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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月27日下午，记者从“学
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 有力有效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去年
以来，枣庄市统筹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发
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聚焦强村富民，
突出连片打造，“五个振兴”全面推进，

“三农”工作实现整体性、系统性提升。
稳粮保供扎实有力。2023 年全市粮

食播种面积 428.27 万亩，总产量 187.38
万吨，亩均单产437.54公斤，粮食总产和
单产均创历史新高。滕州市国家玉米单产
提升项目示范地块单产每亩 1218.81 公
斤，刷新黄淮海区域纪录。重要农产品供

给充足，蔬菜产量578万吨，肉蛋奶产量
31.02 万吨，水产品产量7.28万吨。种业
创新加快推进，枣庄黑盖猪养殖公司入选
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枣庄孙枝鸡列入国
家地方畜禽遗传资源名录。

片区建设扎实推进。启动实施“双十
百千”工程，认定首批示范片区、衔接推
进区 20 个，覆盖 210 个村、8 万余农户。
新建省市级和美乡村示范村 64 个、美丽
乡村 519 个。改善提升“四好农村路”
735 公里，完成农村清洁取暖改造 8.3 万
户，建成美丽庭院11万户。

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实施农业产业倍

增计划和农产品加工业提升行动，重点培
育滕州马铃薯、峄城石榴、山亭甘薯等10
个优势产业，全市高质高效农业产业链企
业发展到433家、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
业达到 275 家。成功举办 2023 石榴产业
发展大会、中国国际薯业博览会。

脱贫成果持续巩固。全市累计纳入防
返贫监测帮扶对象1205户3262人，均逐一
落实了帮扶措施。创新开展增收帮扶十项
行动，全市脱贫农户人均纯收入达到15895
元，同比增长16.8％、增幅居全省第二位。

农村改革不断深化。农村产权交易市
场规范化建设水平持续提升，累计举办50

余场农村集体资产网络竞拍会，规范处置
集体土地、水塘等闲置资源，累计竞拍农
村集体闲置资源资产 1860 笔，交易额
1.17亿元。我市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
建设工作在农业农村部年度评估中获得

“优秀”等次。
乡村治理效能稳步提升。开展村级党

组织分类推进整体提升三年行动，“跨村
联建”片区党组织 329 个。全市 2210 个
行政村集体经济收入全部达到 10 万元，
其中100万元的村达到232个。推行积分
制、清单制等做法，在 211 个村居开展

“信用＋”试点。 （记者 单成镇）

“五个振兴”齐头并进“三农”工作再上新台阶

作为王楼木版年画的第 11 代传人和
滕州市木版年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几十年来，王振军始终牢记先辈的殷殷嘱
托，将所有精力都倾注在木版年画的学
习、研究和传承上，以精湛的技艺践行着
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

门里出身
执着守护传家手艺

“小时候，家中长辈坐在梧桐树下专
心雕刻的画面，我依然记忆犹新，他们对
这门技艺的执着深深影响了我。要把这门
民间艺术更好地传承下去，一定要耐得住
寂寞、沉得下心，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祖
辈几百年的坚守。”谈起木版年画，王振
军自豪与热爱之情溢于言表。

王楼木版年画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
王振军自幼在祖父王建良、父亲王永震的
熏陶下，对木版年画的制作产生了浓厚的

兴趣。经过数十年的磨炼，从选木、选纸
到雕刻、配色、印刷，几十道工序他烂熟
于心，勾、刻、刷、画、裱的技艺炉火纯
青，成为鲁南一带著名的年画艺人。

制作好一幅年画，要有精湛娴熟的技
术和一气呵成的耐力。王振军常常在工作
室一待就是十几个小时，达到了废寝忘食
的地步。在他的刻刀下，大至外形轮廓、
小至人物脸上的皱纹，线条或遒劲有力或
凌厉峻深、顺畅自然，各种人物形象呼之
欲出，传递着鲁南民间艺术的独特意蕴。

守正创新
赋予木版年画时代内涵

“俺爷爷活着的时候就说，无论什么
时候都不能丢了这门手艺。”从当年的小
学徒到现在的非遗传承人，几十年的风风
雨雨，王振军见证了王楼木版年画的兴
衰，始终不变的是“将这门手艺传承下
去”的信念与承诺。

从20世纪80年代起，王振军便开始
四处搜集先辈留下的刻版，工作之余他经
常外出参加展览，与同行交流、学习，也

让更多人了解来自滕州的木版年画，2013
年，王振军的参展作品荣获中国·台儿庄
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优秀展示奖”，
2014 年，在第二届中国春节旅游产品博
览会上，他的作品《滕州王楼木版年画系
列——福寿禄三星门神、福寿双全、槊刀
门神、乘龙快婿、福寿图》 荣获银奖，
2017 年，作品在第五届中国春节旅游产
品博览会年文化展上荣获金奖。

王振军常说，木版年画就是他的“命”，
为此他愿意倾注一生的心血。在机器印刷
成为主流的当下，如何守正创新让木版年画
焕发新的生命活力，这是始终坚持手工艺制
作的王振军常常思考的问题。为此，他在传
统题材的基础上进行了融合、创新，先后创
作了“中国梦”“廉政文化”“文明城市”等系
列作品，还以湿地红荷、一塔六馆等滕州历
史文化为主题进行创作，在刻刀与木板的碰
撞中展现了鲁南年画的淳朴韵味。

内外兼收
只为木版年画重放异彩
年逾花甲，王振军一边坚持创作，一

边讲述木版年画背后的故事，不遗余力地
为传统艺术鼓与呼。王振军的工作室常年
对外开放，只要有人愿意了解木版年画，
他就热情耐心地讲解。十几年下来，王振
军积累了不少铁杆“粉丝”，其中有大学
教授、普通农民，还有不少年轻人和外国
客商。“年画是老百姓辞旧迎新、祈福平
安的重要载体，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传说、
神话故事。看年画不仅能欣赏艺术，也能
学习不少传统历史文化。”王振军说。

木版年画的传承需要培养一批传承
人，在他的影响和熏陶下，子女、孙辈都
在学习这门传统艺术。同时，他主动打破

“传内不传外”的规矩，免费招收了一批
来自微山、周口、青岛的学生，只要诚心
拜师求艺，他都毫无保留地将木版年画技
艺传授给他们。他还定期走进学校，让现
在的孩子们从小接触年画、了解年画，同
时寻找适合传承这门技艺的好苗子。

“不能丢了这门手艺，要更好地传承
下去！”一辈子的木版年画情缘，几十年
的诚信坚守。在非遗传承的道路上，王振
军不忘初心、脚步铿锵有力。

匠心守护 赓续“非遗”薪火
——记2024年度枣庄好人王振军

本报记者 刘振江

清明临近，枣庄市第四十中学西集
校区开展“网上祭英烈倡导文明祭祀”系
列活动，学生们通过网上祭拜、献花、留
言等方式，感受英烈们的崇高精神。

图为 3 月 27 日，学生在校园信息
科技课上通过网络祭奠英烈。（记者
岳娜 通讯员 周玉龙 沈佳东 摄）

网上祭英烈
倡导文明祭祀

一、节约用水小常识
1.一水多用

（1）淘米水用来洗碗筷，去油污又节
水。

（2）家中预备一个收集废水的大桶，
用废水冲厕所。

（3）洗脸水使用后洗脚，然后冲厕所。
2.洗澡节水

（1）用喷头洗淋浴比盆浴省水，澡盆
洗澡水不要太满。

（2）选择节水型花洒可节水50％以上。
（3）洗淋浴刚开始的冷水用盆接起来

不浪费。
3.洗餐具节水

（1）洗餐具时控制好水流的大小能有
效减少用水量。

（2）洗前先用纸擦去餐具上的油和其
他残留物再清洗.

（3）使用煮菜的水清洗有油污的烹调
工具和餐具更易去除油污。

4.厕所节水
（1）优先选用节水型坐便器。
（2）水箱过大可在水箱里竖放一只装

满水的大可乐瓶，以减少每次的冲水量。
（3）经常检查进、出水口止水橡皮塞，

防止溢流。
5.灌溉节水
灌溉节水是用尽可能少的水投入，取

得尽可能多的农作物产出的一种灌溉模

式，主要有滴灌、喷灌、微灌等。
二、饮水安全小常识
1.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

（1）长时间没用自来水，要先放空水
管里的“死水”。

（2）圈养的牲口远离水龙头。
2.水烧开有水垢是不是饮水不安全？
水烧开后有水垢表明水中硬度比较高，

水质是否达标应以饮用水中总硬度含量是
否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
2006）规定限值作为评价依据。一般情况
下，饮用水中总硬度大于200mg／L时，烧
开后就会出现水垢，但在标准规定限值范围
以内时，不影响人体健康。

三、节约水资源小常识
1.不要小瞧每一滴水
一切生命活动都是起源于水的。人

体内的水分大约占到体重的65％。没有
食物，人估计可以活两个月时间，如果连
水也没有，顶多能活一周左右。

2.水资源现状
地球虽然有约70％的面积被水所覆

盖，但淡水资源却极其有限。中国人均占
有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1／4。
目前，全国600多座城市中有将近400座
城市缺水，其中严重缺水的城市有 40

座。山东省水资源严重短缺，仅占全国水
资源总量的 1.1％，不足全国人均占有量
的1／6，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24。

四、水土保持小常识
1.水土保持目标
预防和治理水土流失，保护和合理利

用水土资源，减轻水、旱、风沙灾害、改善
生态环境，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任
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对破坏水土资源，造
成水土流失的行为进行举报。

2.水土保持措施
包括坡改梯、鱼鳞坑整地、水平阶整

地、修建纵横排水和蓄水设施、营造水土
保持林等。鼓励开展清洁小流域建设，减
少水土流失，保护饮用水源。

五、河湖保护小常识
1.建设省级美丽幸福河湖
首先要有河湖长来负责它，其次还得

有一套完整的制度来管理它，要能够看着
清澈见底的河水、满眼的绿树青草、呼吸
着清新的空气，沿河遛弯遛娃、心旷神怡、
身心愉悦。

2.保护美丽幸福河湖
不要向河流湖泊中乱扔垃圾，看到有

损河湖环境的行为要勇于制止，爱护河
湖，有你有我。

六、洪涝灾害自救小常识
1. 暴雨积水时低洼地区危旧房自救

措施
身处危旧平房的居民，下雨不要在屋

内停留，要迅速撤离，寻找安全坚固处
所。避险场所选择就近的高地、楼顶，等
候救援人员营救。

2.室外积水漫入屋内自救措施
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把容易浸

泡损坏的物品放至高处，尽量采取各种措
施排水。如在门槛外侧放沙袋、挡水板、
堆砌土坎、配置小型抽水泵等。如屋内积
水加深，要及时转移，不要在屋内停留，以
免有生命危险。

3.山洪、泥石流暴发前的预兆
山上树木发出沙沙的扰乱声，山体出

现异常的山鸣。有树木的断裂声。溪沟的
流水非常浑浊，溪沟内发出明显不同于机
车、风雨、雷电、爆破的声音。在人还没有感
觉出有异常现象时，动物已有异常的行动。

4.遭遇山洪应对措施
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

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未成
时，选择稳定、坚固的岩石或者大树上等
待救援。洪水来临时，切不可顺河谷方向
奔跑，应该以最快速度向左右两侧高坡撤
离。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节水护水 你我同行

本报讯 3月29日，全市老干部局长会议召开，市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包希安出席并讲话。

会上，传达学习了全省老干部局长会议精神；滕州市、市中
区、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市法院分别作了交流发言。

包希安在讲话中指出，离退休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老干部工作在党的工作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他强调，要坚持
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引导老同志强化创新理论武装，引导
老同志筑牢对党忠诚教育，引导老同志严守党的纪律规矩，持续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要用心用情提
升服务保障工作质效，进一步完善离休干部精准服务举措，健全
退休干部服务管理体制，提升文化养老生活品质，更好满足广大
老同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各级组织部门要履行好领导和指导
的责任，为做好老干部工作提供有力支持，不断开创全市老干部
工作新局面，为加快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市作出更大贡
献。 （记者 孙秋实）

不断开创全市老干部工作新局面

美丽中国 节水优先

3月29日，台儿庄区涧头集镇武装部组织的基干民兵、退役
军人服务站组织的退役军人志愿者、镇机关组织的机关人员等，
联合到五良山石榴产业园，参加石榴栽植活动，共栽植石榴树
1000余棵，以实际行动助力石榴产业发展。

（记者 岳娜 通讯员 张涛 摄）

共助石榴红

本报讯 3月27日，省公安厅在我市召开全省公安车管工作
暨“创满意促发展”观摩会，交流经验，分析形势，部署今年重
点工作。

会议指出，全省车管部门要紧密结合“法治公安建设年”
“11611精准年”总体部署要求，围绕保障安全和服务发展“两
条主线”，做强电子化办理、互联网服务、信息化监管“三大平
台”，推进规范化、数字化、社会化、法治化“四化建设”，着力
提升窗口服务、源头治理、便捷体系、数字化管理以及智慧监管
和队伍管理能力水平，全力开创车管工作现代化新局面。

会议现场观摩了我市公安车管服务窗口和社会服务站点，
枣庄、济南、东营、泰安、威海、德州交警支队分别作交流
发言。 （记者 苏羽）

全省公安车管工作暨
“创满意促发展”观摩会召开

本报讯 近日，连云港在我市举办2024连云港文化旅游推
介交流活动。活动中，连云港市各县区推介人轮番上台，推介了
各自辖区特色文化旅游资源。活动期间发布了连云港旅游年票优
惠政策。

目前，连云港市拥有2个国家5A级景区、13个国家4A级
景区，有美猴王孙悟空的老家——花果山、全国十大美丽海岛
——连岛、海天胜境——海上云台山、东海温泉小镇、世界最大
的水晶市场等特色资源，是江苏三大旅游资源富集区之一。拥有
徐福传说、海州五大宫调、东海孝妇传说、淮盐制作技艺、淮海
戏、东海水晶雕刻等6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连岛东海琅
琊郡界域刻石、将军崖岩画等9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是历史
悠久、风光怡人的神奇浪漫之都。

会上，还发布了连云港经典旅游线路，受到了与会嘉宾的青
睐。同时，连云港市景区、旅行社与枣庄市行业单位积极对接洽
谈，共同协商推广连云港旅游线路产品，多家单位与连云港地接
社达成了合作意向。 （记者 孙越 甄宗奎）

2024连云港文化旅游（枣庄）
推介会举办

本报薛城讯 3月21日，薛城区邹坞镇中心小学的师生们齐
聚学校劳动实践基地，开展草莓种植劳动体验活动。

正式开始种植前，老师首先向学生们介绍了草莓的生长习
性、繁殖方式以及种植技巧，学生们聚精会神地听着讲解，并不
时提出自己的疑问和看法。随后，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们开始
动手挖坑、培土、浇水，每一个步骤都做得有模有样。

在草莓种植的过程中，学生们表现出了极高的兴趣和热情，
积极与同学们交流心得和经验。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一颗颗草
莓苗被小心翼翼地种入土中。

此次劳动实践活动不仅让学生们亲身体验了种植的乐趣，也
培养了他们的劳动意识和责任感。通过亲手种植草莓，让学生们
明白了劳动的价值和意义。

（记者 崔累果 通讯员 渠英 王腾腾）

邹坞镇中心小学开展春季劳动实践

本报讯 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公告，发布了国家畜禽遗传
资源委员会审定鉴定通过的一批畜禽、蚕新品种配套系和新发现
畜禽、蜂遗传资源品种名录，我市孙枝鸡榜上有名。至此，我市
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在禽类名录上实现了零的突破，为全市畜禽种
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全国第三次畜禽遗传资源普查以来，我市发现孙枝鸡新资
源，在省、市、区畜牧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开展资源调查登记，
查阅了相关历史资料，开展了性能测定，摸清了孙枝鸡分布、群
体数量、品种来源、特征特性等，顺利通过了国家畜禽遗传资源
委员会审定鉴定，成功入选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

孙枝鸡 （枣庄原始土鸡），属蛋肉兼用品种。公鸡成年体重
1.7千克左右，母鸡1.5千克左右，下绿壳蛋，喜栖树梢，逐活
食，瘦肉率高，味鲜美，其营养价值高，宜于老幼滋补，是枣庄
辣子鸡的代表性食材。 （记者 孔浩 通讯员 杨仁成）

枣庄孙枝鸡入选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