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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

本报 6月 20 日讯（记者 杨文
洁）近日，2024年度市管社会团体和
民办非企业单位年报工作告一段落。
记者从市民政局了解到，截至目前，我
市共注册登记社会组织3790家，其
中，社会团体1529家，民办非企业单
位2246家，基金会15家。近年来，我
市认真贯彻落实山东民政事业高质量
发展“1261”行动计划，不断推动社会
组织制度创新，加强监管执法力度，加
快品牌建设，促进社会组织作用发挥，
在助力现代化强市建设和社会治理
中，积极贡献社会组织力量。

我市先后印发《关于规范登记管
理推动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
见》，厘清民政与审批、业务主管及行
业管理等部门的职责边界，落实双重

管理体制，强化行业管理部门职责；出
台《关于加强全市行业基层党建工作
的通知》，构建起以行业为特征，以“属
业”为主、“属地”为辅的社会组织党建
管理体系，实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行
业归口管理；制定社会组织成立、换
届、负责人任职等方面的办法，健全社
会组织重大事项备案等各项管理制
度，规范社会组织行为。市级建立泰
安市社会组织管理工作联席会议制
度，明确了各成员单位的职责分工，压
实各方责任。民政联合网信、财政、公
安、金融和市场监管等部门建立综合
执法、资金监管、舆情监测等联动协调
机制，通过信息共享、联合执法、案件
移送等方式，形成部门协调、齐抓共管
的社会组织监管合力。

市民政局以制度建设、内部治
理、业务活动为重点，落实业务主管
单位职责，通过开展年报、“双随机、
一公开”抽查、专项检查，不断强化日
常管理；同时，常态化开展打击非法
社会组织、清理“僵尸型”社会组织、
整顿行业协会商会乱收费等专项整
治工作。去年，全市累计减免降低收
费 967 万元，处置非法社会组织 13
家，清理“僵尸型”社会组织73家，督
促整改79家。

我市连续开展品牌社会组织和品
牌公益项目推选活动，围绕品牌评价
体系开展系统化、专业化培训，帮助社
会组织进一步增强品牌意识，完善品
牌培育体系。近年来，我市围绕“新型
工业化强市建设”，打造“强市同行”服

务品牌，积极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特别
是产业链协会（商会）的作用，带动会
员企业，服务经济发展，各行业协会商
会累计参与招商引资项目482个；围
绕乡村振兴，打造“振兴有我”服务品
牌，全市社会组织累计组织实施参与
项目700余个；围绕助力高校就业服
务工作，全市社会组织累计开展各类
就业服务活动616场；围绕基层治理，
我市打造“邻里守望”服务品牌，发挥

“家门口”社会组织的作用，全市社区
社会组织已达1万余家，各组织广泛
开展慈善、文化、体育、科技、健康等方
面公益活动，以喜闻乐见的形式提升
群众生活品质，吸引越来越多的社会
公众参与进来，成为社会治理和社会
服务的有生力量。

规范、服务同行，引领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

我市注册登记社会组织达3790家

本报 6月 20 日讯（记者 刘小
东）“快看！机器人！”18日，泰山红门
登山道上传出阵阵惊呼。一款银白色
人形机器人正稳步攀登石阶，遇到驻
足围观的游客时，它会主动挥动手臂
打招呼，甚至伸出机械手与游客“握
手”。这正是业界首个挑战泰山复杂
地形的人形机器人——“行者泰山”在
泰山的首秀测试。

在测试团队紧张的注视下，“行者
泰山”展现出灵活的运动性能和对复
杂地形的适应能力：面对14厘米至20
厘米高低不同的石阶，它能灵活调整
步伐；行至鹅卵石路段，它能通过关节
扭转保持平衡，稳步前行。

这款机器人由山东优宝特智能机
器人有限公司研发。该公司核心团队
汇聚了来自山东大学、中国科学院自
动化研究所等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
专业人才，拥有50多项核心专利，研
发实力强劲。目前，其产品已广泛应
用于巡检、安防、应急救援、科研教学
等领域，在行业内颇具影响力。

据山东优宝特智能机器人有限公
司董事长范永介绍，公司自2014年成
立以来，一直专注于四足机器人的开
发。经过十余年腿足式机器人的技术
积累，2024年初，他们利用不到两个
月的时间开发出山东省第一台人形机
器人“行者泰山”R1，而本次亮相的

“行者泰山”E1则是今年春节后开始
研发的小型人形机器人。“将其命名为

‘行者泰山’，一方面寓意着其与‘孙行
者’一样，实现了从四足爬行到双足直
立行走的进化；另一方面也代表着我
们的决心如泰山一般，我们将继续深
耕人形机器人领域，打造山东科技新
名片，为机器人产业发展贡献更多力

量。”范永说。
据介绍，此次到泰山测试，主要目

的是检验机器人对复杂地形的适应能
力。“泰山地形复杂，涵盖鹅卵石路、坡
路、不同高度的台阶。这次测试基本
达到预期，‘行者泰山’能够较好地适
应各类地形。”范永表示，测试中也暴
露出一些问题，例如机器人脚底板因

材质问题出现打滑现象，团队临时为
其穿上布鞋继续进行测试。后续，公
司将针对机器人脚底板材质等方面进
行改进，并优化算法，再次前往泰山进
行测试。

测试过程并非一帆风顺。针对网
上热议的“机器人爬泰山时被担架抬
走”一事，范永表示，“这是测试过程中
的正常现象，测试本身就是为了发现
并解决问题，机器人需要适应地形，摔
倒后被抬下去检修，之后继续攀爬，这
都是测试中可能出现的情况。”

对于网友提出希望机器人未来能
在爬山时帮忙背包等期待，范永表示，
未来这些都有可能成为现实。此次泰
山实地测试是“行者泰山”研发进程中
的关键拉练，这款机器人未来将主要
应用于商业接待、工厂搬运和分拣、高
校科研教学平台等领域，而长期目标
则是进入家庭，帮助人们完成家务等
体力劳动。“人形机器人代表机器人领
域的最高水平，技术难度极大，技术成
熟和广泛的场景应用还需要一定时
间。”范永说。

伴随着鞋底与石阶摩擦的嘎吱
声，从与游客友好互动，到征服崎岖山
道，“行者泰山”在泰山上留下一个个
坚实印记。未来，升级版“行者泰山”
将重返泰山，在五岳之首的见证下，继
续向实用化目标攀登。

山东制造人形机器人挑战泰山复杂地形

“行者泰山”首秀泰山

■机器人向游客打招呼。 山东优宝特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供图

降雨过后，6月20日清晨的
泰山，出现壮美云海景观，云雾翻
腾，如梦似幻，宛若人间仙境。

泰山以其雄伟壮丽的自然风
光和深厚的文化底蕴闻名于世，
而雨后云海更为泰山增添了几分
神秘与浪漫。站在岱顶四望，云
海一望无际，唯余几座峰尖如仙
岛浮沉，一幅巨型水墨画卷在天
地间铺展。山风吹过，云雾瞬息
万变，或聚或散，姿态万千。作为
泰山独特的自然景观，云海通常
在雨后或高湿度天气出现。此次
云海吸引众了多游客与摄影爱好
者驻足观赏，大家拿出相机、手
机，记录下这难得一见的美景，陶
醉在泰山的壮丽景色之中。

记 者 刘 小 东/文 通 讯
员 刘春莲/图

云海翻涌
气象万千

本报6月20日讯（记者 郑
凯）晚风拂过，肥城市安驾庄镇护
驾院村的李居仓扇着蒲扇、挎着
马扎往文化广场走去，镇里组织
的“一村一场电影”农村公益电影
放映开始了。

一方银幕，一束光影，几排矮
凳，独属于几代人的露天电影以
崭新姿态重回大众视野。放映现
场，白色幕布已经拉开，工作人员
认真检查线路、调试着高清放映
设备，村民也早已围坐在一起，轻
声聊着天。随着银幕亮起，红色
电影《地道战》的精彩画面吸引了
大家的目光，现场气氛热烈而
温馨。

“虽然有电脑有手机，但还是
觉得这种露天电影最好，饭后大
家围坐在一起，共同回味童年时
光。”护驾院村村民尉春燕感
慨道。

近年来，为活跃乡村文化生
活，切实满足群众多样化的精神
文化需求，安驾庄镇每年都开展

数百场公益电影放映活动，影片
类型丰富，涵盖战争片、故事片及
科教片，其中穿插农业知识、反诈
宣传、交通安全、移风易俗等主题
科普短片，以寓教于乐的方式传
递实用信息，最终把“文化夜生
活”变成“惠民大课堂”。

村民边看电影，边唠家常。
小小的屏幕，既增进了邻里情谊，
又为群众送上文化盛宴，以润物
细无声的方式推动移风易俗落地
生根，为培育文明乡风、助力乡村
振兴注入了新动能，文化广场也
成了乡村夜晚的“文化圆心”。

截至目前，安驾庄镇公益电
影放映已覆盖全镇71个村，累计
放映800余场次。安驾庄镇将坚
守“文化惠民”初心，持续深化“文
化+治理”模式，将电影“小屏幕”
打造成面向群众的宣传思想文化
阵地，推动文化惠民工程与乡村
振兴同频共振，用光影为乡村夜
晚增添“烟火气”，为文明乡风注
入新活力。

公益电影点亮乡村夜生活

■村民围坐在一起，观看公益电影。 通讯员供图

本报6月20日讯（记者 李
皓若）“强军路上，我们不做旁观
者”“青年有力量，国防有力量，国
家有底气”……今天，在“爱我国
防”泰安市第九届主题演讲大赛
现场，学生组、职工组的47组参
赛选手情感真挚，讲述着一个个
动人的国防故事。

大学生选手深情讲述喀喇昆
仑高原上戍边英雄的故事；军士
生翻开泛黄的《红军日记》，细数
强军路上的奋进历程；退伍军人
以亲身经历诉说“若有战，召必
回”的责任担当；青年选手哽咽追
忆革命先辈抛头颅、洒热血的壮
烈事迹。这些讲述让国防的意义
越发清晰：国防从来不是遥不可
及的概念，而是万家灯火背后的
无声守护，是每个中国人血脉中
流淌的责任与担当。

以青春之名，赴国防之约。
来自泰山职业技术学院的定向
培养军士生李思乐、李金科、刘
舒颜凭借《青春与迷彩共舞 强
军与时代同行》荣获学生组一等
奖。清晨的队列训练、夜间的战
术研讨、烈日下的体能考核……
他们的青春是“迷彩色”的。“这
些经历让我明白，青春不只有诗
和远方，更有战位与担当。作为
强军事业的‘准战士’，我们有义
务用声音传递国防力量，让更多
人听见新时代青年的强军誓言。”
李思乐说。

来自东平县融媒体中心的刘
千禧荣获职工组一等奖，她以《一
支钢笔》为题的演讲打动全场：

“在抗美援朝时期，一位战地记者
用他的那只钢笔记录了志愿军的
许多英勇事迹，如今我也成了一
名新闻工作者，我将握好手中的
钢笔，记录下新时代的英雄事迹，
记录真相，传递力量。”

此次大赛由市委宣传部、市
委市直机关工委、市总工会、团市
委、泰安日报社、市教育局（市委
教育工委）、市国资委、泰安军分
区政治工作处联合举办，以“爱我
国防”为主题，助力广大干部职工
和高校学生了解国防知识、掌握
国防技能、培塑国防观念。活动
自4月份开展以来，各级各单位
和各驻泰高校精心组织、广泛发
动。经评委综合评定，大赛最终
评选出一等奖4个、二等奖6个、
三等奖11个。

红色基因代代传，国防教育
入人心。近年来，我市不断创新
国防教育形式，群众性国防教育
系列活动掀起国防教育热潮；国
防教育宣讲团走进校园、社区，讲
述感人至深的国防故事；中小学
国防知识竞赛让强国强军梦想根
植于孩子的内心。随着此次比赛
落幕，“爱我国防”的种子悄然播
撒，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
防、保卫国防的氛围在这片热土
愈加浓厚。

“爱我国防”泰安市第九届主题演讲大赛举办

青春誓言铿锵 国防情怀激荡

■演讲大赛现场。 记者 陈阳 摄

非遗技艺编织乡村共富图景
（上接01版）又多了席花扇面的扇子，
在增加款式的基础上，整根小麦秸秆
也可以完全利用起来。”张蓉蓉自豪
地说。

“家门口”的“麦香经济”
扇动万家生计

在张蓉蓉家的院子里，几位妇女
聚在一起，编网、穿片、编扇把、掐辫
子、剪形……各自忙着手里的工序。

“我从蓉蓉一开始做麦秆扇就跟着
她，有时间就来做计时的活，没时间
就领活回家做计件工作。不仅能照
顾家里，每个月还能挣2000元左右

补贴家用，比打零工灵活轻快。”今年
62岁的和西兰说到如今的工作，眼里
是掩饰不住的笑意。

近年来，随着订单的增多，张蓉
蓉采取“派单生产+集中加工+散户
零工”相结合的方式，吸纳更多妇女
利用传统的“掐辫子”手艺开展附加
值更高、市场更广阔、生产更规模化
的麦秆扇编织工作，为农闲时期和照
顾家庭的妇女拓宽就业渠道。现在
到新泰市双宇工艺品加工厂从事麦
秸扇加工的工人有300多人，羊流镇
及附近乡镇与工厂签订来料加工协
议的有1万余人，越来越多的村民通

过麦秆扇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过去我们村里收入来源比较单

一，在张蓉蓉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
农村中老年妇女有了一技之长，麦秆
扇不仅成为我们村的一张名片，也解
决了村里大约80%闲散女性劳动力
的就业问题，成为我们村的致富产
业。”羊流镇三洼村党支部书记和法
刚自豪地说。

为了带动更多人实现居家就业、
增收致富，双宇工艺品加工厂秉持

“培训一人、就业一人、带动一片”的
原则，建立“工厂+互联网+非遗代表
性传承人+农户”的模式，在羊流镇、

西张庄镇、果都镇等地设立代工点和
销售点11个，利用淘宝、抖音、快手
等电商新媒体平台进行宣传销售，产
品供不应求，远销日本、韩国等国家
和地区。2024年，双宇工艺品加工
厂共销售麦秆扇40余万把，年产值
400万余元。

一根麦秸秆在指尖跃动间，变身
为承载着文化记忆与市场活力的致
富“金钥匙”。这丝丝麦香浸润的，不
再仅仅是童年的夏夜，更是千家万户
增收致富的喜悦。麦秆扇轻摇，扇动
的不只是清凉，更是田野上蓬勃兴起
的金色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