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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文艺新业态，皮影戏在数字化中“潮”起来

千载光影 “艺”心传承

演出中，观众拿出手机记录。

今年是安居煤矿转型发展全面实

施的关键一年，也是该矿基层党支部

经受考验、发挥作用的关键一年。一年

来按照矿党委提出的“关也要关一个

标准化矿井”的庄严承诺，各基层党支

部承压奋进，狠抓落实，较好发挥了基

层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确保了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着眼大局，圆满完成分流任务。今

年以来安居煤矿开始陆续分流职工，

其中涉及洗配煤中心的有21人。虽然人

数不多，但因为其他工区都是成建制

分流走的，相对好做工作。为了盘活洗

煤厂现有设施，分流时洗煤厂保留了29
名员工。“因为有走的、有留的，所以稳

定工作压力特别大。”该矿洗配煤党支

部书记周号介绍，开始动员，大家都不

想走，没有一个主动报名的。

面对这种状况，当时的支部书记挺

身而出，第一个报名要求分流，并采取

召开座谈会、谈心谈话、入户家访等多

种方式，讲形势、讲大局、讲长远、讲纪

律，深入细致反复做职工思想工作。在

他的影响带动下，很多党员踊跃报名，

对于个别不想去的职工，支部本着“敢

于较真碰硬、绝不上交矛盾”的原则，在

党群办人员的帮助下克难攻坚、重点突

破，很快完成了分流任务。在保证职工

队伍稳定的前提下，所有选调人员全部

到位，受到了集团领导的充分肯定。

服务中心，引领团队拼搏奉献。人

员分流以后，该矿洗煤厂改名为洗配

煤中心，人员由原来的51人精简到29
人。虽然人减少了，但工作量并没有减

少，反而增加了，原因是原来的皮带给

煤系统已无法继续使用，所有外购煤

都需要用铲车搬运入洗。

当时铲车班只有5名同志，从4月份到
7月份，他们战高温、斗酷暑，每天连轴转，

工作时间要达到10个小时以上，但他们从

不叫苦，全部无怨无悔硬硬地扛了下来。

“我们都是党员，矿井关闭后，洗配煤中心

成了全矿唯一的收入来源，我们肩上承担

着全体职工的所有期待。”其中一名铲车

司机说。

为激发全员的拼搏奉献热情，该

矿基层党支部深入开展“我们的工资

从哪里来？”大讨论活动，由党员立足岗

位带头谈认识、谈措施、抓落实，做给职

工看，带着职工干，扎实推动精益化管

理，把洗煤厂的作用发挥到最大，为保

证职工工资发放发挥了重要作用。

注重创新，大力加强班组建设。随

着安全管理人员大量分流，矿区的安

全监察力量变得越来越薄弱，也不可

能像生产矿井时一样每个班都设专门

的安监员。为防止安全管理水平下降，

该矿各基层党支部大胆创新，坚持以

加强班组建设为重点，以党员示范岗、

党员责任区为依托，大力推行以“厂区

自治、班组自控、职工自律”为主要内容

的“三自”安全管理模式。

为此，该矿重新调整班组长和党

员骨干工作岗位，实现班组党员全覆

盖。充分发挥每个班组党员在安全生

产中的模范带头作用，引导身边职工

不断强化“双防”意识，逐步树立“人人

都是安监员”的先进理念，互相提醒，互

相监督，共同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三自”安全管理模式实施以来，该

矿未发生一起因生产引起的轻伤以上

安全事故。煤质化验班孙亚慧在矿井

停止生产后工作标准不降，热情不减，

一如既往精准化验煤质，在今年集团

公司组织的技术比武中蝉联了冠军，

展现了安居煤矿职工“永不停歇、事争

一流”的底蕴风采。

“党建工作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

强了就是竞争力，做细了就是凝聚力。”

下一步，安居煤矿将立足实际工作，积

极探索，不断激发基层党建创新活力，

推动党建工作与企业发展深度融合，

干出实效，为企业发展提供组织保证

和强劲支撑。
(通讯员 李大路 肖淑慧)

安居煤矿强化党建引领，服务转型大局

微山县张楼镇以精神文明
建设为抓手，不断丰富文明实践
内涵，提升群众的归属感和幸福
感，努力绘就全民共建共享生动
画卷。

打造宜居环境，乡村颜值
“靓”起来。坚持集中整治与长效
管理相结合，常态化开展环境卫
生集中整治。建立网格化责任清
单，鼓励引导党员、志愿者、网格
员、“巷长”等共同参与环境整治
工作。坚持把建设宜居宜业和美
乡村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重要抓手，全方位推进乡村提颜
值、添动力、增品质。

优化乡村治理，先进榜样
“树”起来。完善村规民约，帮助
解决好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
揪心事。灵活运用“积分兑换”机
制，引导村民们积极参与志愿服
务。以身边好人、道德模范等先

进典型为标杆，开展先进事迹宣
讲。

深化移风易俗，文明乡风
“淳”起来。用活“红白理事会”
“道德评议会”等自治组织，常态
化开展宣讲活动。通过网格员、
志愿者、党员干部走村入户，开
展移风易俗宣讲活动。

推进文明实践，让精神生
活“富”起来。不断提升镇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所)基础设施，
完善农家书屋、未保活动室、
体育健身室、村民休闲室等功
能室。聚焦乡村振兴，全方位、
多元化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
文明实践活动。提高志愿服务
的精准化、常态化，用实际行
动对接群众需求，不断推进乡
村精神文明建设，唱响乡风文
明新乐章。

(通讯员 王梦洁)

为持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走深
走实，近日，济宁高新区洸河街道面
向各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开展了首
期“书记带头讲廉洁”专题党课分享
活动。

活动现场，集中观看了《村级来
了廉洁特派员》清廉短剧；东闸社区
相关人员以“廉洁之光”为主题分享
了焦裕禄的廉政故事，并结合城市社
区实际和自身岗位职责进行了交流
体会；街道纪检监察工委负责人对党
课进行了点评。

通过本次党课，大家纷纷表示，
今后要以更高的标准严格要求和约
束自己，给广大党员当好标杆、做好
表率。下一步，洸河街道将持续开展
好“书记带头讲廉洁”专题党课分享
活动，教育引导各基层党组织书记强
化纪律意识、加强自我约束、增强政
治定力，始终做到忠诚干净担当。

(通讯员 刘艳杰 李启)

张楼镇以文明底色

绘就乡村振兴画卷

讲廉洁故事

守党员初心

孔茜 张清直 济宁报道

从一人、一布、一灯、一长
桌，到“声光影”融合沉浸式表
演，数字化赋能的皮影戏如今也

焕发了新活力，成为不少人眼中
的“潮”艺术。

“灯光一亮，幕布一拉，皮影
戏正式开场。”随着诙谐幽默的
音乐响起，济宁童谣皮影小剧场
内的小朋友们，停止了嬉笑，目
不转睛盯着幕布。在55分钟的时
间里，《蛙鹤龟》《失落的一角》

《武松打虎新传》等5个剧目先后

上演，类型层次分明，剧情扣人
心弦。引得现场观众，或捧腹大
笑，或沉思良久。

在演出形式上，这5个剧目
更是运用了“声、光、影”的融合，
带领观众穿越时空，感受经典。
以《武松打虎新传》为例，该剧由

《水浒传》改编而成，通过融合动
画、高清视频、投影等多媒体技

术，让原本“固态化”的幕布“活”
了起来，使得场景更加真实化、
多元化。

皮影戏又称“灯影戏”“灯影
子”“皮猴戏”，是集雕刻、剪纸、
绘画、造型、口头文学、音乐唱
腔、表演于一体的综合艺术。作
为我国最早的戏曲剧种之一，皮
影戏至今已有2200多年历史，被
称为中国民间艺术的“活化石”。
如今，在济宁的剧场里，这一千
年艺术又“潮”了起来。

“发扬皮影戏的关键还是
要创新。”《武松打虎新传》演
员 范 飞 说 ，该 剧 属 于 老 戏 新
唱，剧情虽以梁山好汉武松打
虎为原型，但针对儿童群体这
一 受 众 ，剧 目 进 行 了 相 应 改
编，通过诙谐幽默的方言及人
虎 对 话 ，使 得 皮 影 戏 妙 趣 横
生。不仅如此，在细节处理上
亦融入了现代元素。如在老虎
行进中遇到猴子，通过动物配
音的形式，使氛围感拉满，充
分感受追逐紧迫感。

“像《西游记之三打白骨
精》中，在白骨精出场时，我们
还会运用烟雾、灯光等方式，增
强皮影的立体感。”范飞直言，

皮影戏是中国民间艺术的一种
独特的表现形式，随着现代社
会的变化和发展，传统皮影戏
面临着发展困境。数字技术为
皮影戏的保护和传承提供了新
的机遇，也为皮影戏的艺术表
现和创新开发提供了新的路
径。

“为将皮影戏这一传统艺术
形式以全新的面貌呈现给观众，
我们打造了专注于皮影戏的演
出剧场。”济宁剧院管理公司业
务经理董小博直言，为增强皮影
戏的“观影”体验，小剧场紧跟时
代步伐，内设全息投影、烟雾机、
音箱、灯光等设备，助力皮影戏
焕发新生机。而聚焦3—15岁这
一群体，皮影戏剧目更是丰富多
样，涵盖神话传说、历史故事、民
间故事、童话故事、哲学故事等
题材。

“目前，我们已储备30余部皮
影戏剧目，每两周更换一次。”董小
博说，皮影戏不仅是一种娱乐形
式，也是一种教育形式，对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重要意义。下
一步，将立足济宁本土，深挖儒家、
运河等文化，创作适宜传播本土文
化的优秀皮影戏。

清扫落叶，提升市容

近日，邹城市综合行政
执法局积极部署落叶清理工
作，环卫工人加班加点收集、
清运落叶，全面提升道路环
境卫生质量。根据“树种不
同、落叶时量不同”的特点，
充分发挥机械化作业优势，
实行“机扫+人工”相结合的

作业模式，及时调整作业重
心，对落叶相对集中的路段
进行重点清扫、巡回收集、延
长作业时间、加大清扫频次，
对机械作业无法达到的区域
实行人工清扫，打包清理，大
大提高落叶清扫工作效率。

(通讯员 高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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