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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26日电（记者
刘华）4月26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
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国务
卿布林肯。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美建交
45周年。45年的中美关系历经风风
雨雨，给了我们不少重要启示：两国
应该做伙伴，而不是当对手；应该彼
此成就，而不是互相伤害；应该求同
存异，而不是恶性竞争；应该言必信、
行必果，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我

提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
三条大原则，既是过去经验的总结，
也是走向未来的指引。

习近平强调，3周前，我同拜登
总统通了电话，谈了对今年稳定发
展中美关系的考虑，提出了双方应
该以和为贵、以稳为重、以信为本。
我还强调过，“得其大者可以兼其
小”。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怎么应对这个变局，这是个
时代之问、世界之问。我给出的答

案就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旗帜，也受
到世界许多国家欢迎。地球就这么
大，人类面临这么多共同挑战。中
国古人讲“同舟共济”，我看现在需
要“同球共济”。人类社会休戚相
关、福祸相依，各国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大家应该为实现共赢、多赢凝
聚最大共识。这是中国看待世界和
中美关系的基本出发点。

习近平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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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8人将获2024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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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全国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4.3%

在大汶河与大清河的分界处，号
称“运河之心”的戴村坝矗立于此。
大坝气势磅礴，雄伟壮观，迎来降雨
时，这里白浪翻滚，声若龙吟虎啸。

“戴村坝位于大汶河最下游，是保障
大汶河生态流量，推进大汶河复苏的
关键所在。”4月26日，市水利局工作
人员对记者说。

戴村坝工程始建于明朝永乐九
年，自南向北分别由石坝（主坝）、窦
公堤（太皇堤）、灰土坝（三合土坝）组
成。工作人员介绍，随着大汶河水位
的升降，三坝分级漫水，可调蓄汶水
水量。2022年至今，戴村坝始终未断
流，生态流量达标率100%。

戴村坝是我国古代水利工程的
一大杰作，也在我市积极推动现代水
网建设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围绕现
代水网建设，近年来，我市在现代水
网规划总体布局、水资源配置体系、
水利防洪减灾体系、水生态文明建设
等方面做了相应的工作。目前，我市
形成了“一轴众支、一湖多库、五纵十
横”的现代水网规划总体布局。

“‘一轴众支’是指以大汶河干流
及重要支流柴汶河构成的‘Y’形为

‘主轴’，以流域面积200到3000平方
公里的瀛汶河、泮汶河、漕浊河、汇河
等19条支流为‘众支’，它们构成了泰
安市区域排水主通道、水网大动脉。”
在日前举办的“黄河流域多尺度水网
构建与生态修复技术研究及应用示
范”项目启动会上，市水利局党组成
员、副局长程传民介绍。

据了解，总体布局中的“一湖”指
东平湖，“多库”则指光明、黄前、东周
等17座担负全市主要防洪、供水任务
的大中型水库（含王家院水库），是全

市水资源调配、防洪调度、水生态保
护的主节点。“五纵十横”则是指肥城
引汶调水等呈现南北向的5条纵向引
调水通道，规划的南水北调泰安支线
工程、引黄入泰工程等呈现东西向的
10条横向引调水通道，是全市水资源
优化配置的主骨架。

作为目前山东省单体投资最大、
单体规模最大、拦蓄水位最高的重点
水利工程，大汶河砖舍拦河闸工程于
2月份安装完拦河闸闸门，主体建设
任务已全部完成，预计6月份投入使
用。这一项目工程是我市持续优化
水资源配置体系的具体行动之一。

市水利局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市水利局重点实施了王家院水库向
泰城供水、大汶河砖舍拦河闸、尚庄
炉水库增容、河湖水系连通等工程，
实施2处大型灌区、5处中型灌区续建
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新增及恢复灌
溉面积 4887 公顷，改善灌溉面积
9333公顷。在水利防洪减灾体系方
面，我市相继实施了大汶河防洪治
理、19项中小河流治理、2座大型病险
水闸除险加固、203座中小型水库除
险加固等防洪减灾工程建设，有力地
保障了东平湖、黄河安澜。

不仅如此，我市水生态文明建设
成效同样显著。如今，水土流失治理
面积以每年不少于75平方公里的速
度递增，我市成功创建29条省级美丽
幸福示范河湖，482条河湖达到省级
美丽幸福河湖标准。我市还出台了
《泰安市水资源保护管理条例》《泰安
市河湖保护管理办法》。“我们会持续
推动水资源保障、防洪减灾、水生态
保护等水利任务落地生根、开花结
果。”程传民表示。

在泰山东麓、泰城东北隅，有一个
因石碾而得名的小村子，祖辈相传为
隋朝建村，在劳动人民的辛勤劳作和
世代坚守下，繁荣发展至今。这个村
子就是——岱岳区山口镇东碾疃村。

4月26日，记者走进东碾疃村，一
条条宽敞平坦的道路、一排排整齐漂
亮的房屋、设施完善的文化广场尽收
眼底，长者的谈笑声和幼童的诵读声
交织在一起，恰似一首醉人的乡间民
谣，随风飘荡在天空中。山水特色墙
绘随处可见，充满着现代乡村气息的
东碾疃村，已经走过千余年悠悠岁月。

东碾疃村党支部书记张仁均告诉
记者，根据一代代人传下来的说法，东
碾疃村曾经位于石汶河西岸，那里有
一片沙滩，故有“一面滩”之称，后来才
改为东碾疃。现在在村南东侧立有一
石碑，上书东碾疃。

在农村，石碾是常见用具，一个村
子也就几盘。但在几十年前的东碾疃
村，几家就有一盘石碾。石碾不仅是
东碾疃村村名的来历，更是村民多年
来生产生活的必要工具，凝结了东碾
疃村一代一代村民的智慧。“古时，加
工粮食是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
东碾疃村的先民迁入此地后，为了制
作出适合碾磨粮食的用具，在距离现
在黄前水库不远处的炉山上发现了石
质坚硬耐磨的山石块，并开采凿制石
碾、石磨，运到村里组装。一代又一代
村民凿刻的石碾越来越精致，碾出的
米面也越来越细腻。”今年74岁的村民
张灿智说。

目前，东碾疃村耕地面积达120公
顷，生产的小麦、玉米、土豆、大蒜等作
物已经实现了外销或自主机械加工，
石碾已无人再用，仅有几盘石碾被“遗
忘”在角落，但它依然承载着数代村民
的集体记忆和乡愁。

除了石碾，东碾疃村西北侧还有
一棵传奇的柏树，距今已有600多年历
史，依然枝繁叶茂，长势旺盛。柏树胸
径达1.35米，树干及下部侧枝彰显老
态龙钟，树梢则葳蕤蓊郁，挺立路旁。

“说东碾疃村，很多人不知道，但
说起大柏树，大部分人都知道。”站在
大柏树下，抚摸着树干，张灿智告诉记
者，这是一棵传奇的柏树。据张氏族
谱记载，他们在东碾疃村的先民是于
明洪武年间，由山西洪洞县大槐树老
鸹窝迁至泰安郡东山口镇东碾疃村，
当年，由张氏始祖张怀手植柏10株，现
存的大柏树就是其中一棵长势最

旺的。
为何说这棵大柏树“传奇”呢？根

据知情人记录，1939年春末，盘踞于黄
前据点的日军、驻扎在泰城的日军以
及汉奸、特务，经常往返于泰城与黄
前，途经东碾疃祖茔路东。一次战斗，
我地方抗日武装埋伏于祖茔内，向一
辆满载日军的车辆投掷了一颗手榴
弹，引起了对方对祖茔树木、灌木的愤
恨，下令砍光路边所有树木。这一浩
劫，也波及了大柏树。为此，东碾疃村
民自发组织起了保护大柏树的行动，
在日伪军准备伐树前一天晚上，村民
将耙齿从大柏树根部呈螺旋状一圈圈
楔到树枝分杈部，这才保住了大柏
树。“现在树上已经看不到耙齿楔入的
痕迹，但保护大柏树的故事要一代代
传下去，告诉子孙后代要守护好这棵
大柏树。”张灿智说。

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传奇的故
事，大柏树逐步成为重要的地标植
物。“现在，离开村子在外打拼的人回
到村子，都会来大柏树下站一站、看一
看，回味小时候的美好记忆。”张灿智
说，大柏树已经成为村民的一种精神
寄托，被保护了起来。

东碾疃村有史以来，高度注重教
育，从之前的私塾、国学，到如今的小
学，不管教育名称如何变迁，东碾疃村
始终是周围村庄集中办学之地。1948
年，东碾疃小学建立，2016年，东碾疃
村在村北新建3层教学楼，为本村及周
边儿童创造了良好的学习环境。

东碾疃小学的教学楼前摆放着一
盘石碾，是学校从村里专门搜集而来
的，常常用于为学生开展传统文化教
育。东碾疃小学校长张朋说，通过讲
述石碾的作用和制作工艺，不仅能让
学生熟悉本村乡土人情和文化历史，
培养学生的民族情怀，也能让学生深
入了解老一辈人的生活方式，传递积
极向上、热爱劳动的精神。目前，东碾
疃小学除正常教学课程外，还专门引
入了国学必修课程，通过深入学习古
代经典，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培
养学生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

石碾见证着时代的变迁，大柏树
成为乡愁的象征。时光推移，东碾疃
村建起了文化广场，南北、东西6条主
要街道均已硬化和绿化，老宅规划成
片，村民住上了楼房。在浓厚传统文
化的滋润下，东碾疃村一派生机盎然，
村民和睦、民风淳朴、老有所养、幼有
所教的美丽乡村画卷正徐徐铺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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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27日讯（记者 苏婷）
规范有序的医疗环境是群众健康安
全的前提。今年以来，市行政审批服
务局持续优化“高效办成一件事”，全
力推进医疗机构审批服务场景集成
化应用试点工作，打造全方位、全链
条、一站式的医疗机构服务新体系，
在全省率先实现“医疗机构一件事”
集成审批。

近日，山东颐养健康集团新曙光
眼科医院经专家组勘验评审验收后，
我市行政审批部门一次性为其发放
了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营业执照、
消防设计审查等11个许可证件，成
为全省首个全面体验“医疗机构一件
事”集成审批服务的医疗机构。“通过
电话、视频来帮着我们整改，跟踪指
导，从选址装修到消防验收，从医疗

机构执业登记到医疗广告审查，方方
面面、无微不至，到今天十几个事、
11个证件都办完了，办得既快又稳，
省心省时。”山东颐养健康集团新曙
光眼科医院院长孙建军说。

今年3月份，山东颐养健康集
团新曙光眼科医院申请在新泰市设
立眼科医院，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接
到申请后，立即启动“医疗机构一件
事”集成审批服务模式，组建市县两
级行政审批及卫生健康部门的服务
团队。“通过我们市县两级跨层级、
跨部门联合审批，实现了一揽子政务
服务事项的‘一口受理、一口出证、集
成办理’。”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民生
事务科工作人员荣帅告诉记者，作
为营商环境一线窗口的工作人员，
将持续为企业提供更多精准化、增

值化服务，探索实施市县联动、内部
流转、部门协同审批模式，为企业设
立准营办理完成了全部的审批事项，
让更多的企业享受到“医疗机构一
件事”的政策红利。8个部门16个
科室审管联动、集成服务，探索实施
市县联动、内部流转、部门协同审批
模式，为企业设立准营办理完成了
全部的审批事项，一个月内实现11
证连发。本次业务通过市县两级跨
层级、跨部门联合审批服务，实现了
法人登记、医疗机构执业登记、医
师、护士执业变更等一揽子政务服
务事项“一口受理、一口出证、集成办
理”，是泰安市首个“医疗机构一件
事”高效办成典型案例，为推动全市
医疗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着一身汉服，逛一逛岱庙，
在不同院落品琴棋书画，赏葫
芦雕刻、皮影、木版年画，观武
术、捶拓、插花……4月27日上
午，泰山东岳庙会在岱庙文化
广场启幕，现场人头攒动，热闹
非凡。

本届庙会分为两大区域，
岱庙园区内主要包括文化市
集、非遗文创市集、茶艺表演、
武术表演等特色活动；岱北广
场共设200余个展位、近千种
产品，涵盖了游乐、美食、百货
等商贸类活动。庙会将持续至
5月5日。

记者 刘小东/文 陈阳/图

我市在全省率先实现
“医疗机构一件事”集成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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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东碾疃小学内的石碾。 大柏树枝干如虬龙。

4月27日，在岱庙配天门，
一幅幅大气的书法作品吸引了
游客驻足观看、拍照纪念，并交
流对于作品的看法。

据了解，泰山景区联合中
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等单位策划
举办了“翰墨传承 天下泰安—
泰山大字书法双年展”。书法
展以“文物保护 文化传承”为
主题，彰显了书法的书、文双美
之 趣 。 展 览 将 持 续 到 5 月
31日。

记者 刘小东/文 陈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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