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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菏泽

重点

菏泽市乡村文明行动第三次现场推进会召开

将将强强力力推推进进城城乡乡环环卫卫一一体体化化
本报菏泽8月14日讯 (记者

张建丽 ) 14日，菏泽市乡村
文明行动第三次现场推进会召
开。市委书记于晓明提出要把
城乡环卫一体化摆上重要议事
日程，完善提升规划，要合理确
定环卫基础设施布局规模和垃
圾收运体系建设内容，科学规
划、统筹安排、分步实施。

据介绍，去年以来，全市各
县区都把乡村文明行动纳入经
济社会发展大局，纳入科学发

展考核体系，相继出台政策文
件，召开专门会议层层动员，形
成了常态化推进机制。同时菏
泽的乡村文明行动工作还存在
一定差距。近期，省文明委对全
省132个县(市、区)城乡环卫一
体化农村群众满意度进行了第
二次电话调查，菏泽综合得分
在全省17市中排名垫底。

省委、省政府明确要求，今
年底全省要基本实现城乡环卫
一体化，明年底前实现全覆盖。

于晓明提出菏泽必须把这项工
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以更大
的力气、更硬的措施、更坚决的
态度强力推进。”确保取得扎实
成效。完善提升规划，要合理确
定环卫基础设施布局规模和垃
圾收运体系建设内容，科学规
划、统筹安排、分步实施。要主
动与全市规划搞好衔接，增强
规划的科学性、严肃性、可行
性，减少调整，杜绝变更，推动
工作持续有效稳定开展。

“菏泽有6000个行政村，分
布广，差异大。在城郊村与偏远
村、新型农村社区与传统村落、
特色产业村与单一农业村之
间，自然环境、区位条件、经济
状况、群众素质等各不相同，必
须因地制宜，分类施治，决不能
武断地一刀切，一把尺子量到
底。”于晓明指出，同时还要加
快推进道德建设、着力转变乡
村生活方式、用心抓好农民培
训、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全

面推动乡村文明行动。
据悉，近期，省里将组织5

个督导组到各市督导检查，对
群众满意度低、工作不力的县
区重点督办，通报曝光。市里也
将成立督导组，采取明查与暗
访、专项督查与随机抽查相结
合的办法，重点督查农村环卫
基础设施建设、保洁队伍建设、
经费保障、垃圾收集转运、农村
环境卫生面貌和群众满意度等
情况。

践行新时期的菏泽精神，作
为文艺工作者，就是要打造菏泽
文化品牌，提高菏泽的知名度和
影响力。

菏泽的戏曲、曲艺、民间音
乐，在全国有着广泛影响。菏泽戏
曲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建国初
期，有两夹弦三进国务院中南海
演出的佳话，近几年来又有山东
梆子《山东汉子》、《古城女人》参
加中国艺术节，获得文华奖，并多
次调京参加国家庆典演出的佳

绩；菏泽曲艺自上世纪七十年代
起，更是相继推出了山东琴书《梁
山脚下》、《亲上亲》，坠子书《寸草
心》、《惊变》等一批精品曲目，在
全国屡获大奖；菏泽鼓吹乐、弦索
乐等民间音乐也在全国大赛中获
得多项荣誉。

为进一步发扬光大这些优秀
的品牌文化，建议政府在菏泽城市
建设的景观带，开设“戏楼”、“书
场”、“乐厅”等公益文化场所，以展
示菏泽的“戏曲之乡”、“曲艺之乡”、

“民间音乐之乡”，既为菏泽优秀的
传统文化搭建活动平台，满足人民
群众欣赏传统民间艺术的习俗，提
高城市的文化品位和文化内涵。同
时，还可配合旅游文化产业。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近两年来，
菏泽文化挖掘打造的传统艺术“琴
筝清曲”，形成并流行于明、清时期，
是菏泽山东琴书、山东古筝乐、菏泽
弦索乐三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的早期形式。目前尚保留唱腔
曲牌200余首，唱段百余个，演奏曲
目30余支，有着独特的审美价值和
欣赏价值。已得到国内知名专家学
者和业内人士的广泛认同，多次应
邀参加国内大型乐事和艺术交流活
动。但在菏泽没有固定的表演活动
场所，建议政府协调有关部门，为他
们搭建表演平台，让这一优秀的传
统民间艺术，在新时期菏泽精神的
感召下，焕发出她应有的光彩和魅
力。 (本报记者 李德领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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