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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太用心了！不仅将古代石碑
石刻用图片的方式直观展现，还配上了详
细的碑文。”

“不得不说，这本书对于研究市中文
化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具有
重大意义。”

“看完之后，我对这些古老的艺术品
有了更深的认识和理解。真的是一本值得
反复阅读的好书，必须给个好评！”

市中区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期间，委员
们手捧 《市中石碑石刻拾遗》，书页在指
尖徐徐翻动，仔细研读后，纷纷对其给出
高度评价。

“镂之金石，传之久远”，字以镌而
存、文以碑而载，从古至今，石碑石刻便
是记载历史、传承文化的重要载体。市中

区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文化资
源，一街一巷一山都有悠远的故事，一砖
一瓦一石都是隽永的记忆，那些镌刻着古
人足迹的石刻，最早出现于汉朝，到清
朝、民国时期最盛，一字一句，默默讲述
着动人或平凡的故事。

不过，石虽坚硬，历经岁月沧桑、
风雨洗礼后，有些石刻还是慢慢消失在
时光的河流之中，做好收集、整理、研
究、编辑文史专辑工作刻不容缓。为
此，2024 年 3 月，市中区政协正式启动
石碑石刻采集拓印工作，组织政协委
员、政协文史专员和专家学者成立工作
小组，实地走访 11 个镇街、80 多个村

（居） 社区，足迹遍布卓山、夹谷山、龟
山等地。一群热爱乡土文化、醉心石刻

研究的“同道中人”，反复登山攀岩、走
村串户、穿街过巷，或拍下一张张石刻
照片，或拓下一片片拓片，最终收集整
理了 85 件石碑石刻资料。在资料收集过
程中，团队成员广泛查阅各类相关典籍
文献，以专业手法精心采拓古碑信息，
对于部分因年代久远、剥蚀严重的碑
刻，更是秉持严谨认真的态度，逐字细
细甄别，力求还原碑刻内容。

值得一提的是，2024 年 8 月，市中
区政协组织文史专家学者在夹谷山开展
石碑石刻采集整理的过程中，发现了刻
有“靖康二年”字迹的宋代摩崖石刻。
这一重大发现被省市媒体争相报道，不
仅印证了夹谷山深厚的文化底蕴，也为
市中区的历史文化研究增添了浓墨重彩

的一笔。
历时近一年，在全体编撰人员的共同

努力下，《市中石碑石刻拾遗》 于今年 1
月最终问世。这本书纵览了市中境内自汉
朝起至近现代的石碑石刻，时间跨度长达
两千多年，力图使淹没在杂草丛中的石刻
重放光彩。通过图片和拓片相结合的形
式，较为全面地反映市中现存的石刻，力
求为考古学、历史学、美术史学、书法艺
术、石刻艺术等科学研究提供丰富的参
考，发挥政协文史工作“存史、资政、团
结、育人”的功能。

“我们希望这本书能够使留存下来的
珍贵石刻更加得到社会的重视及保护，这
也是我们做好此项工作的初衷。”市中区
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孔祥君说。

让石刻“活”起来 让文化“亮”起来
——市中区政协以石为媒践行文化传承工作侧记

本报记者 王兆虎 通讯员 王海楠 王焱

3月5日,台儿庄区邳庄镇团委组织回民明德小学少先队
员赴小李庄村开展“石榴籽同心筑梦·雷锋精神代代传”活
动。通过“唱红歌、送祝福、听团课、践初心”四步走,少先
队员们在实践中传承红色基因,促进民族团结。

活动在《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歌声中拉开序幕,少先队
员们用稚嫩而坚定的歌声,传递着对雷锋精神的深刻理解与
崇高敬意。随后,他们送上亲手制作的折扇和手绘画,画作

《一“柿”平安》不仅色彩绚丽,更蕴含着孩子们对老人的深情
祝福及对民族团结的认知。

在石榴树下,老人讲述回民突击队的抗战故事,少先队员
们围坐聆听,眼神中充满敬仰。这段历史让他们更加珍惜当
下,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怀。听完故事,少先队员们拿起扫
帚、抹布,认真清扫每一个角落,亲身体验服务的快乐,深刻
领会雷锋精神中无私奉献的内涵。

此次活动让少先队员们在实践中领悟雷锋精神真谛。邳
庄镇将以学雷锋志愿服务月为契机,开展更多青少年志愿服
务活动,推动形成“人人参与、处处可为”的学雷锋热潮,让雷
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为民族团结进步注入
强大动力。

雷锋精神代代传
本报记者 孔令合 通讯员 贾萌

本报薛城讯 在第62个“学雷锋纪念日”来临之际,临城
街道以“奉献热血践初心 文明新风润临城”为主题,于3月4
日组织开展了无偿献血公益活动。街道机关干部、村居党员
群众纷纷挽袖献爱,踊跃加入到无偿献血的爱心队伍中,用实
际行动传递爱心,用汩汩热血诠释新时代雷锋精神,为生命续
航注入红色动能。

活动现场,在街道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的帮助和指导下,
前来献血的干部、职工、群众认真填写献血登记表、录入个
人信息,现场进行血压测量、验血、化验初筛等相关检查,工
作人员对献血注意事项进行详细讲解,符合献血条件的人员
依次进入采血区参与献血及留观,每一个流程都有条不紊,秩
序井然。献血志愿者们纷纷表示,希望通过自己的点滴行动,
带动更多的人加入到公益事业中来,让社会充满爱与温暖。

此次献血活动不仅展现了临城人热心公益、勇于担当的
精神风貌,更通过实际行动构建起“人人学雷锋、时时做雷
锋”的文明生态,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
芒。 (记者 刘振江 通讯员 关苹)

临城街道开展
“学雷锋·献热血”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峄城讯 3月5日，峄城区在全区范围内广泛开展
“学雷锋・文明实践我行动”主题系列活动，引导广大居
民群众积极参与志愿服务，以实际行动传承和践行雷锋精
神。

活动期间，峄城区委宣传部组织了相约坛山·学雷锋文
明实践活动，志愿者们边登山边捡拾垃圾杂物，以实际行动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为创建文明城市贡献力量。同时，法律
援助、文化惠民等志愿服务活动也在全区各地同步开展，为
群众提供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

各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充分发挥阵地作用，组
织志愿者深入社区、学校、企业等地，开展形式多样、内容
丰富的志愿服务活动。在社区，志愿者们为居民提供义诊服
务、义务理发、家电维修等便民服务，受到居民们的热烈欢
迎和一致好评。

在学校，各中小学校开展了“学雷锋”主题班会、演讲
比赛、手抄报展览等活动，通过讲述雷锋故事、学习雷锋日
记等方式，让学生们深入了解雷锋精神的内涵，引导他们从
身边小事做起，传承和弘扬雷锋精神。峄城区职业中专师生
在仙坛苑广场开展了学雷锋职业教育政策宣传志愿服务活
动，为往来市民提供职业教育春季高考政策解读和中考报考
咨询。峄城区第三实验幼儿园开展了“三月春风暖，一起学
雷锋”主题活动，组织小朋友们在坛山广场化身“环保小卫
士”扫地、捡垃圾、清洁运动设施。 （记者 李鲁）

峄城举办学雷锋主题系列活动

本报山亭讯 3月4日下午，城头镇组织开展“阳春三月
追‘锋’前行”学雷锋主题志愿活动。活动通过雷锋精神宣
讲、环境清扫等形式，将温暖送到群众身边，以实际行动践
行新时代雷锋精神。

在各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传讲雷锋故事 颂扬雷锋
精神”“寻访红色印记 雷锋精神代代传”“致敬雷锋 争当
好人”等多种宣讲活动形式多样，内容贴近生活，吸引了全
镇上千余名群众积极参与。

在4A级景区月亮湾湿地公园，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
们率先行动，对景区环境进行彻底清扫。大家分工协作，擦
拭路灯、整理便民设施、清洁公共区域。经过一个多小时的
努力，景区环境焕然一新，为游客们营造了整洁舒适的氛
围。 （记者 王正）

阳春三月 追“锋”前行

本报高新区讯 为弘扬雷锋精神,增强企业员工的反诈
意识,营造安全稳定的工作环境,3月4日,枣庄高新区兴城派
出所与中铁十四局枣庄产城融合项目部紧密合作,共同开展

“警企共建学雷锋 防诈同心筑平安”活动。
活动伊始,兴城派出所民警化身“反诈宣传员”,深入中

铁十四局枣庄产城融合项目部。民警们结合雷锋乐于助人、
无私奉献的精神,强调在反诈工作中大家要相互提醒、共同
防范,形成良好的反诈氛围。通过生动形象的方式,民警们开
启了反诈知识的讲解之旅。民警们运用大量真实案例,详细
剖析了常见的电信网络诈骗手段，并传授了一系列实用的防
范方法。

此次警企共建活动,是枣庄高新区兴城派出所和中铁十
四局枣庄产城融合项目部积极践行社会责任、弘扬雷锋精神
的生动体现。通过警企携手,将反诈知识传递到企业的每一
个角落,提高了员工的防范意识和能力。

(记者 孔浩 通讯员 徐梦婷)

警企共建学雷锋
防诈同心筑平安

王勇,一位 40 岁的退伍军人,以其一
往无前的豪情与气质,在商海中摸爬滚打
了 20 年。他将军人的勇敢、顽强、坚韧
不拔的战斗意志和社会担当融入创业和为
军服务的全过程,展现了“退伍不褪色,永
葆军人本色”的军魂。

王勇于2001年退伍,是一位复员伤残
军人,他现任枣庄市宏亚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总经理,同时兼任市工商联执委、
市中区政协委员、市中区退役军人企业家
协会会长、市中区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副
会长、市中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孵化园创
始人等职务。

1999 年,王勇踏入军营,以刻苦训练
和不怕吃苦的精神,第一年便被评为优
秀士兵。由于军事素质过硬,他被评为

“军区训练标兵”,并参加了军区预提骨
干集训。然而,在参加军区大比武时,他
因公受伤,被评定为三级伤残军人,并于
2001 年退出现役。回到地方后,他毅然

选择自主就业,一边自学商业知识,一边
进行市场调研。从 2003 年开始学习西式
快餐管理,王勇在肯德基、麦当劳、德
克士等多家餐厅从员工做起,凭借勤奋
好学和爱钻研的精神,迅速成为企业管
理的佼佼者。

随着快餐管理经验的积累,王勇决定
自己创业。2009年,他开设了开心汤姆美
式快餐连锁,凭借新颖的品牌设计和色香
味俱佳的产品,深受消费者喜爱。到2011
年,加盟店已达到60余家,从业人员达400
多人。此后,他又陆续研究孵化了咔多
堡、佰禾家、卡西罗、逆流的鱼、嘉满
圆、耀哥贡茶等多个快餐品牌,并成立了
宏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截至2016年,加
盟店已遍布全国,达到400余家,王勇成功
实现了由择业、创业、创新到膨胀式发展
的快餐品牌连锁的商业之路。

然而,2019年末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使王勇的快餐品牌连锁业遭遇重

创。全国被迫关闭或停业的加盟店达100
家,仅直营店面租赁费欠账就达 300 多万
元,加上人员工资等费用,总负债达400多
万元。面对沉重的债务,王勇以军人不服
输的韧劲和知难而上的意志,冷静分析疫
情下快餐业的形势,果断采取“关、转、
并、停”措施,缩小规模,节能降耗,并由
线下销售转为线上外卖,畅通营销渠道。
通过实施合伙人机制,他的快餐连锁业很
快扭亏为盈。同时,作为退伍军人,他始终
不忘社会责任,积极向疫情防控单位和部
门捐款捐物达2万多元。

自主创业以来,王勇始终怀揣为退伍
战友提供就业岗位、帮助退伍战友共同
创业走上致富路的初心。自 2012 年以
来,他包装的六大快餐品牌在全国加盟店
中扶持退伍军人创业加盟店 50 多家,并
免收加盟费。2021 年,他成立了市中区
退役军人企业家协会,2022年设立了退役
军人就业创业孵化园,为退役军人提供了

更多更专业的服务。他还经常走访企业,
召开退役军人企业家协会会员座谈会,吸
纳多家企业加入协会,并开展了一系列爱
国拥军活动。此外,他还为退役军人提供
免费体检、走访慰问参战老兵、举行关
爱退役军人捐赠仪式等活动,深受退役军
人欢迎。

作为枣庄优秀企业家会员、市中区
政协委员,王勇带着军旅情结参政议政,
为退役军人、军创企业建言献策。他认
为,退役军人企业家协会应做好三件事:
为退役军人搭建就业服务平台,提供创业
空间,以及改变思维方式、树立榜样的力
量。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王勇,这名普普通通的退伍军人,时刻保持
军人本色,克服艰难险阻,在创业路上站稳
脚跟,逐渐成为优秀企业家。他为退役军
人创业就业服务,敢立潮头,勇于创新,成
为退役军人的贴心人。

退伍不褪色 商海竞风流
本报记者 孙守生

滕州讯 大操大办的少了,新办简办
的多了;吹吹打打的少了,文化活动多了
……乡风文明,移风易俗是关键。鲍沟镇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破立
并举,着力从宣传教育、志愿服务入手,大
力倡导喜事新办、丧事简办,全面推动移
风易俗工作向纵深发展,引导群众践行科
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使文明之花
处处绽放、文明新风润泽人心。

建章立制固长效。成立移风易俗工
作领导小组,明确各职能部门在推进移
风易俗、培育乡风文明中的责任,突出
主体责任落实,明确专项整治重点,广泛
听 取 各 界 群 众 的 意 见, 完 善 《村 规 民
约》 ,发挥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

村民议事会等作用推动移风易俗,形成
“有人管、按章办、机制全”的工作机
制,做到简办新办。建立党群治理机制,
紧密结合实际,制定群众能接受、愿遵守
的村规民约,划定“人情上限”,规定“操
办红线”,落实“责任底线”,确保陋习治
理有章可依。

完善载体优服务。以中国传统节日为
契机、以主题党日为载体,开展“孝老爱

亲”“移风易俗”等活动,形成讲文明、除
旧俗、树新风的文明新风尚。依托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站)、文化站、农家书屋等阵
地,丰富文化志愿服务供给,通过群众喜闻
乐见的艺术化宣讲方式,传唱移风易俗新
风,助力文明乡风建设,在潜移默化中引导
群众践行文明新风尚。

多面宣传奏强音。建立宣传引导机
制,多渠道、全方面开展移风易俗系列宣

传活动。发放 《移风易俗乡风文明倡议
书》,依托村村响、短视频、微信公众号
等“线上+线下”方式,集中“点赞”移风易
俗,“吐槽”大操大办,形成褒扬新风良俗、
反对陈规陋习浓厚氛围。

下一步,鲍沟镇将广泛吸纳网格员、
公益性岗位人员参与社会志愿活动,大力
宣传加强破除婚丧陋习、倡导文明新风工
作的重要意义,整合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站)、农家书屋、文化站等资源优势,实施
全民阅读、戏曲进乡村等文化惠民工程,
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通过家风家训、
志愿服务、公益宣传等形式,推动全镇移
风易俗、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提质增
效。 (通讯员 徐艳)

鲍沟镇:移风易俗树新风

深化移风易俗 倡树文明新风

在第 115 个“三八”国际妇女
节来临之际，枣庄榴花关爱志愿服务
团组织志愿者开展“花样时光，魅力
绽放”庆“三八”花艺活动。

此次活动邀请市花艺协会的老师
现场教学，让志愿者领略插花艺术的
魅力，在创作中感受自然之美，放松
身心，传递节日的温情。

(魏忠富 摄)

花香悦巾帼

奋进新征程

本报讯 近日,市政府批准市文化和
旅游局确定的第七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共计30项)和市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
(共计6项),并予以公布。

此次确定的 30 项枣庄市第七批市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分别为:
传统音乐:古琴艺术(古琴演奏技艺)、颜楼
竹笛吹奏技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鲁

南孙氏魔术、北派少林拳;传统技艺:丝绒
小鸟制作技艺、刘氏玻璃翻画、合香传统制
作技艺、郭氏汉画像雕刻技艺、古法内雕擦
色工艺、蔡婆婆白土花生米传统炒制、肉食
传统制作技艺(张汪呱呱烧鸭制作技艺、继
平酱鸡制作技艺)、传统木制玩具制作技
艺、榫卯木制手工制作技艺(巧林榫卯积
木)、老峄县传统小磨香油制作工艺、錾刻
浮雕技艺、峄县红陶制作技艺、传统古扇手

绘技法、马氏肖形印、枣庄窑陶瓷烧制技
艺、马氏中陈郝古陶瓷制作技艺、叠糖制作
技艺、枣庄大运河香辣鲤鱼制作技艺、传统
盆景制作技艺、枣庄花馍(山亭花馍、鲁南
王氏花馍、临城花馍);传统医药:冯氏中医
正骨整脊技术、侯氏纳鼻疗法、中医推拿技
艺(邱氏中医推拿技艺)、中医传统制剂方法
(刘氏中医内服方药疗法)、健骨愈康丸、枣
庄高氏手法正骨疗法。

6项枣庄市第七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为:传统
美术:木雕(刘氏木雕制作技艺)、枣庄面塑
(陈派面塑、小六面塑);传统技艺:枣庄民
间缝绣技艺(古滕布艺),酱菜制作技艺(滕
薛杨三姐老辣菜制作技艺),酱油、醋传统
酿造技艺(抱犊酱油食醋传统酿造技艺),鲁
南锔瓷技艺(锔瓷修复工艺、峄城区传统
锔瓷技艺)。(记者 孔浩 通讯员 李猛)

第七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