业合作社，工人们拉开车厢闸门，
将鲜活的鲢鳙、青鱼鱼苗分筐装好。

眼下正是渔业养殖育种投苗的关
键时节，在新湖镇万亩生态渔业产业
各项目区，养殖户抢抓大好时机清塘、
放苗、套种藕虾，良好的水域生态环境
已成为全镇百姓增收致富的聚宝盆。

新湖镇北临东平湖，镇域河网水
系纵横，坑塘较多，水产养殖历史悠
久。今年以来，新湖镇锚定东平县委
30万亩生态渔业发展机遇，依托丰富
的水田资源，将万亩生态渔业作为主
导产业来抓，促进生态渔业产业持续
健康发展。

注入技术源头活水
渔业家底日渐丰厚

现在是鱼苗投放的黄金期。在新
湖镇前泊村养殖户戚甫泉的鱼苗养
殖基地，十几万尾鱼苗在水池里摆尾
跳跃，再过几天，这些鱼苗经过检疫
后将被分批运往河北唐山、江苏盐城
等地。“为解决我们养殖过程中的困
难，新湖镇专门聘请了山东农业大学
的教授到我们这里来调研，为我们提
供养殖新技术。在新湖镇的支持下，
我们成立了养殖合作社，目前共有社
员40余户，鱼池1000多亩。”戚甫泉
说。

近日，在新湖镇龙虾苗种繁育基
地，山东农业大学教授王慧和他的科
研团队，在小龙虾繁育池边查看龙虾
种苗生长情况。新湖镇专门规划的
200亩实验塘内首批繁育的优质杂交
改良虾苗生长良好，已陆续为周边养
殖户提供种苗。“王教授定期为我们提
供技术指导，从养水、选苗、放苗、饲养
到捕捞，切实提高了我们的养殖技术，
今年年初，镇上专门组织养殖大户去
鱼台参观，让我们开拓了眼界、学到了

真经，前段时间，东平县水产业发展中
心又专门聘请了鱼台的养殖专家开展
了藕虾套养技术培训，解决了我们目
前养殖中面临的难题。”新湖镇冯洼村
党支部书记陈涛说。

如何将万亩生态渔业作为主导产
业抓牢、抓实，关键在于养殖技术改革
提升。瞄准这一点，新湖镇加强与高
校科研团队进行技术合作，加强养殖
技术攻关，同时，积极发掘本地区“土
专家”，加快打造鱼虾优质种苗“育、
繁、养”一体产业布局，通过优质种苗
引进、人工选繁、示范化养殖，在做好
产业区域化发展的同时，一步步破解
生态渔业产业发展提质增效难题，以
技术积累进一步让渔业家底变厚实，
释放出以“渔”兴业、以“渔”富民的新
活力。

全域生态养殖
产业转型提质增效

进入4月份以后，新湖镇蒋口村
党支部书记郭启省忙得脚不沾地，看
设施渔业基地建设进度、配合新湖镇
做好智慧渔业平台点位定址、协调村
内群众进行土地流转……

蒋口村有坑塘100个，共计500
余亩，全部进行了水田改造。今年以
来，新湖镇规划发展万亩生态渔业产
业，产业专班经过实地调研，决定以蒋
口村为试点，在保水田的基础上建设
100亩龙虾养殖棚，辐射带动1000亩
坑塘发展设施渔业。“大棚养虾不影响
水田内莲藕生长，一般在11月份莲藕
采收后，在棚架上覆膜进行龙虾养殖，
龙虾苗在大棚内生长，温度适宜，可以
提前半个月到1个月上市，提早上市
价格更高，村民的收入自然就增加
了。”郭启省说。

“目前，我们这500多亩鱼池已栽
上了藕，等藕叶长好了再投入优质虾
苗，藕塘可给小龙虾的生长提供良好
的栖息环境，龙虾的排泄物又为藕塘

增加了有机肥料，荷在水中长，虾在荷
下游，真正实现了全程绿色养殖、藕虾
互促、一池多收、高效生态。”看着荷塘
上渐渐舒展的嫩黄荷叶和建设中的大
棚，郭启省笑得合不拢嘴。

新湖镇坚定发展信心，抢抓发展
机遇，发挥资源优势，依托辖区内深
厚的渔业养殖基础和优越的坑塘条
件，积极调整传统养殖结构，实施水
田改造、水系连通、设施渔业、智慧渔
业、渔旅融合等重点项目，逐步做大
以“藕虾套养”为主导的生态渔业养
殖模式，以优质莲藕和龙虾为主导的
绿色生态养殖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
富的新亮点。

“今年，我们将立足辖区内坑塘
实际，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养殖
大户+养殖户’的生态渔业养殖模式，
着力培育四大养殖示范区，大力发展
藕虾套养、设施渔业、优质鱼苗养殖、
龙虾精养，推动生态渔业规模经营、抱
团发展，打造多元化的特色产业链，实
现渔业养殖由分散、粗放、低效到规
模、精细、高效的转变，实现村集体和
养殖户双增收、共富裕。”新湖镇党委
副书记、副镇长李洪武说。

随着一系列产业规划精准实施落
地，一个资源互补、业态共享、机制共
建的生态渔业生产体系已基本完善。
新湖镇将以此为依托，拓展湖鲜精细
加工、生态餐饮、休闲观光等功能，构
建起集生产、观光、加工、销售于一体
的藕虾产业链，有效提升生态渔业发
展层次和水平。

立体养殖扩面
科技赋能迈向新生

最近一段时间，在新湖镇窦府营
村，每天清晨，村民苏义太都会在自家
藕池里忙着收地笼。长长的地笼里面
鲜活的龙虾舞动着硕大的虾钳进了虾
筐，这让苏义太喜上眉梢。到村里收
购龙虾的收购商在池塘岸边一起忙着

将优质鲜活的小龙虾分类、称重、装
车、转运。

据新湖镇渔技站站长刘仰军介
绍，为提高藕塘效益，新湖镇根据全镇
辖区内藕塘实际，推广立体生态养殖
小龙虾，通过藕虾共作，真正增加了农
民收入。“藕池套养龙虾成功的关键是
解决龙虾放养和藕出苗之间的矛盾，
经过我们这两年的摸索，这个矛盾已
经解决了，现在镇上的养殖户养殖技
术十分成熟，只要行情好，取得高效益
的收入不成问题。”刘仰军说。

县委定路径、政府抓落实、大户来
带动、服务来推动，目前，“藕虾套养”
模式已辐射新湖镇，全镇藕虾套养面
积由2000亩扩大到了6200亩，年产
龙虾1560吨，年产藕1.2万吨，每亩纯
效益由原来的3000元提高到了5000
元以上。

渔业作为传统产业，新湖镇针对如
何借着集约化、现代化、数字化转型发
展，再一次进行了探索。目前，新湖镇
生态渔业服务中心正在建设中，建成后
将打造成为集党建引领、商务办公、渔
业技术推广与服务、渔业标准化建设、
仓储物流、直播电商、乡村旅游于一体
的产业服务平台。同时，该镇将在生态
渔业服务中心建设一处智慧渔业和平
安渔业业务平台，覆盖藕虾套养示范
区、设施渔业示范区、优质淡水鱼苗苗
种示范区、小龙虾精养示范区，每个示
范区建设一处分平台，利用数字化、信
息化手段实现养殖区藕虾生长、生态水
质、生产安全在线监测，促进万亩生态
渔业产业高效可持续发展。

如今，新湖镇打造的“万亩生态渔
业+”新业态、新模式层出叠见，生态
渔业全产业链逐步规划完善，产业集
成趋势越来越明显。随着基础设施、
养殖技术、产业链条延伸的不断完善，
这一池池清水将真正映出藕嫩、虾肥、
人富、村强的新图景，绘就水美乡村新
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