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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勤的劳动终于等到了
收获的季节，滨州市消防救援
支队提醒广大群众，小麦收获
时节气温较高，在收获喜悦的
同时，也要注意防火。

1.成熟的麦地或打麦场里

不可吸烟。2.打麦场最好在位
于公路沿线的地块里设置。3.
打麦场不能设置在一起，应留
有足够的防火间距。4.打麦场
不可兼作囤积场所。5.进入田
间进行收割运输作业的联合

收割机和拖拉机应配备防火
罩和灭火器。6.电动机械严禁
使用裸露电线、挂钩线。7.打
麦场设置要远离电线、电缆。
8.打麦场上应因地制宜配备必
要的水缸、水桶、铁锨、扫帚等

灭火器材。9.收获后的麦秸严
禁在道路上堆放，教育好孩子
不要在附近随意玩火。10.麦
场一旦发生火灾，应迅速开辟
与其他麦场之间的隔离带，并
对临近可燃物进行喷淋。

小麦收割季开发区消防下乡进田宣传防火
记者 刘萍
通讯员 何芹芹 报道

晨报滨州6月15日讯
为切实做好小麦收割期间消
防安全工作，预防和减少麦
收火灾。近日，开发区消防

救援大队深入田间地头，宣
传消防知识，送去“平安符”。

在田间地头，宣传人员
为正在辛勤劳作的农民送上
防火注意事项宣传彩页，对
麦收火灾发生特点和规律进

行讲解，提醒广大农民群众
加强麦田收割机、机电设备
的维护保养和日常检查，杜
绝在田间、麦场等地方吸烟、
燃烧秸秆和使用明火，确保
麦收期间火灾形势稳定。

麦收防火谨记这十个“注意”

沾化消防检查
危化品重大危险源企业

记者 刘萍
通讯员 何芹芹 报道

晨报滨州6月15日讯 为加强辖区危
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消防安全监督管理，
防止危险化学品事故的发生，6月9日，沾
化区消防救援大队深入辖区危险化学品
重大危险源企业开展消防安全检查。

检查过程中，检查人员重点对各单位
的防雷、防静电、用电设备是否符合防爆
要求，消防设施和灭火器材配备是否完整
好用，员工是否经过消防安全培训等内容
进行检查。针对现场情况，检查人员督促
消防安全责任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加强
对消防器材及设施的管理，严格落实内部
防火检查、巡查，确保企业消防安全。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滨州系列活动丰富多彩

刺绣草编布老虎 这里的非遗有看头

沃云奇大型购物中心
强势入驻金地购物广场

火爆招商中

现面向滨州招聘以下人员：
超市管理人员：要求大学本科

学历，有一定的管理经验，有管理
超市经验者,有团队者优先

营业员：25-35周岁，女，高中
以上学历，超市工作者优先

以上岗位工资面议

报名电话：0543-2216557
地址：黄河十六路渤海二路交

叉口东金地购物广场

滨州精武体育会参与
“百年传承·精武之路”
高峰论坛

记者 彭翠翠 通讯员 顾红红 报道
晨报上海6月15日电 今年是上海精

武体育总会建会110周年，6月13日全国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天，上海精武体育
总会举办“百年传承·精武之路”高峰论
坛。滨州精武体育会会长、滨州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二郎拳代表性传承人陈安记应
邀参与。

会上，上海精武体育总会举行了《精
武志》筹委会和精武博物馆筹委会的揭牌
仪式，并举办了“精武世遗研究与申遗”、
精武文化工程《精武志》、“精武学堂”国际
文化之路以及“精武文化资源研究与保护
利用”的签约仪式。

“二郎拳已经成功申请成为山东省非
遗项目，经过几代传承人的精心传教，在
山东滨州、菏泽、聊城等地得到很好的发
展。”陈安记会长说，这次上海论坛的举
办，给二郎拳的推广提供了很好的学习交
流机会，对推动精武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
极的作用。

近年来，滨州精武体育会得到上海精
武总会的大力关怀和帮助，在弘扬、传承、
发展和推广武术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目前，成功举办“滨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武术比赛”“中国第一牛县首届武术比赛”

“首届惠民兵法城武术比赛”等盛大活动，
精武少年武术课程走进校园、社区、企业，
培养了大批青少年武术爱好者。文/图 记者 任凯

实习记者 陈景英
通讯员 范洪水

晨报滨州6月15日讯 初
夏时节，滨州沾化，热浪滚滚，
一台台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金
灿灿的麦浪里，一垄垄麦子被
机器吞进“肚”里，机舱门一
开，一条“金带”飞流而下，村
民们的朗朗笑声飘荡在田
野上。

“亩产550公斤，又是一个
好年景。”沾化区泊头镇南徐
村65岁的徐效利老人蹲在地
头，品味着甘甜的麦粒，丰收
的喜悦流露在饱经风霜的
脸上。

“三秋不如一麦忙，三麦
不如一秋长。”这是过去对麦
收和秋收的真实写照。“累得
脱了层皮。”这曾是麦收过后，
农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从过去的苦战“三夏”到
现在的机械化收割，农民经历

了“下地告别镰，麦收五七天，
‘三夏’变‘两夏’”的“亮丽”
转身。

沾化区机收面积达36万
亩 ，占 小 麦 种 植 面 积 的
99.65%。一批农机大户和农
机合作社赚了个盆满钵满，农
户、家庭农场等种植业主尝到
了农机带来的方便、快捷。

一台台联合收割机开过
之后，留下的是一片片10厘米
左右的麦茬，紧随其后的免耕
播种机在麦茬的空隙处播种
上了玉米。

为缩短夏收、夏种时间，
今年麦收期间，沾化区15万亩
麦田推广保护性耕作技术。
采取小麦联合收获-小麦秸秆

覆盖地表-免耕施肥贴茬播种
机播种玉米“一条龙”作业，使
夏收、夏种一次完成，“三夏”
变成“两夏”。

“采用保护性耕作实现
‘三增三节一保护’，每亩可以
增加收入200元左右。”沾化区
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主任
张玉忠说。

“现在好了，自打用了小
麦联合收割机和保护性耕作
技术，几天工夫连收带种，地
里的活根本用不了多少人手，
光我一个人就绰绰有余。”谈
起种田的变化，大高镇流钟村
妇女李姗姗一脸的高兴劲。

“前几年,45亩地前前后
后得忙活1个月。现在，不到
两天工夫收、种全完活，还感
觉很轻松。农机收种‘一条
龙’模式，可真让咱老百姓收
麦、种粮，省时、省力、节支又
增收！”徐效利掰着手指高兴
地算着节支增收账。

文/图 记者 彭翠翠
通讯员 顾红红

晨报滨州6月15日讯 为
庆祝“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6月
11日，在无棣县文化中心启动
2020年滨州市“6·13文化和自
然遗产日”活动后，6月13日当
天，滨州市文化馆还举办了丰
富多彩的滨州非遗系列活动。

6月13日，滨州市文化馆、
滨州市非遗保护中心、滨州市
美术馆联合滨州市非遗保护
协会、滨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
推出此次“绣美民间·滨州市
美术馆馆藏鲁北民间刺绣作
品展”。此展览是继“美在民
间·滨州市美术馆馆藏鲁北民
间剪纸作品展”之后，又一次
具有代表性的、较高艺术水准
的民间美术作品展。展览旨
在向全社会展示滨州市文化
馆、滨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中心、滨州市美术馆在挖
掘、整理、收藏鲁北民间美术
作品的工作成果。

鲁北民间刺绣技艺源远
流长，又称“剟花绣”“插花”
等，有着鲁北地区特有的质朴
粗犷、造型夸张、色彩艳丽的
地域特色，富有浓郁的生活气
息和浓厚的文化色彩。此次
展出的百余幅绣品，年代由晚
清至20世纪80年代，包括生活
用品、民间服饰两大类，有枕

面、枕头花（枕头顶子）、床围、
屋帘等。希望通过此次展览，
让全社会对鲁北民间刺绣有
更多的了解和认识，增强重
视、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
意识，保护、传承来自民间的
宝贵文化遗产，让来自民间的
文化瑰宝绽放出永恒的光芒！
本次展览将持续一个月之久，

时间很充裕，欢迎随时观看。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

天，滨州市文化馆还举办了
“遗产日里说非遗·直播平台
交流活动”。滨州市文化馆特
邀请了博兴草柳编王贵芝老
师，程派高式八卦掌省级代表
性传承人肖军老师，芝麻酥糖
第五代传人常东磊老师到现
场，分别与大家分享了非遗产
品电商平台运营，传统武术类
非遗项目的发展、传承与挑
战，传统饮食类非遗项目的发
展状况与食品安全等话题。

活动现场，滨州市文化馆
还特意为小朋友们准备了“匠
心巧手·童心绘虎”环节。布
老虎传承人刘清华为小朋友
们准备了大量未上色的布老
虎胚子，供小朋友们自由发
挥，尽情涂鸦。

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活动精彩纷呈，大家学习
非遗知识的同时，还收获了满
满的快乐。

联合收割机在麦田里忙碌。

今年沾化小麦机械化收割程度高

45亩地过去忙活1个月 现在用不了两天

小朋友给布老虎胚子上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