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 1 月 22 日讯（记 者 张
芮 实习记者 张智凯）金蛇纳福
贺新春，万家欢腾过大年。22日上
午，2025年山东（泰安）非物质文化
遗产月暨欢欢乐乐过大年·新春艺
术季活动启动仪式在泰安市文化艺
术中心举办。活动以“欢欢乐乐过
大年”“非遗贺新春”为主题，在全市
范围内策划开展一系列节日文化活
动，让市民群众走上文化舞台，游在
泰安、乐在泰安。

充满传统吉祥寓意的醒狮点睛
开启了2025年山东（泰安）非物质文
化遗产月暨欢欢乐乐过大年·新春
艺术季活动的序幕。“快看，广场上
的舞龙舞成一片海了。”一大早，泰
安市文化艺术中心广场上人头攒
动。山东梆子的戏曲演员们身着色

彩鲜艳的戏服正在展演，身穿各种
传统服饰的踩高跷、划旱船让人目
不暇接，整齐划一的舞龙舞出了“精
气神”……各式各样的非遗项目及
民俗文化展演团队分区域进行展
演，舞动的身姿、灵动的跳跃让市民
游客的掌声接连响起，年味十足。

“新春艺术季期间，我们将在
全市范围内开展‘百团贺岁’‘民俗
闹春’‘群众联欢’‘文化大集’四大
板块新春系列活动。”市文化和旅
游局公共服务科工作人员介绍，全
市各级文旅部门紧扣主题、精心策
划，将举办小戏小剧展演、故事队
巡演、春节“村晚”大联欢、非遗赶
大集等活动 1000 多场次，上下联
动、城乡互动，共同奏响文化惠民
的新春乐章。

“百团贺岁”系列活动中，市文
化和旅游局将组织各级优秀群众文
艺团队开展集中展演活动，对涌现
出的小戏小剧、舞蹈、歌曲等优秀文
艺节目进行成果展演，充分展示我
市群众文化取得的丰硕成果；“民俗
闹春”系列活动紧扣除夕、春节等重
要节日节点，结合本地特色文化，广
泛开展舞龙狮、踩高跷等传统民俗
活动，吸引更多群众体验节日民俗；

“群众联欢”系列活动以“村晚”为载
体，组织群众自编、自导、自演，因地
制宜举办“村晚”大联欢，鼓励广大
市民群众登上舞台、共庆新年；“文
化大集”系列活动将深入开展冬春
文化惠民活动，组织文艺演出小分
队、文化志愿服务队、书画爱好者小
分队到乡村传统大集、景区、广场等

人员密集的地方开展书画送福、非
遗展示、文艺展演等一系列文化惠
民活动。

启动仪式当天还举办了新时代
文明实践市集、“非遗泰山 多彩泰
安”非遗文创市集、“迎新春”泰山剪
纸艺术展演、书画送福活动，春节与
泰山平安文化专题讲座以及泰安市

“新生活·新风尚·新年画”美术作品
展览。

本次活动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
厅、中国民俗学会指导，中共泰安市
委宣传部、泰安市泰山文化传承与
高质量发展推进委员会办公室、泰
安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泰安市文
化艺术中心、中共泰山区委宣传部、
泰山区文化和旅游局、岱岳区文化
和旅游局协办。

2025年山东（泰安）非物质文化遗产月暨欢欢乐乐过大年·新春艺术季活动启动

千余场活动伴市民欢乐过大年

启动仪式现场。 记者 陈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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岱岳区深入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

深耕此沃土 立德又树人
□通讯员 李芮 樊思聪 陈逸敏

本报1月22日讯（记者 杨
文洁）20日，记者从市统计局了
解到，2024年以来，全市坚定实
施建筑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
案，加快落实优化市场环境、培育
龙头企业、推进智能建造，深化数
字化转型等政策举措，赋能建筑
业高质量发展。

去年，全市完成建筑业总产
值1548.9亿元，同比增长8.0%，
增速居全省第一位。从生产结构
看，完成建筑工程产值733.6 亿
元，同比增长11.0%，占建筑业总
产值47.4%，完成安装工程产值
780.8亿元，同比增长4.5%，占建
筑业总产值50.4%；其他建筑业
产值34.5亿元，同比增长33.3%；
竣工产值707.1 亿元，同比增长
14.4%，生产结构持续优化。

通过积极推动建筑业品牌化
发展，重点培育“泰安建造”“肥城
建安”和“泰建索道”等知名品牌，
我市不断巩固和扩大品牌的影响
力，使其成为企业市场重要竞争
力来源。去年，我市签订合同额
大幅增长，全市资质以上总承包
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签订合同
额 2409.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3.8%。其中，本年新签合同额
1717.7亿元，同比增长8.2%，上
年结转合同额691.6亿元，同比增
长30.6%。随着品牌优势使企业
从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可以吸
引更多客户和项目，从而实现持
续稳定发展，同时也会促进全市
建筑业不断进行技术创新、管理
创新和人才培养，推动建筑产业
向工业化、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升
级，提升行业整体发展水平和
质量。

聚焦推动建筑业高质量发
展，我市出台了《关于促进建筑业
高质量发展十条措施》《推进建筑

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等
文件，从减负、增效、创优、高质量
发展等方面实施政策举措，引导
企业优化资源配置、增补企业资
质，鼓励开拓省外市场，并通过政
策扶持和资金支持，引导企业融
入长三角一体化、长江经济带、粤
港澳大湾区、京津冀协同发展等
国家重大战略。2024年，全市建
筑业企业在省外完成产值达到
797.9亿元，同比增长9.4%，省外
完成产值持续增长，完成产值前5
位为河北、北京、新疆、内蒙古、山
西，在这5个地区累计完成产值
314.3亿元。

装配式建筑具有建造速度
快、节能环保、质量高等优势，符
合当前绿色低碳发展的趋势。我
市引进和培育龙头企业，从设计、
生产、施工全环节，建立装配式建
筑产业链，同时，出台《泰安市推
广装配式建筑工作导则》，明确将
装配式建筑纳入工程项目审批的
各个环节，并严格把控审批及验
收过程。2024年，我市完成装配
式建筑工程产值23.8亿元，同比
增长39.1%，加快全市建筑业从
传统模式向现代化、智能化方向
转型。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和基础
设施建设持续推进，市场对高效、
绿色、智能化建筑需求不断增
加。政府在科技创新推动建筑业
工业化、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之际，进行建筑工程智能建造试
点，其中，我市3家建筑业企业列
入省级试点，涉及智能设计、生
产、施工等领域，智能建造成为行
业新增长点。同时，企业优化内
部管理流程和人员配置，提升市
场响应速度，并在市场营销、项目
管理和技术创新方面下功夫，
2024年，我市新签智能建造工程
项目合同额12.7亿元，同比增长
190.4%，其中新签运用BIM技术
合 同 额 7.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91.0%。

以稳为基 赋能高质量发展

2024年全市建筑业
总产值1548.9亿元
增速居全省首位

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 为把
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断
引向深入，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
组织编写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学习问答》（以下简称《问答》）一书，
已由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联合
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

《问答》紧跟新时代生态文明建
设实践发展步伐，聚焦理论热点难
点，回应社会关注关切，以问答体的
形式，全面系统、深入浅出展现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
体系、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
求，帮助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加

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更加
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
工作。《问答》共分10个板块、50个
问题，内容丰富、形式新颖，图文并
茂、通俗易懂，是广大党员、干部、群
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的重要辅助读物。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问答》出版发行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

《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

本报1月22日讯（记者 苏
婷）2024年，我市金融总量稳定
增长，信贷投放规模持续攀升，截
至2024年 12月末，全市本外币
贷款余额达5022.73亿元，增长
11.13% ，这 是 继 2023 年 突 破
4000亿元后，首次闯过5000亿
元大关，金融综合实力跃上新
台阶。

市财政局聚焦全市重大战
略、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在政策
保障、服务助力、问题攻坚等方面
持续发力，不断加大信贷投放力
度，引导更多金融资源流向实体
经济，有力保障了全市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

抓实政策产品保障。我市聚
焦做精做细金融“五篇大文章”，
出台“金融要素保障实施方案”

“人才贷”等多个金融靶向政策，
扎实推动房地产“白名单”制度、
小微企业协调机制等金融政策精
准落地，打造“强工贷”“科创贷”

“绿色贷”等特色产品。截至
2024年12月末，科技金融、绿色
金融、普惠金融贷款分别同比增
长44.91%、24.17%、17.91%。

持续做优精准服务。我市建
立“需求征集、产品梳理、现场对
接、跟踪问效”政银企合作闭环模
式，组织开展金融大集、个体工商
户融资服务对接、金融直达基层

“加速跑”等各类政银企对接活动
196次、对接企业1000余家、解

决资金需求近39亿元；健全金融
伙伴机制，深入实施育苗、培优、
夯基、成荫、护林五大工程，为
215家“专精特新”、外贸小微企
业及168个省重大项目、绿色低
碳高质量发展项目等匹配金融伙
伴团队，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
开展省行行长泰安行活动，近40
家省级金融机构负责同志来泰安
调研考察，政金企合作资金突破
千亿元。

强力推进问题解决。我市疏
通信用信息缺失堵点，建设数字
金融大脑企业赋能平台，整合政
务数据、社会数据、互联网数据，
为500余家市场主体提供数据增
信，帮助企业获得资金 85.3 亿
元。同时，我市解决抵质押物缺
乏痛点，开展供应链金融政策解
读会、产品推介会，引导银行机构
加快发展应收账款融资、订单融
资等供应链金融业务，已为118
家核心企业及其1206家上下游
企业，发放供应链融资 59.3 亿
元。在化解转贷续贷难点方面，
1至12月累计为862家企业办理
无还本续贷业务 1059 笔、金额
62.3 亿元，极大减轻了企业“倒
贷、续贷”的压力。同时，我市聚
焦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实行金融
减费让利，督促各驻泰银行降低
企业贷款利率，12月末，全市一
般性贷款加权平均利率4.12%，
同比下降0.17个百分点。

泰安市贷款余额
首次突破5000亿元大关

成功创建全省首批、全市唯一的
国家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第二批省
级学前教育游戏活动实验区；

新增5所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
色学校，2节课例被评为部级基础教
育精品课，4所学校被提名为省“一校
一品”党建品牌示范学校；

《“多元·融汇·共生”，为校家社
协同育人赋能》典型案例入选省教育
厅综合改革和制度创新十大典型
案例。

……
教育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

基。2024年，岱岳区立德树人工作
交出一份亮眼成绩单。过去一年，岱
岳区教体局紧扣年度工作目标，以促
进公平和提高质量为主题，以推进高
质量教育为主线，强化教育统筹，深
化教育综合改革，全面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扎实推进岱岳教体优质均
衡向纵深发展。

深耕教育基本保障
加快教育环境提档优化

近年来，岱岳区坚持把教育摆在
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通过加大教育
投入力度，完善教育基础设施建设，不
断改善办学条件，优化教育资源配置，
实现让孩子们从“有学上”到“上好学”
的转变。

岱岳区已全面实现“光纤到校园、
千兆到桌面、网络全覆盖”，办学条件
大幅改善。全区新建幼儿园3处，均
已完成主体建设；改扩建幼儿园1处，
已经投入使用；新增班数27个，新增
学位810个。

岱岳区在持续落实全环境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的过程中，打造“中央之
美·立德树人”德育品牌，完善中小学
德育体系建设。在泰安市普通中小学
规范管理暨劳动教育现场观摩活动
中，岱岳区作为典型发言，从强化顶层

设计、多元化协同育人、注重特色发
展、强化督查考核等方面汇报了岱岳
区规范办学工作情况。

2024年以来，岱岳区各教育集团
核心校，充分发挥教研引导的示范带
动作用，开展学科教研148次、新课改
交流研讨81次、主题教育82次、示范
课115次、省级公开课65次，促进教
师共同成长。岱岳区积极落实“双减”
政策，每月对不低于全区20%的学校
进行教辅材料征订“四不两直”抽查，
岱岳区实现对全区中小学校检查的全
覆盖。此外，岱岳区还出台阳光招生
方案，设立线下报名入学“一站式”服
务点96个，累计减少提交证明材料
49761份。

深耕立德育人质量
促进立德树人落细落实

学前教育凸显普惠底色。2024
年1月，岱岳区正式被教育部认定为

“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成为山东省
首批、泰安市唯一创建的县（市、区）；5
月，岱岳区成功入选省级学前教育游
戏活动实验区；举办学前教育普及普
惠高质量发展展示活动，全方位展示
岱岳区学前教育发展成果。

义务教育更加优质均衡。岱岳区
全面推进乡村教育振兴实验区建设，
召开全省首批“乡村教育振兴”实验区
建设暨“教育强镇筑基”工作推进会
议，落实全省乡村教育振兴实验区建
设工作要求。

截至目前，岱岳区11所乡村学校
被评为省市级乡村温馨校园建设典型
案例学校。

积极探索校家社协同育人实践。
岱岳区召开家庭教育专题研讨会，邀
请省家庭教育专家进行现场指导；召
开岱岳区“岳爱暖心”行动启动仪式暨
校家社共育工作推进会议；

赏年画 尝年味
1月22日上午，泰安市“新生

活·新风尚·新年画”美术作品展
览在泰安市文化馆一楼民俗博物
馆开幕。

《蛇舞花间送福来》《喜收幸
福果》《瑞雪兆丰年》……步入展
厅，一幅幅作品色彩斑斓、风格各
异，从热闹的乡村集市，到喜悦的

丰收场景，作品中洋溢着浓浓的
生活气息。此次展览期间，市文
化馆还将同步举行画年画、写

“福”字、展花灯等活动，让广大市
民在浓浓年味中感受年画的
魅力。

展览将持续至2月12日。
记者 张芮/文 陈阳/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