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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曹县4月26日讯(记者
李德领) 近日，中国文物

信息咨询中心文创产业菏泽
示范基地曹县工作站揭牌，也
是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文
创产业基地在全国设立的第
一家县级工作站，设立工作
站、开发博物馆文化创意产
品，对传播博物馆文化，丰富
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增强博物
馆社会教育功能和可持续发
展能力具有重要作用，是博物
馆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促进

“馆藏文物活起来”的有效举
措。

菏泽的博物馆具有体系
健全、数量众多的优势。既有
国有博物馆，也有非国有博物
馆；既有综合性博物馆，也有
专题性博物馆；既有红色革命
纪念馆，也有民生类乡土记忆
博物馆。

在山东省文物局、菏泽市
文物局领导下，成立了全国第
一个市级博物馆文创产品联

盟，组织菏泽市博物馆、纪念
馆等15家文博单位建立合作
伙伴关系，充分利用馆藏资源
优势，不断开发新的市场。中
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文创产
业菏泽示范基地曹县工作站
正式成立，为中国博物馆文创
产业增添了一支新的有生力
量，为文博界文创产业开创了
一个新模式。

菏泽市文广新局局长吴
福华表示，菏泽文化创意产业
发展要逐步实现 “三个一”
目标：一是创办一个高规格文
创产业论坛，二是建成一个综
合性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三是
构建一个“互联网+”的宣传
传播平台。通过“三个一”凝聚
菏泽文化资源，让人们触摸到
菏泽文化，感受到菏泽文化，
真正让深藏在博物馆里面的
文物“活起来”、“动起来”，走
出“深阁”，走进百姓，切实打
通博物馆与社会大众沟通联
谊的“最后一公里”。

本报记者 李凤仪
通讯员 邹爱武

26日，齐鲁晚报记者从牡
丹区教育局获悉，牡丹区将对
全区教育资源进行整合调整，
21中南校区扩建，统一幼儿园
管理、解决牡丹区二完小和五
完小校舍不足问题……以便更
好地解决“入园难”和“入学难”
等问题，改善教学条件。

扩大城区教育规模

近日，牡丹区把区21中学
南校区附近拆迁后的居民用地
改为教育用地，对21中南校区
进行扩建，新增校园60亩，扩大
60个教学班规模。建成后该校
区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将到彻

底解决。
同时，整合闲置教育源，

扩大城区教育资源规模。菏泽
学院附属小学原在老城区，后
搬迁到闲置的原菏泽师范学
校院内。该校闲置的校园则移
交给牡丹区，经过改扩建后，
分别交给牡丹区二完小和五
完小作为分校使用，以缓解这
两所小学校舍不足的问题。

另外，牡丹区还把位于城
区的菏泽三中整体搬迁出城
区，将该校交由小学办学使用，
弥补东部城区义务教育资源不
足问题。

牡丹区还整合棚户区教育
资源，增加城区学校建设发展
空间。抓住城区棚户区改造机
遇，合理规划预留学校建设用
地，为城区教育健康发展打好
基础。

近两年，已完成牡丹区长

城学校、第二实验小学、南苑小
学等8所城区学校建设，并规划
预留了10所学校建设用地，这
些学校将于今、明两年逐步启
动建设并尽快投入使用，确保
未来几年内不再产生新的大班
额问题。

提升学前教育办学水平

当前，由于教育资源的不
足和分布不均衡等原因，导致
很多群众的呼声最为强烈的就
是“入园难，入园贵”和中小学
校大班额问题。

对此，牡丹区把城区所有
教育资源统盘考虑，积极做好

“整合”这篇大文章，让城区各
类教育资源发挥最大效益，加
强中小学基础设施建设，全面
推进城区教育向“布局合理化、

规模适度化、条件均衡化和教
育优质化”的目标快速健康发
展。

牡丹区按照《山东省义务
教育条例》要求，认真贯彻落实

“教育三同步”制度，由区政府
将城区小区内规划建设的幼儿
园全部收回，无偿交由教育行
政主管部门管理，统一调配师
资、统一课程规划、统一教研管
理、统一评价机制，全面提升城
区学前教育办学水平，解决群
众反映强烈的“入园难，入园
贵”的问题。

整合职业教育资源

牡丹区将区属菏泽高级技
工学校和牡丹区职业中专“二
校合一”，选址组建高质量的区
职教园区，菏泽高级技工学校

腾出的校园用于牡丹区第21中
学扩容改造，职业中专腾出的
校园用于牡丹区第22中学扩容
改造。

通过资源整合，在实现职
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同时，也
优化了城区基础教育资源配
置，实现了基础教育与职业教
育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同时，整合民办教育资
源，创新城区教育办学体制。

牡丹区创新投融资体制，
加大PPP项目招商力度，吸引
社会力量兴资办学，先后吸纳
社会资本投资8亿余元，建设
了菏泽外国语学校和牡丹区
国花学校两所十二年一贯制
学校。

通过民办公助、公办民助
等多种形式，实现公办教育和
民办教育的优势互补、共同发
展。

21中南校区扩建，菏泽三中整体搬迁出城区……

整整合合资资源源，，盘盘活活牡牡丹丹区区教教育育““一一盘盘棋棋””

本报菏泽4月26日讯(记者
李德领) 26日，齐鲁晚报

记者从菏泽市文广新局获悉，
近日，昌邑故城址考古勘探工
作正式开始。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菏泽市历史与考古研究
所、巨野县文物管理所联合组
队开展考古勘探工作。

昌邑故城遗址位于巨野
县大谢集镇昌邑集村，北距巨
野县城27公里，西南距成武县
城30公里，东南距金乡县城19
公里。彭河从城址的北部穿
过，巨野至成武公路纵贯城址
中部，前昌邑、后昌邑、城角
刘、侯花园等村庄坐落其上。

昌邑，春秋战国时期为
邑，秦时设县，西汉时期为郡
治。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年)，
分梁地，置山阳国，封梁孝王
之子刘定为王。从此昌邑城成
为王都。汉武帝建元五年(前
136年)，改山阳国为山阳郡。
天汉四年(前97年)，山阳郡改
为昌邑国，封刘髆为昌邑王。
刘髆在位十一年，死后葬于巨
野县红土山(1977年对该墓进
行了考古发掘)。后元元年(前
88年)，刘贺继位。汉昭帝元平
元年(前74年)，昭帝驾崩，因
无子嗣，刘贺被征为帝(后被
废为海昏侯)。汉宣帝本始元
年(前73年)，改昌邑国为山阳
郡。至东汉，改为兖州刺史部。

战国至魏晋时期，昌邑是
重要的交通要道和冶铁贸易
中心。西汉时期，是当时全国
49处从事铁器生产的官办工
业中心之一。元末明初，昌邑
故城被湮埋于地下。

昌邑故城址1980年文物
普查时发现；1992年被山东省
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2013年被国务院核定
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次考古勘探工作主要
是以普探和重点勘探相结合，
详细了解该城址的范围、文化
性质、内涵及遗迹分布规律
等。期间，还要对昌邑故城址
的周边地区做拉网式的田野
调查工作，以期从聚落考古的
层面上来分析城址的形成原
因，为该遗址的保护规划方案
提供全面而又坚实的基础资
料。

昌昌邑邑故故城城址址考考古古勘勘探探正正式式开开始始 打打通通““最最后后一一公公里里””

让让馆馆藏藏文文物物活活起起来来

本报成武4月26日讯(记者
董梦婕 通讯员 刘蓝翔
胡引宗 马新民) 近日，

成武县纪委发出通知，决定实
施“九个严禁”，打好“四风”歼
灭战，确保风清气正过五一。

据了解，“九个严禁”为：严
禁用公款搞互相走访、送礼、宴
请等活动；严禁用公款接待走
亲访友、旅游等非公务活动人
员；严禁用公款购买节日礼品；
严禁用公款大吃大喝、旅游和
参与高消费娱乐健身活动；严
禁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和各种
有价证券、支付凭证、电子红
包、电子礼品预付卡等；严禁违
规参与带彩娱乐或各种形式的
赌博活动；严禁公车私用私驾；
严禁以任何名义滥发津贴、补
贴、奖金和实物；严禁借机大操

大办各类喜庆事宜。
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

组)和纪检监察组织要切实履
行“两个责任”，加强对党员干
部教育、管理和监督，严格执
行节日值班值守、公车入库停
放、执法执勤等公务活动用车
有关制度，坚持把纪律挺在前
面，形成整治“节日微腐败”的
强大攻势。

另外，成武县纪委将组成
10个督查组，集中检查和明查
暗访相结合，盯紧“四风”新动
向，认真研究对策，加大工作
力度，出重拳、下狠手，严肃查
处。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问题不管涉及到谁，发现一起
查处一起、通报曝光一起、问
责一起，不讲特殊、没有例外，
决不搞下不为例。

成武县纪委：

““九九严严禁禁””确确保保““五五一一””风风清清气气正正

工作人员正在昌邑故城址开展考古工作。(资料图)

本报菏泽4月26日讯(记者
李德领) 26日，齐鲁晚报记

者从菏泽市气象台获悉，未来
新疆地区有暖脊生成，菏泽气
温将迅速升高，未来三天内，
菏泽最高气温可达31℃。

25日，菏泽经历了乍暖还
寒的一天，26日，随着阳光的
出现，气温开始逐级回升。虽
然冷空气主力已经移出菏泽，
但仍还有小股冷空气影响菏
泽，今天菏泽气温回升缓慢。

未来新疆地区有暖脊生
成，29日-5月1日，菏泽气温迅
速升高，最高气温可达到30℃
左右，随之气温一路攀升，暖
意融融加上空气质量好，非常
适合户外活动和室内通风。预
计5月3日以前菏泽基本无降
水，天气干燥。

气象专家提醒：最近空气
干燥，紫外线照射较强，外出
要注意补水防晒；同时，昼夜
温差大，建议合理调整着装，

以防感冒。
据菏泽市气象台26日15

时发布预报，未来三天内菏泽
具体气温如下：26日夜间到27
日白天，晴，最高温度24℃，最
低温度8℃，西北风2-3级。

2 7日夜间到2 8日白天，
晴，最高温度28℃，最低温度
13℃，西南风2-3级。28日夜间
到 2 9日白天，晴，最高温度
31℃，最低温度14℃，西南风3
-4级。

今今日日起起，，天天气气唱唱““晴晴歌歌””
未来三天内，菏泽最高气温可达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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