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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市市中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根据枣庄市市中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的提请，于2023
年3月18日任命：

陈晓宏为枣庄市市中区人大常委会财政经济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于爱国为枣庄市市中区人大常委会光明路街道工作室副主任。
现予公告。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3年3月18日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十八号

枣庄市市中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根据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院长胡远明的提请，于2023
年3月18日任命：

田始峰为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副院长；
李国跃为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税郭人民法庭庭长；
朱永辉为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副庭长；
李忠芳为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
现予公告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3年3月18日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十九号

枣庄市市中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根据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冷建明的提请，于2023年3月18日任命：
吕夫民为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免去：
孙益群的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黄 斌的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现予公告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3年3月18日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二十号

让乡村文化“留下来”，让文化空间“活起来”，让文化
名片“靓出来”。

近年来，市中区大力加强基层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积极
统筹全区各类公共文化设施和社会资源，紧扣乡村文化振
兴，积极打造有温度、有热度、有高度的新型公共文化空
间。在传承本地区特色文化上有手段，在满足群众精神需求
上有方法，在夯实公共文化服务基础上有力量，让群众在家
门口享受到优质、个性化的公共文化服务。目前，市中区有
10 家文化驿站建成并投入使用，另有 4 家文化驿站正在建
设。

突出特色挖掘，让文化驿站 “实” 起来。为使优质公
共服务资源向乡村、基层扩展延伸，市中区积极探索公共文
化空间建设新路径。从大部分村级文化阵地不能独立于办公
用房之外、文化中心面积不达标、功能室功能不齐全、免费
开放政策执行不到位等实际问题出发，市中区文化和旅游局

多次与镇街协调沟通，利用闲置的村居、民房，整合资源，
重点打造以孔子学堂、文化记忆馆、非遗展等为主要内容的
乡村社区“文化会客厅”，开展文化展示、非遗传承、公益
培训等多元化、多层次的特色活动。按照统一标识设计、调
配资源、规范服务进行管理，并形成“2+N”的公共文化空
间服务网络，即：2个镇级龙头阵地+N个村级综合性文化
服务中心，不断扩大服务覆盖面，增强基层公共文化影响
力，切实让文化成果惠及群众。

把准功能定位，让文化服务“动”起来。市中区每一家
文化驿站都是一个小剧场、小课堂和文化沙龙的分享交流平
台。古色古香的建筑，朴实温馨的民宿氛围、统一规范的孔
子学堂，体现出文化驿站兼顾观赏性和实用性。作为基层文
化阵地的有效补充，文化驿站设施新、功能强、场地大，能
够吸引更多文化需求高的群众前来进行文化活动，把公共文
化服务做成内容生动、形式互动、群众参与的文化分享会，

真正在思想上交流互动，在精神上深层体验，享受公共文化
带来的魅力。文化驿站开放以来，开展了国学小课堂系列活
动、“视频直播家乡年”——鲁南花馍过大年非遗直播、鲁
南花馍十二生肖面灯制作、书画作品交流展、少儿美术公益
培训、沙龙交流会等活动300余场次，直接参与群众2000余
人。

赋能乡村振兴，让文化推广“卷”起来。依托文化驿
站，市中区曙光一线（山东）传媒科技有限公司推出“村播
计划”，手机屏幕一头连着网红直播现场，一头连着广阔农
村市场，以网红直播带货促进村集体收入。目前，曙光一线
利用阿里巴巴村播销售等产品总销售额近 1000 万元。同
时，充分利用1878民国风情街成功创建省级夜间文旅消费
集聚区带动作用，网红“村播”走进光明广场、吉品街等消
费聚集区，开展形式多样的农产品线上直播与线下售卖有机
联动活动，以文化产业引领，进一步打造具有高附加值和竞

争力、影响力的特色文旅产业，带动农民致富增收。
创新传承发展，让传统文化“活”起来。市中区全面实

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的战略，依
托文化驿站非遗展室，全面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积极探
索非遗助力脱贫新模式，走出了一条“非遗+扶贫”的新路
子。市中区非遗助力脱贫成果经验被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
化遗产司推广。其中，齐村砂陶项目建设了齐村镇乡村振兴
产业示范服务中心，年产砂陶产品10万余件，年销售额500
万元，带动乔屯、杨岭、李岭等村共30户贫困户就业。齐
村镇炻陶博物馆入选首批山东省乡村（社区）博物馆。山东
玺东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被评为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
育实践基地。

(通讯员 付辉)

“文化驿站＋”，让公共文化服务更有看头！

今年以来，枣庄市市中区税郭镇认真贯彻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
意见》，坚持市场主导、防疫优先和绿色发展原
则，加快构建现代养殖、科学防疫、循环产业

“三个体系”，推动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目前，
全镇畜禽养殖量和肉蛋奶产量位居全区第一，
成功创建沙沟片区市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和市级
智慧农业产业园，该镇被评为省级农业产业强
镇。

坚持市场主导，加快构建现代养殖体系。
坚持科学规划发展，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研究
制定 《税郭镇农业产业发展规划 （2019 年—
2023年）》等规划文件，加强生猪、蛋鸡、奶
牛等良种培育与推广，稳步提升税郭镇畜禽产
品供应安全保障。注重发挥规模效益，统筹支
持解决畜禽养殖用地需求，整合零散设施农用

地建立养殖小区，引导养殖户稳步提高规模化
养殖比重，统一提供技术、防疫、营销等服
务，推进标准化规模养殖。增强风险抵御能
力，加强肉蛋奶市场行情信息共享，帮助养殖
企业增强市场预判，合理安排生产，引导辖区
100余家养殖场户为3.7万头生猪购买了保险。

坚持防疫优先，加快构建科学防疫体系。
压实动物防疫责任，建立健全畜禽养殖、屠
宰、贩运等人员信息备案，加强从业人员台账
管理，确保监管全覆盖、责任可追溯。镇畜牧
兽医站每周至少两次入户开展畜禽养殖生产、
疫病防控、无害化处理等各环节督导检查，全
面压实经营业主的防疫主体责任。加强技术指
导培训，镇畜牧兽医站配备工作人员，实行网
格化管理，针对养殖生产、疫病防控等不同环
节开展分类指导和技术培训。强化防疫服务保

障，每年组织开展春、秋两季重大动物疫病集
中免疫工作，推行“先打后补”，强化日常补
免，做到“应免尽免、不留空档”，全力做好创
建“无疫省”各项工作，并顺利通过了省畜牧
兽医局验收。

坚持绿色发展，加快构建循环产业体系。
推广绿色智能养殖，开展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
创建，推广绿色发展配套技术，创建市级龙头
企业3家，市级美丽生态养殖场6家。加强资源
循环利用，大力推广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统筹推进病死猪牛羊禽等无害化处理。延
伸畜牧产业链条，新引进了宠物食品企业，并
与招商项目企业洽谈合作，全力推进规模养殖
场、合作社、饲料、兽药和屠宰加工企业等抱
团打造全产业链。

解锁畜牧业振兴“密码”

(通讯员 曲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