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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窦浩智

  通讯员 王圣全 张永健

  今年以来，高密市依托诺贝尔文学奖获
得者莫言家乡、红高粱文化发源地等传统文
化优势，充分发挥人大代表职能，设立红高
粱文化产业代表联络站，推动文旅深度融
合，为当地文化产业赋能添彩。
  7月13日，红高粱影视城“2025欢乐星
光夜”正式拉开帷幕。7大主题、20多个节目
带领游客开启了一场穿越时空的奇妙之
旅。“多亏了李大勇、张跃鑫等人大代表的
建言，促成了‘欢乐星光夜’的举办，去年
星光夜活动接待游客20多万人次，今年估

计会更加火爆。”红高粱影视城项目负责
人邹帅介绍。
  而在7月15日，18名红高粱文化产业代表
联络站“入站代表”召开“圆桌研讨会”，探讨
高密市文化产业发展方向，展开“头脑风暴”。
这对于代表联络站来讲，已成为工作常态。
“入站代表”通过调研，先后提出了“深入挖掘
本地文化资源”“加强文化产品创新”等建议，
人大代表王国梁积极推动红高粱小镇打造为
国家4A级景区，红高粱小镇入选山东省文旅
融合高质量发展重点项目，为文旅融合发展
夯实了基础。
  “目前，在高密市人大常委会的监督支
持下，我们正在推动历史文化与乡村旅游的

融合，依托刘墉清爱园、晏子文化馆、刘连仁
纪念馆等，深入挖掘历史名人文化元素，以
动态展演等形式让游客可触可感，打造文化
研学式的旅游业态。”高密市文旅局局长于
义说。
  高密市有丰富的非遗资源。围绕拓展
本地非遗代表性项目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代表们还提出了创新非遗代表性作品、开
展非遗体验活动等建议。在代表建议的推
动下，红高粱影视城等景区推出了“九儿
剪纸”“斗酒”等十多个演艺项目，特别是
高密炉包与茂腔“混搭”的节目，因其个性
鲜明，吸引了众多网红前来打卡。同时，该
市还深入挖掘红高粱文化内涵，开发“三

十里红”“虎游纪”等300余项衍生品，推动
“红高粱”文创市集成功入选山东省首批
“好客山东”文旅市集，进一步提升了文化
产业全链条价值。
  近年来，红高粱文化产业代表联络站聚
焦人民群众对高品质文化生活的新期待，组
织人大代表提出42件文化类建议，其中3件
建议纳入重点督办建议。督促文旅部门创新
文化产品服务供给新模式，举办“福到万家”
文化下乡、公益电影放映、“全民展风采”文
体才艺展演等系列活动。根据代表建议开展
的“戏曲进乡村”文化下乡、非遗“四进”活
动，分别被高密市政府列入2024年、2025年重
点民生实事项目。

高密市设立“红高粱”代表联络站———

为文化产业赋能添彩

　　本报讯 （记者 隋炜凤）一
张薄薄的宣纸，覆在古代砖瓦上，
再用蘸墨汁的拓包轻轻扑打，传
拓人仿佛穿越时空，与古人完成
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7月19日，
“声流金石 纸落云烟”传拓体验
暨传统晒书活动在潍坊市图书馆
举行，吸引了众多市民带孩子前
来“打卡”。
　　活动现场，金石文化研究者
马兴建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向大家
讲解、示范了勘测、上纸、上墨、揭
纸、保存等传拓技法和步骤，带大
家走进碑帖拓片的世界。在传拓
老师指导下，大家屏息凝神，铺纸、

喷水、棕刷轻扫、拓包蘸墨、均匀
扑打……随着墨色在宣纸上叠
加，砖瓦及石碑上的古文字清晰
地呈现在眼前。随后是“晒技艺、晒
成果”环节，大家将自己制作的拓
片铺平，在印有自己名字的展签
上写下作品名称。据悉，这些作品
将与市图书馆精心挑选的馆藏珍
贵碑帖拓片、金石典籍一同陈列，
作为今年晒书活动的重要内容向
市民展出。这场活动旨在让大家
了解碑帖拓片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中的独特作用，并深入挖掘传
承弘扬碑帖拓片制作技法，不断
擦亮潍坊“金石之都”城市名片。

“声流金石 纸落云烟”

传拓体验暨晒书活动举行

　　本报讯 （记者 王瑗）7月
15日，潍坊市总工会一行到山东
港口渤海湾港潍坊港区调研职工
创新创效工作，并为“渤海湾港职
工创新创效服务基地”揭牌。
　　近年来，山东港口渤海湾港
以群众性创新创效管理为抓手，
通过创新创效平台建设、市场化
激励、多维度创新保障，构建起职
工创新创效“1112”工作体系，形
成“党委领导、行政支持、工会牵
头、多部门协作、职工广泛参与”
的工作格局，衍生组织运行机制、
动力机制、成果转化机制、传导机
制、协调机制、保障机制等6项群
众性创新创效耦合机制，扎实推
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
合。渤海湾港广大职工在工匠培
育、技能提升、“五小”创新等领域

成绩亮眼。
　　今年5月，渤海湾港荣获“山
东省五一劳动奖状”，渤海湾港职
工创新创效管理加速提升以全员
创新为内核的新质生产力，强化
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建立起人才、
创新、激励、转化四位一体创新
链，让创新链和产业链无缝对接，
使创新真正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
核心引擎。
　　以“渤海湾港职工创新创效
服务基地”揭牌为契机，渤海湾港
将不断推动人人创新、时时创新、
处处创新，着力加强思想政治建
设，构建技能形成体系，搭建创新
创效舞台，让产业工人建功立业
平台更加广阔，全力打造“有理想
守信念、懂技术会创新、敢担当讲
奉献”的产业工人队伍。

山东港口渤海湾港职工

创新创效服务基地揭牌

□本报记者 隋炜凤 文/图

　　位于诸城市贾悦镇的锡山，又叫锡山
子，是一座自东向西承接沂蒙山脉的小山，
虽然海拔只有160米，却是当地最高的山，相
传此山因产锡而得名。如今，山上刺槐、松柏
郁郁葱葱，登上山顶极目远望，群山环绕，风
景如画，滨海诸莒县抗日烈士纪念塔就矗立
在锡山的绿树花丛间。
　　从山下沿着台阶一路向上，就来到滨海
诸莒县抗日烈士纪念塔前。烈士纪念塔高
4.17米，塔身及塔座为石灰岩砌成，呈六面
形。塔身面南背北，正面镌刻醒目文字：“滨
海诸莒县抗日烈士纪念塔、1945年7月7日
建、诸莒县党政军民同建”。
　　纪念塔西南面刻着中共诸莒边县委的
挽词：“是英雄是战士革命功绩堪称壮烈，为
人民为阶级艰苦奋斗永留遗范”；西北面刻
着县政府的挽词：“英雄事迹永垂千古，民族
浩气万古常存”；东南面刻着县各救会的挽
词：“战功卓著，根据地依作屏藩，至今德在
诸莒，名扬滨海，噩报传来老百姓如丧考妣，
霎时风寒语乱，云暗锡山”；东北面刻着诸莒
独立营全体指战员的挽词：“用敌人的血肉
偿还这海样的深仇”。
　　纪念塔背面上方镌刻碑文：“烈士们是

安眠了，你们的英名是永垂不朽的，你们为
了民族的解放，为了革命事业的艰巨任务，
与日寇作了无情的斗争……烈士们静息吧，
我们继承着遗志把这革命的伟业完成”；下
方刻着50名革命先烈的英名。纪念塔周围环
绕着松柏、刺槐、桃树、杏树等。

　　今年清明节期间，贾悦镇为纪念塔做了
标识牌并举行了揭牌仪式，鲜红的绸布缓缓
落下，金色的“滨海诸莒县抗日烈士纪念塔”
铜牌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这座烈士纪念塔的背后，是一群革命先
辈的热血故事。抗战时期，诸莒边县的辖区包

括现在诸城、沂水、莒县、安丘的部分村庄。当
时，这里有一支英雄的队伍——— 诸莒独立营。
　　1944年2月的一个夜晚，盘踞在贾悦镇
宋戈庄的400多名日伪军，突然偷袭夏家营
子村。次日拂晓，日伪军兵分两路，实行南北
分进合击。中共诸莒边县委得知消息后，立
即作了战斗部署。县委书记于应龙带领县大
队一中队100多名战士，插入夏家营子与宋
戈庄之间，切断敌人后路；县长王东年率领
二中队增援。双方在锡山展开激战，战斗持
续2个多小时，击毙日伪军40多人。
　　在以后的多次战役中，诸莒独立营先后
牺牲了29名战士，都安葬在锡山。1945年，为
寄托对烈士的哀思，继承先烈的遗志，诸莒
边县委决定建一座纪念塔，同时把本县在外
地牺牲的21名战士一并合葬，塔址选在锡山
峰顶。烈士纪念塔于1945年春筹建，7月7日
竣工。
　　新中国成立后，诸城当地十分重视滨海
诸莒县抗日烈士纪念塔的修缮工作，曾多次
拨专款进行维修，添护栏、植松树、修石阶、
通公路，美化周围环境。1979年，滨海诸莒县
抗日烈士纪念塔被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1998年被列为诸城市四大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之一，1999年被公布为潍坊市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
　　烈士纪念塔自建成后，每年都有周围的
群众自发上山瞻仰先烈，当地的学校每逢清
明节组织师生前往扫墓。纪念塔已成为爱国
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成为宣传革命理想、
信念的重要载体。

英雄洒热血 立塔慰英魂

滨海诸莒县抗日烈士纪念塔。

奎文：“四维聚力”破解城市更新密码

  7月19日，坊子队与峡山队的比赛中，双方队员在拼抢。这场比赛经过90分钟激战，坊子队在主场以4：0战胜峡山队。7月
19日、20日，“V超”比赛战火重燃，在第一轮剩余七场比赛中，各县市区队凭借各自实力角逐绿茵场，为潍坊市民送上一场
精彩的足球盛宴，燃爆周末激情。                             记者 王晓光 摄

““VV超超””七七场场比比赛赛燃燃爆爆周周末末激激情情

　　7月是高温中暑的高发月份。老
年人、儿童、慢性病患者、户外作业
人员为中暑的高发人群。了解中暑
常识、做好防暑降温十分重要。对
此，记者联系到山东第二医科大学
附 属 医 院 急 诊 科 副 主 任 医 师 潘
林林。
　　潘林林表示，近日高温中暑频
发，中暑后轻则表现为头痛、头晕、
口渴、多汗、四肢无力发酸等症状，
重则可引起热射病，而热射病是最
严重的中暑类型，高温环境下身体
产热远超散热，导致核心体温骤升，
引发多器官衰竭，死亡率极高。如果
遇到热射病，首先要脱离高温环境，
热射病急救的关键是在30分钟内开
始降温，之后要进行输液、气道保护
等。需要注意的是，现场急救后，即
使症状缓解也必须送医。热射病急
救的关键是快速识别、快速降温、快
速送医。总的来说，高温天气下要尽
量避免室外活动，尤其是在上午10点
至下午5点的高温时段。此外，要合理
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并关注天气预
报和高温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暑
降温准备。
  记者 王路欣 通讯员 郑丽
 整理

如何做好防暑降温？

医生来支招

　　本报讯 （记者 张耀中）7
月18日，奎文区中小企业融资服
务中心揭牌暨“金融服务专员”聘
任仪式在奎文区政务服务中心举
行，助推金融“活水”精准触达中
小企业。
　　奎文区作为中心城区，楼宇
经济和商贸商务发达，中小微企
业众多，拥有各类市场主体10.7万
家，每年新增企业主体6000余家，
金融服务需求旺盛。为有效汇聚
金融资源力量，拓宽银企对接渠
道，提升金融服务的便利性、可得
性，奎文区金融协会按照“政府牵
头、协会组织、金融机构参与”的
工作思路，投资10万元创新打造

全市首家中小企业融资服务中
心。目前，第一批轮值参与的金融
机构有17家，包括15家银行机构
和2家证券机构。同时，结合银行
机构对全区经济发展贡献情况以
及银行机构自身意愿，从全区24
家银行机构中优先选取工商银
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
行、兴业银行、光大银行、潍坊银
行、潍坊农商银行等8家银行机构
作为首批选派工作人员，到各街
道经发办挂职“金融服务专员”的
单位，通过深入摸排企业融资需
求、高效对接企业、精准匹配差异
化信贷产品，实现金融服务提质
增效。

奎文区中小微企业

融资服务“出新招”

　　本报讯 （记者 付东升）7
月15日，随着最后一场比赛结束，
为期2天的“中国体育彩票”2025
年潍坊市沙滩排球锦标赛在昌邑
市收官。
　　本次比赛由市体育局、市教
育局主办，昌邑市教育和体育局、
昌邑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承办。
来自奎文、寿光等6个县市区的21
支队伍、百余名选手，在沙滩上用

汗水与激情诠释了运动活力，展
现了对沙滩排球运动的热爱与
执着。
　　经过两天的激烈角逐，奎文、
寿光、临朐代表队分获男子甲组
前三名；寿光、安丘、昌邑代表队
分获男子乙组前三名；寿光、高
密、奎文代表队分获女子甲组前
三名；寿光、昌邑、临朐代表队分
获女子乙组前三名。

2025年潍坊市

沙滩排球锦标赛落幕

（上接1版）
　　“我们通过自主知识产权的
酶库、基因操作元件、编辑技术、
底盘微生物等合成生物学平台
资源，以微生物菌种诱变、高通
量筛选、基因编辑等手段对工程
菌进行改造，打通从实验室到产
业化的‘最后一公里’，聚力打造
现代微生物细胞工厂。”山东尧
王制药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聂
国家自豪地表示，目前，公司在
生物医用原料、营养强化剂、保
健品原料、医美原料等方向实现
了多项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成功
入选山东省2025年度第一批创
新型中小企业，其研发中心布局

四大技术平台，正加大力度引才
育才，让创新成果高效转化为市
场竞争力。
　　高质量发展的澎湃活力离
不开青州市创新驱动战略的强
大支撑。青州市以全方位、精细
化的服务，完善“选种、育苗、培
优”全周期培育体系，同时引导
各创新型中小企业聚焦主业、强
化创新，推动创建高能级创新平
台，不断增强中小企业核心竞争
力。截至目前，青州市已培育认
定山东省创新型中小企业28 2
家、山东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173家，成为青州工业实现跃升
的活力之源。

（上接1版）更为难得的是，他们善于将
“攻坚成果”进一步转化为“示范效应”。
积极推动人民医院片区等6个项目成功
入选省城市更新重点项目，潍坊现代农
副产品智慧物流园更是成功跻身全省首
批典型案例。这种“破解一个难点、落地
多类项目、形成一批示范”的高效闭环工
作模式，让城市更新工作从以往的“被动
推进”，转变为如今的“主动领跑”，极大
地激发了城市更新的内生动力与发展
活力。

　　精雕细琢：以高品质特色擦亮

城市名片

　　“更新不是复制，而是让城市更有
辨识度。”奎文分局在城市品质提升方
面始终坚持“细节为王”的原则，创新开

辟“要素统筹+特色植入”的发展路径，
致力于让每个城市更新项目都能成为
彰显奎文独特气质与魅力的“精品之
作”。
　　在方案审查阶段，业务科室严格把控
天际线、开敞空间、建筑色彩等核心要素，
巧妙地将潍坊特色建筑构件、文化符号融
入到现代建筑设计之中，有效避免了“千
城一面”的城市建设通病。例如：在虞河
颂、东风里等项目建设过程中，通过对建
筑材质选用与形态设计的精细化处理，使
建筑不仅能够完美满足现代功能需求，还
能巧妙地暗藏地域文化密码，彰显出浓郁
的地方特色与文化底蕴。同时，立足“全域

品质”的宏观视角，设计人员高起点、高标
准编制生活圈、地下空间等专项规划，让
“15分钟便民生活圈”“绿色生态廊道”等
先进理念真正在奎文区落地生根、开花结
果。这种“宏观统筹+微观雕琢”的组合拳
式工作方法，让城市更新工作既有光鲜亮
丽的“面子”，更有丰富充实的“里子”，全
方位提升了城市的品质与形象。

　　文脉共生：以活态化传承留住

城市记忆

　　“更新不是‘推倒重来’，而是让厚重
的历史与现代建筑对话。”奎文分局在全

力推进城市更新工作时，始终将文脉传承
视为城市发展的底线与根基，创新建立
“清单保护+盘活利用”机制，努力让老建
筑能够“讲述历史故事”，让历史街区焕发
新活力。
　　他们严格遵循“先保护、后更新”的
基本原则 ，对于拟进行城市更新的区
域，首先开展全面细致的历史建筑调查
评估工作，明确列出需要重点保护的建
筑清单，对于未完成评估工作的区域，
坚决不启动更新程序。截至2024年底，他
们成功完成53处历史建筑的申报工作，
积极推进山东潍坊新华印刷厂历史文化
街区的申报工作；同时，着手对潍柴老

厂区进行盘活利用，努力将这片珍贵的
工业遗产打造成独具魅力的“城市会客
厅”。这种“保护为先、盘活为要”的发展
理念，让城市在更新发展的进程中，成
功留住历史的“根”与文化的“魂”，实现
了城市历史文化传承与现代建设发展的
和谐共生。
　　四维联动，共谱城市更新新篇。从
高起点的规划设计，到高效率的执行攻
坚，再到高品质的特色塑造，以及对文
脉传承的坚守，奎文分局的“四维聚力·
焕新共赢”工作法，本质上是一场深入
践行“系统思维”的成功实践。它既立足
当下，切实破解在城市更新过程中面临

的各种难题，又着眼长远，精心守护城
市的历史文脉；既追求城市更新速度与
工作效率 ，更坚守品质标准与地方特
色。这套工作方法的可贵之处在于，它
并非仅依赖特殊政策的支持，而是通过
机制创新、理念升级，实现了城市更新
工作的“可持续、可借鉴、可复制”发展
目标。
　　对于其他城市而言，奎文区的成功
经验有力地证明：城市更新虽然没有固
定不变的模板，但却有着共通的内在逻
辑。唯有精准把握城市发展的脉搏，充
分尊重城市的历史肌理，始终聚焦人民
群众的实际需求，才能让每一次城市更
新行动，都成为城市向着更加美好未来
稳步前行的坚实脚步，同步实现城市的
高质量发展与人民生活品质的全面
提升。

■科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