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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23日讯（通讯员 宋
绪政）20日晚，随着人民文艺汇内响
起的热烈掌声，宁阳县历史上第一台
大型舞台剧《宁阳我的家》成功首演。

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宁阳县将本地厚重的
历史文化和红色文化资源与现代舞台
表演艺术相结合，以“乡饮酒礼”为引
线，将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串联，让
观众如“时光穿越”般亲历发生在宁阳
的一个个历史故事，将传统文化进行当
代表达，传统文化绽放出“时代光彩”。

“这是我第一次在家乡观看大型
舞台剧，作为本地人又多了一种新的
文化体验，说明我们的家乡真是越来
越好了。”台下观众朱龙秋感慨说。

舞台剧以祖籍宁阳的现代人宁宁
第一次回故乡展开，宁宁回乡正赶上身
为奉阁艺术团团长的三爷爷举办一场

“乡饮酒礼”演出，随着对宁阳历史文化
的介绍，宁宁穿越到过去。在《大义宁
阳》章节，与宁阳历史文化名人刘祯、夏
侯胜、许彬跨越时空对话，亲历鲁义姑
弃子救侄的故事；在《热血宁阳》章节，

再现中共地方领导人许国井下成立宁
阳第一个党支部、朱蓂阶宁死不屈英勇
就义、攻济打援指挥部在大伯集村军民
一家亲的故事；在《奋进宁阳》章节，信

义兄弟诚信经营、黄昌华20年如一日
照顾小姑子、鲁粮面粉厂起死回生的故
事，展现了新时代宁阳人与时俱进、奋
发有为的创业精神，以及“学好人、赞好

人、做好人”的精神风尚。
“排好这部剧，就是要让每一个宁

阳人了解宁阳优秀的历史文化和红色
革命文化，了解原来自己生活的这片
土地有这么多的英雄故事和感人事
迹。”导演史刚说。

为保障剧目创演质量，《宁阳我的
家》特别邀请到国家一级编剧薛岩和
国家一级导演史刚加入团队，在剧目
选角上精益求精，由老中青三代优秀
演员担纲主演。创排期间，导演悉心
指导，演员努力钻研，为剧目最终能够
在舞台上完美呈现倾尽全力。该剧时
长100分钟，演出人员达100余人。

“这是宁阳县委、县政府弘扬‘坚
毅、敢当、实干、创新’的时代精神，结
合历史事实打造的艺术精品，是推进

‘两创’在文艺创作上的生动实践。更
好地激发宁阳人民热爱祖国、热爱家
乡的荣誉感和自豪感。宁阳县文联主
席赵井龙说。

据介绍，《宁阳我的家》舞台剧于
10月20日、21日在人民文艺汇进行
首演，随后将定期组织干部群众观看。

让传统历史文化绽放时代光彩

舞台剧《宁阳我的家》成功首演

■《宁阳我的家》首演。 通讯员 许鹏 摄

本报10月23日讯（最泰安全媒
体记者 徐文莉 通讯员 赵峰）连
日来，在宁阳县伏山镇的一处已收获
的玉米地里，多辆农用机械不停地忙
碌着：搂草机将散落在田间的秸秆搂
成行，打捆机紧跟着收草打捆，装载机
把分布在田间的一个个秸秆捆进行装
车，满车后秸秆捆将在收储场暂时存
放，待集中送往附近的发电厂。

今年，宁阳县秋粮种植总面积78
万亩，当地加大秸秆离田综合利用工
作的开展，规划了秸秆收储场地近
300处，充分发挥秸秆综合利用项目
资金，加大对收储大户购置收储机械
的补贴力度，畅通秸秆“收、储、运、销”
等关键环节，今年计划离田面积达
70%以上。“我们队伍有二十多人，各
类机械正开足马力作业，目前已收储
过万亩，日收储秸秆500吨。”伏山镇
秸秆收储大户朱康辉向记者介绍。

在这片玉米地的不远处，国能生
物发电公司正加紧进行秸秆收储。公
司副总经理杨迪说：“1.5吨秸秆热值
可替代1吨标准煤，除了发电，秸秆作
为可再生能源还能保障居民供暖，进
入供暖季后，每天秸秆消耗量能增长
2成。当前我们以每吨280元价格，每
天收储1000吨以上。”

除了秸秆能源化利用，当地还发
挥畜牧养殖、菌类栽培、生物质提炼的
产业优势，加强与高校及科研院所技
术合作，不断提升秸秆利用的生态、经
济效益及社会效益。

宁阳县畜牧兽医事业发展服务中
心生产科科长宁尚锴介绍，收储的秸
秆不仅可以作为饲料，通过采用牲畜
过腹还田方式，还将秸秆喂养后的粪
便发酵还田，每年可提供有机肥18万
吨，为养殖户节省300万元，实现农业
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本报10月23日讯（通讯员 宁
桂冲）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工作重点在
农村和社区。近年来，东疏镇坚持与
群众心连心，创新打造以“健康体魄、
健康生活、健康生态、健康乡风”为主
要内容的“健康+”模式，破解影响群
众身心健康的诸多问题，推动公共卫
生服务下基层，提升群众幸福指数。

打造健康体魄，让群众“病有所
医”。实施“健康关爱工程”，将户籍在
本镇并参加居民医疗保险的五保户、
低保户、优抚政策户、残疾人户、计生

奖扶户、计生特扶户、双女绝育户、就
诊之日年满70周岁老人等纳入关爱
范围，凭《关爱手册》在东疏镇卫生院
住院就医时，只需交纳200元起付线，
居民医疗保险报销后剩余费用全部减
免。高标准建成疏外、张大伯、寺头、
赵茂、杜茂、冯张、西河、后学8个村公
共健康文化服务中心，群众在家门口
可享受诊疗、康复服务。

打造健康生活，让群众围绕“乐有
所享”。指导各村用好村内空闲地，至
少建设1至2个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

安装健身器械，引导群众打篮球、跳广
场舞、练太极拳。常年开展全民健康
大查体、两癌筛查等送医下乡活动，先
后举办七届全民运动会、七届广场舞
大赛，广大群众享受“全民健身+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双保险”，获得更多的
幸福感。

打造健康生态，让群众“居有所
美”。推行城乡环卫一体化，垃圾实现

“户分类、村收集、镇运输”。实施“万
树村”工程，引导各村绿化荒片坑塘、
各户建设美丽庭院，目前，49个村均

栽植苗木1万棵以上，不仅成为集体
增收的“绿色银行”，而且改善了人居
环境，群众生活舒适度显著提高。

打造健康乡风，让群众“人有所
善”。抓党风、带民风、树新风，持续涵
养健康文化土壤，将“服从殡葬管理，
提倡厚养薄葬；培养健康生活方式，建
设美丽庭院；保护生态环境，每月开展
一次爱国卫生运动，按时缴纳垃圾处
理费”等内容纳入《村规民约》，引导村
民共同遵守，人心向善、健康唯美的新
风尚蔚然成风。

东疏镇

“健康+”提升群众幸福指数

本报10月23日讯（通讯员 桑
宇）时下，正是秋收时节，走进文庙街
道张庄村的大豆种植基地，放眼望去，
一排排连片种植的大豆长势喜人，金
黄的豆叶接连成片，粗壮的豆秆上长
着一簇簇实密的豆荚，一台台收割机
在田野里穿梭忙碌，呈现出丰收的
景象。

“今年我流转了810亩地，种植
730亩的大豆，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
来说，颗粒饱满、色泽鲜艳，豆荚大，一
定能带来可观的收入。”大豆种植大户
韩全意说到。

近年来，该村已全面实现农作物
耕种、收割机械化。在玉米收割现场，
只见几辆玉米收割机正在地里劳作，
收割机连收带掰，一排排玉米植株连
秆带穗被卷入收割机中，短短时间，收
割、摘棒等工序一气呵成。伴随着轰
隆隆的声响，收割机在地里来回穿梭，
金黄的玉米轻松装袋，勾画了一幅机
械化收割玉米的丰收图。采用机械化
收割，不仅极大提升了收割效率，降低
了人工成本，同时粉碎还田的玉米秆
还能充当肥料保持土地肥力，实现农
村农民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同时，该村大力推广“减垄增地”，
推动土地成方连片规模化经营，采用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方式，成立东八里
农业发展专业合作社，同时对沟坑、河
塘、道路等边角土地380亩进行开荒
复垦、连片优化，实现了全村土地全部
流转，夯实“减垄增地”基础。

“减垄增地”看似只是去掉了田间
的一道凸埂，实际上需要高科技作业
才能实现最大效益。张庄村积极承担
县委书记指挥田建设任务，组织动员
5家种植大户外出参观学习，通过推
广水肥一体化技术，安装微喷带1600

亩、卷盘式喷灌机1100亩、喷枪100
亩，推动全村2800亩全部实现“减垄
增地”，示范引领作用日益明显。

通过“减垄增地”，该村5个种植
大户亩均增加有效种植面积15%、增
产180斤，亩均减少人工、肥料等投入
近 20%。村集体通过机械、人工服
务、集体土地发包，年增收40余万元。

今后，文庙街道将结合前期推广
经验，深化、细化“减垄增地”举措，保
障群众种植利益，进一步增加粮食有
效种植面积，全力保障粮食安全，为打
造乡村振兴贡献文庙力量。

文庙街道张庄村

连片规模经营 土地流转促振兴

宁阳县

秸秆综合利用实现变废为宝

■秸秆捆装车待运。 通讯员 曹海涛 摄

本报10月23日讯（通讯员 杜
敏）近日，宁阳县福莱源美容馆的高女
士，办理了营业执照名称变更后，到宁
阳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民生事务专区办
理门头牌匾业务，办完业务后，办理门
头牌匾业务的工作人员细心地发现，该
商户的经营范围中含有生活美容服务，
是需要办理公共场所卫生许可的范

围。工作人员便主动问了一句，是否需
要变更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上的内容，
高女士这才想起来，原来店里确实办理
了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现在名称变
了，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的名称也要一
起变更。工作人员引导她到了办理公
共场所卫生许可的窗口，高女士顺利办
完了业务。：“来一次大厅，一下子办了

3个业务，省得我来回跑了，真省事
啊。”高女士高兴地说。

民生事务服务专区所辖事项复杂
繁多，涉及卫生、民政、教体、文旅、交
通、农业、不动产等多个领域，民生事
务服务专区从业务需要出发，重新梳
理事项，以领域为标准调整了部分业
务负责人员，更加合理地分配工作任

务，增强工作人员服务意识，更加细心
贴心地为企业、群众提供优质便捷的
服务。

今后，宁阳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民
生事务服务专区将继续找准企业、群
众需求，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到“快
办”“易办”“好办”转变，让服务更优
质、办事更便利、群众更满意。

宁阳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贴心提醒做得好 避免群众来回跑

本报 10 月 23 日讯（通 讯
员 柳园园 吕金龙）21日，山
东省第十三届全民健身运动会万
人骑行（宁阳站）活动在宁阳县汶
禹景区成功举办，200余名自行
车爱好者参加。

此次比赛由山东省体育局、
山东省体育总会、山东省射击自
行车运动管理中心、山东省自行
车运动协会等单位主办，泰安市
体育局、宁阳县人民政府承办。

比赛路线本着“安全有序，
规划合理”的原则设置，从宁阳
汶禹景区出发，沿汶河河堤路一

路向东至北落星村折返回汶禹
景区。戴着流线型头盔、身着各
色骑行服的选手们迎着阳光，风
驰电掣般驶上赛道，铁骑开道、
志愿者护航，骑游者一路穿梭在
风景如画的汶河观光带公路，在
骑行中沉浸式感受宁阳的生态
之美，尽情地享受着运动的
乐趣。

此次活动积极倡导运动健
康、绿色低碳的生活理念，在进一
步推动体育与旅游融合发展的同
时，让大家舒缓了工作压力，增强
了健身意识。

省第十三届全民健身运动会
万人骑行（宁阳站）活动举办

乡饮乡

九九重阳日 浓浓敬老情

本报10月23日讯（最泰安全
媒体记者 徐文莉 通讯员 吴
笑雯）“孩子啊，你们一定要好好孝
顺家人，尊老爱幼……”又是一年
重阳日，乡饮乡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教育学区组织志愿者和少先队
员走进乡饮乡敬老院，开展“九九
重阳日 浓浓敬老情”主题活动。

来到敬老院，老人和孩子们
围坐在一起畅谈重阳节的传统习
俗，聊聊敬老院里的生活情况，孩
子们分享了自己的校园生活、学
习情况和成长感悟，逗得老人们
开怀大笑，现场氛围愉快而又温
馨。“爷爷，我给您捶捶背吧，爸爸
妈妈夸我的技术还不错呢。”10
岁的王翔宇一带头，其他的小学
生也纷纷撸起袖子要给爷爷奶奶
们捶腿捏肩。

不远处，孩子们三三两两结

伴为老人打扫室内外卫生，尽自
己所能为老人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情。“爱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重阳节来临之际，我们希望
可以通过此次活动，让孩子们用
实际行动表达对老人的关爱，为
孩子们种下爱的种子。”带队老师
仲凯强说。

温馨的祝福、体贴的关怀、暖
心的问候、幸福的笑脸……敬老
院里涌动着爱的暖流。“看到这么
多孩子在身边围绕，陪我们说说
话、唠唠嗑，心里可高兴了。”敬老
院老人王会明说。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
于我们已经长大，你们还未变老，
我有能力报答，你们依然还健
康。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祝天
下所有老人重阳节快乐。”敬老院
院长申乐奎说。

■少先队员给老人捶腿捏肩。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徐文莉 摄

蒋集镇开展“一村一场戏”文化惠民演出活动

服务“沉下去”幸福“提上来”
本报10月23日讯（通讯员

石秀敏）为不断提升公共文化服
务水平，落实文化惠民政策，不断
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连
日来，2023年宁阳县“一村一场
戏”文化惠民演出活动在宁阳县
蒋集镇各村轮番上演，将文艺演
出直接送到群众家门口，让文化
服务“沉下去”，群众幸福“提上
来”。

演出现场，女声独唱、男声独
唱、群体舞蹈，还有曲艺、广场舞
……各类人物、各种形式，传统文
化、现代艺术，真是丰富多样、精
彩连连。

通过多种惠民演出形式，把
党的惠民政策、移风易俗和新时
代文明实践等，一桩桩、一件件以

“戏”的方式呈现给群众，宣传给
群众，让群众在听“戏”看“戏”的
过程中，感同身受地悟党恩、感党
恩，切实体会到党和政府带给大
家生活的大便利和大实惠，进一
步弘扬了社会正气，倡树了文明
新风。

“群众演给群众看”“群众节
目群众创”。演员们大多都是来
自村庄的居民，不少节目都是自
己原创。凭借着自己的一腔热爱
和满身激情，把身边的事演给身
边的人。节目不断引发台下观众
的共鸣，引来阵阵掌声和叫好声，
大家纷纷拿出手机记录精彩片
段，并为演员们喝彩、点赞，营造
了浓厚的文化宣传氛围，群众看
得尽兴，乐享其中。

此次“一村一场戏”文化惠民
演出活动，进一步丰富了群众的
精神文化生活，使老百姓在观看
节目的同时享受了文化、富足了
精神，也让基层群众足不出村近
距离感受文化艺术的魅力。

今后，蒋集镇将充分借助“一
村一场戏”的平台，继续以群众需
求为导向，持续开展丰富多彩的
文艺惠民活动，用小舞台、大视野
讴歌新时代美好生活，不断提升
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真
正做到文化为民、文化润民、文化
惠民。

本报 10 月 23 日讯（通 讯
员 王震）近期，泗店镇聚焦“双
服务 双提升”走访热点问题，组
织“泗好青年”志愿者利用周末时
间，常态化开展“书香阅读 文化
下乡”志愿服务活动。通过开展
志愿服务活动，既培养了泗店镇
年轻干部的责任担当，又丰富了
农村居民的业余文化生活，激发
了未成年人的读书热情，形成了
全民读书的良好风气。

活动中，“泗好青年”志愿者
们来到各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农
家书屋里与孩子们共同开展书香

阅读活动。志愿者根据孩子们的
年龄、阅读喜好，为他们推荐了适
合他们的书籍，为他们讲解文章
大意，并带领他们共同阅读部分
章节。随后，在志愿者引导下，孩
子们互相分享自己喜爱的图书和
阅读心得。孩子们积极踊跃发
言，现场气氛活跃热烈。

今后，泗店镇将持续创新形
式、丰富内容载体，常态化开展形
式多样的文化服务活动，将为人
民群众服务与年轻干部的培养有
机结合，做到干部在一线培养，服
务在一线提升。

泗店镇开展“泗好青年”志愿服务活动

书香阅读 文化下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