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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聊城城国国省省道道四四路路段段将将大大修修
预计五月份陆续开工

本报聊城4月17日讯(记者
杨淑君 ) 记者从聊城市公

路管理局了解到，根据相关文
件及要求，今年聊城市第一批
国省道养护工程项目和普通
国省道危桥改造项目投资计
划已经确定，聊城国省道四路
段将进行大修，预计5月份陆
续开工建设。

据悉，根据山东省交通运
输厅、山东省财政厅联合下发
的文件，为落实省委、省政府

确定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
山东省公路、水路交通运输

“十二五”发展规划，2014年聊
城市第一批国省道养护工程
项目和普通国省道危桥改造
项目投资计划已确定，G309荣
兰线博平至聊城段、G309荣兰
线德聊界至博平段、S329薛馆
线东阿至聊城段、S254德商线
夏津至聊城段将进行大修，由
省财政投资建设。目前招标公
告已发布，预计5月陆续进场

开工建设。
记者了解到，即将大修的

G309荣兰线博平至聊城段为
一级路，全长33 .835公里，路面
宽度为22-30米，投资17433万
元。G309荣兰线德聊界至博平
段既有一级路也有二级路，其
中一级路25 .08公里，路面宽22
-30米；二级路10 .432公里，路
面宽 12米，投资 17083万元。
S329薛馆线东阿至聊城段为
一级路，全长24 .714公里，路面

宽21-22米，投资19031万元。
S254德商线夏津至聊城段大
修工程同时包括一、二级路，
全长46 .485公里，路面宽12-22
米，投资21037万元，总投资额
为74584万元。

由于这四个路段中大多
数路段为一级路，预计将半幅
封闭施工，半幅通车。届时，由
于路面变窄，四个施工路段的
交通必然将受到影响，通行车
辆不妨绕行。

全市50%乡镇卫生院

建立国医堂

本报聊城4月17日讯(记者
王尚磊 通讯员 郭秀伟 田
冰) 17日，记者从聊城市卫生局
获悉，全市已有21家国医堂建成
并投入使用的基础上，今年至少
要完成45家国医堂建设，使全市
50%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建立国医堂，为市民提供
更加优质、高效、价廉、便捷的中
医药服务。

按要求全市统一拟定国医堂
建设标准，在全市分阶段、分批次
建设国医堂，力争三年时间基本
实现全覆盖；并注重中医药文化
建设，突出传统中医风格，统一内
容和形式，逐步建立和完善中医
诊室、中药房、理疗室、康复室等
配套设施，使国医堂成为多种中
医药方法和手段共用的中医药医
疗、预防、保健综合服务区域；对
已建国医堂进行调研督导，促进
国医堂设施更加统一齐全，规划
布局更加合理，人才建设更加完
善，效益增加更加明显。

目前，东阿县卫生局、乡镇政
府对10个开展了国医堂建设的乡
镇卫生院均给予10万元的补助，
促使8家卫生院国医堂面积超过
400平方米，高唐和冠县也对建成
国医堂的乡镇卫生院给予5万元
补助。

牧琳爱中美友好医院

获技术合作挂牌

本报聊城4月17日讯(记者
李军 通讯员 张绪江) 17日，
山东省医学影像研究所与牧琳爱
中美友好医院技术合作挂牌仪式
在牧琳爱中美友好医院举行。

仪式上，牧琳爱中美友好医
院院长黄留祥同省医学影像研究
所所长王涛签署技术合作协议
书。王涛和聊城市民政局副局长、
医院党委书记闫冬梅为合作医院
揭牌。王涛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
牧琳爱中美友好医院在服务社
会、群众等方面的努力。他表示，
医学影像研究所研究成果同一线
医疗工作相结合，必将发挥更好
作用，希望两机构能取长补短，共
同发展。

省影像研究所是国内技术领
先的医疗机构，此次与牧琳爱中
美友好医院共同建立的技术合作
单位是山东省第一家合作单位。

聚聚焦焦水水城城““动动漫漫江江湖湖””十十年年间间
取材本土文化 开启“动漫时代”

本报记者 凌文秀 通讯员 于敬哲

目前，正在进行的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第二届动漫奖申报，让不少人的目光聚焦至聊城动漫产
业。从2004年萌芽至今，水城动漫已步入第10个年头，这期间，水城动漫作品辈出，本土文化在其中
也得到新的发展和传播，聊城也是第一个举办动漫艺术展的中小城市。同时，也应看到，聊城动漫发
展中还存在创新人才不足、产业链不够大等问题亟须破题。

□ 本土文化成就众多动漫作品
记者从聊城市文广新局文

化产业科获悉，聊城作为三线
城市，动漫产业起步较晚，自
2004年，聊城金正动画公司创
意总监任家斌第一个涉足动漫
创作后，现在，市委宣传部在册
的动漫企业已有3家。近几年

来，聊城动漫产业也可谓硕果
累累，聊城本土文化、民俗、人
物也被众多动漫产品取材。

动漫最大的收视群是儿
童 ,无疑是传统文化传播与传
承的一个较好载体。任家斌创
作的一部动漫剧《福禄吉祥》，

就源自聊城地域文化风情，打
破时空概念，融合神话传说，把
东昌葫芦、东阿喜鹊、阿胶、阳
谷蚩尤、莘县伊尹等人与物巧
妙穿插，创作出一个个富有爱
心、责任和正义的动漫形象。这
也是聊城第一部原创动画。

2014年元旦，聊城首部原
创人偶舞台童话剧《新武松打
虎》，融入诗歌、国学、《三字
经》、保护环境等元素，通过卡
通人偶方式将主题传达给观众
小朋友，让他们在惟妙惟肖的
故事中学会健康快乐成长。

□ 艺术展开启水城“动漫时代”
提起动漫 ,时下没人会觉

得陌生，但在聊城，任家斌却是
第一个涉足动漫创作的人。

2004年3月,受到同学影响
的任家斌，开始筹备水城动漫
艺术展。虽然这次展出,他赔了
近四万元，但他没有放弃，随后

一年，他策划和组织人员完成
100幅中华传统美德故事漫画
和100幅环保漫画作品组稿。
2006年5月1日,第二届水城动漫
艺术展揭幕 ,当天观展人数就
达3 .7万人。“这一天,聊城动漫
产业真正开始萌芽。”任家斌

说。
之后 ,任家斌又先后组织

了七届水城动漫艺术展,推动
了聊城动漫产业形成与发展。
国内动漫名家告诉任家斌,聊
城是全国第一个搞大型动漫艺
术展的中小城市。

“我们并不缺少素材,最好
的素材就是我们的地域文化。”
任家斌说 ,地域文化是一个窗
口 ,通过它能反映出整个中国
传统文化,通过动漫的形式,把
我们的城市文化做活,这是我
的一个目标。

□ 水城动漫创意型人才匮乏
有喜有忧，聊城动漫产业

发展同时，也凸显出一些问
题。市文广新局文化产业科工
作人员介绍，聊城动漫缺少专
业实用性人才，特别是创意型
人才匮乏。

“高校动漫游戏教学较偏
重灌输理论，难以使学生将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降低动漫人
才质量。”该工作人员说，此
外，地方政府对于动漫产业的
扶持政策还未落到实处，特别
是在税费减免、资金扶持等方
面大部分还只停留在文件上。

“聊城作为三线城市，动
漫产业发展还存在体制、机制

障碍，鼓励创新的市场环境还
不完善，研发能力弱，整个产
业创新能力仍显不足。”该工
作人员介绍，现有动漫产品市
场运作和经营能力较差，没有
形成完整产业链条，特别是衍
生产品市场推广存在严重欠
缺。

为发展本地动漫产业，文
化部门也准备落实政策，纳入
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和项目扶
持规划，培植动漫企业大产业
链意识。同时，考虑到青少年
是文化产品主流消费者,还将
开发节奏快、时尚、娱乐性、互
动性强的文化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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