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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湖西银山水厂银山段施工
现场，工人们正忙着铺设管道；在丁庄、
戴庙引黄灌区农业节水改造工程，刘口
引湖灌区节水改造项目施工现场，挖掘
机、人工紧张工作，清淤、测量、衬砌
……呈现出一派繁忙的景象。

今年以来，山东泰安东平县水利局
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工作部署，聚焦
重点、科学谋划、扎实推进，全县重大水
利工程有序开展。目前农村饮水安全
水平提升工程、引黄灌区农业节水改造
工程、重点中型灌区农业节水改造工程
正快马加鞭、有条不紊地进行当中，预
计12月底可全面竣工；水系联通及农村
水系综合整治项目已通过省级评审；引
黄补湖项目正积极推进中。

“喝上放心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这
不仅要解决农村人口有水喝问题，更要
巩固提高农村饮水安全水平。今年，东
平县计划投资2.53亿元，新建10.8亩州
城水厂和11.3亩湖西水厂，实施饮水安
全水平提升工程。该工程共新打水源
井25眼，新建清水池、加压泵房、管理设
施工程，铺设主管网 579km，新建检测
能力 43项指标的水质检测站 1处。项
目建成后，州城水厂可实现供水规模
1.3万m3/d，湖西水厂可实现供水规模
1.25万m3/d。该工程共涉及 11个乡镇
（街道），556个行政村，为方便建设管
理，加快项目实施，共划分三个片区，共
16个标段，其中建筑安装工程 12个标
段。该局全体机关人员下沉到一线，确
保每个片区有人抓，每个标段有人盯，
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坚持从严从实，敢
于较真碰硬，举全局之力，确保元旦前
全部完成建设任务。

东平县引黄灌区建设项目包括丁
庄引黄灌区和戴庙引黄灌区两部分。
该工程总投资2.4亿元，分2年实施。今
年已争取政府专项债1.36亿元，主要对
两个灌区实施渠道防渗加固、新建支
渠、改造渠首泵站、新建桥涵建筑物、信

息化平台、计量设备等。该工程采用设
计、施工总承包模式，设计队伍和施工
队伍同时进场。该局党组迅速召开指
挥部、设计方、施工方联席会议，冷静分
析形势任务，研究对策，迅速解决了戴
庙灌区干渠设计工作，施工机械和人员
迅速上阵，300 米标准段建设顺利推
进。丁庄灌区干渠工程清障难度、设计
工作量相对较小，被选定为迅速展开工
作的重点突破口。施工单位组织 13个
施工分队齐上阵，短时间内，机械、物
料、人员全部到位，并在第一时间施工
作业。该工程完成后将覆盖2万多亩的
农田，极大地增强引蓄水能力，增加农
业用水量，扩大引水灌溉面积，提高农
田灌溉效率和质量，为发展农业、实现
丰收奠定良好的基础。

今 年 7 月 ，东 平 县 计 划 总 投 资
3873.11万元，实施二十里铺引湖、南城
子引汶、刘口引湖三处重点中型灌区节
水改造项目。该工程累计上施工队伍
26支，施工人员 400多人，各类施工机
械 65台，根据总任务，各标段根据施工
能力进一步合理划分分段，挂图作战、
倒排工期、持续加力，推进工程建设工
作开展。截至目前，二十里铺引湖灌区

完成总工程量的40%，南城子引汶灌区
和 刘 口 引 湖 灌 区 完 成 总 工 程 量 的
30%。通过节水配套改造，可解决灌区
渠道损坏、设备老化、管理不完善等问
题，使灌区能够发挥灌溉、生态效益。

东平县计划总投资5.23亿元，实施
水系连通及农村水系综合整治项目。
一是对35条乡级河道进行清淤疏浚、生
态绿化和桥涵等配套设施建设，恢复、
疏通、提升东平县乡村河道排涝渠系，
构建起功能完善、工程优化、保障有力
的河湖水系连通格局。二是借助中小
河道治理成果，对跃
进河、汇河水系通过

“点、线、面”相互结
合，利用二十里铺干
渠、胜利渠调引东平
湖和大汶河水，补充
支流河道和连接塘
坝、坑塘水量，进一
步涵养地下水源，形
成绿色通道和生态
水系“双走廊”，打造
成一条供人们休闲
游玩的生态景观长
廊。三是将水系连

通与农村水环境综合整治项目、河长制
湖长制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河
长制湖长制工作机制和平台功能，彻底
根除河道内“四乱”，进一步明确河道管
理范围，全县统一规划，有效解决防洪、
除涝、水质恶化等问题，突出“水润东
平”底色，构建“河畅、水清、岸绿、景美”
水系生态环境。目前该项目已通过省
级评审，并将于2021年实施。

引黄补湖项目是东平县开发利用
地表水资源、变水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
的关键项目，也是东平县今后城乡供水
的“源水”工程。该项目由东平县水利
局牵头，协调山东黄河河务局、东平湖
管理局共同推进。根据审批权限，经多
次磋商，确定闸、渠分开实施，占压二级
湖堤的桑园闸由国家黄委审批，配套引
水渠道由地方审批。东平县水利局积
极与维稳办、国土、林业、环保、水产、景
区管委对接协调，目前前期手续方面已
全部完成，将开展施工公开招标、政策
性贷款等工作。由东原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与山东黄河东平湖工程局共同组
建的东平湖泊水务有限公司已经成立，
现公司注册、账户设立、组织架构、税务
登记等事项均已完成。截至目前，配套
引水渠道依托引黄灌区农业节水工程
正在实施，桑园闸工程正积极筹集建设
资金。 （李 平）

天空澄碧，纤云不染。在祖国 71
周年华诞盛典之后，安徽明光酒业迎
来厂庆纪念日。日前，明光酒业成立
71 周年庆典在明酒广场盛大开幕。
明酒人欢聚一堂，共同庆祝明光酒业
71岁生日。

明光酒业的发展离不开祖国的
照拂。庆典当天，明光酒业举行了升
旗仪式。国旗冉冉升起，明光酒业全
体员工的目光随着国旗的升起而移
动，庄严且肃穆，表达了对祖国无限
的热爱和感恩。

明光酒业党委副书记庞宗生作
为庆典主持人，宣布了明光酒业 71周
年庆典正式开始。首先，明光酒业党
委书记王振爽上台致辞，代表明光酒
业党委向为明酒 71 年倾注毕生心血
的老领导、老一代明酒干部和职工表
示崇高的敬意！

明光酒业党委书记王振爽从“明

光酒的历史、明光酒厂党组织机构变
迁、明光酒业党委成立以来开展的工
作”三个方面阐述了明酒党建工作的
历程。并表示 2020 年是全面实现小
康社会收官之年，也是明光酒业发展
和党建工作“上台阶、提水平”的关键
年，公司全体党员一定要紧紧围绕公
司生产经营这个中心，全面推进党建
工作，全面实现“企业强、党建强”的
目标，以优异的成绩向建党 100 周年
献礼！

明光酒业工会主席余一清在庆
典上简要回顾了工会工作，对近年来
工会的工作进行了小结，表示下一步
将强化工会自身建设，提升工会的整
体工作能力和服务水平，切实解决员
工实际困难，了解员工的期盼，激发
全体员工的工作热情，并倡导员工关
心企业，积极为企业提供合理化建
议，围绕企业党政重点工作，为加快

企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明光酒业总经理巩建也发表了

重要讲话，从“明光酒悠久的历史和
深厚的文化底蕴”“2020 年前三个季
度的工作回顾”“大干四季度，为明酒

‘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明光酒业
未来发展展望”四个方面简要回顾了
明酒 71 年的风雨历程。

坚持“两手抓”“两不误”，勇于
践行社会责任。在新冠疫情的影响
下，按明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要求，
明光酒业实现 2 月 11 日酿酒车间在
全市率先复工复产。截至 2020 年 9
月，实际投入技改资金超亿元，重点
对生产基础设施、厂容厂貌进行全面
改造。

在 2020 年前三个季度工作回顾
中，明光酒业总经理巩建向明酒员工
传递了企业积极参与各项社会公益
活动的爱心精神，为援鄂医护捐赠物

款，为学校捐赠空调，为抗洪救灾捐
资助力，为乡镇养老院购置空调、电
视机、电风扇等，赞助滁州市朗读者
爱心公益协会中秋诗文主题晚会，冠
名各类文体活动。

展望未来，巩建表示，产品品质将
成为决定企业发展的核心关键。公司
近五年之所以投入巨资搞技改，就是从
源头上、各个环节上把控品质，确保产
品质量，以获得消费者的认可，为品牌
注入源源不断的增长动能。想客户所
想，急客户所急，将服务做到极致，才能
维护好企业形象，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
立于不败之地。

2020 年 是 明 光 酒 业 建 厂 71 周
年，也是明光酒业再展宏图、再创佳
绩的一年，更是明酒“十三五”规划圆
满收官的一年。未来，明酒人将会不
遗余力地贡献智慧和力量，为消费者
提供品质更佳的明光酒！ （俟 名）

在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媒介向来扮演着重要角色。
随着传媒技术的更新迭代，人工智能和媒体深度融合，
新媒介正全方位地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推动新的
社会实践，形成新的社会连接，也为传统文化在当下的
传承转化提供新助力、带来新挑战。鉴于此，有必要梳
理当下新媒介助力传统文化传播的经验，为推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借鉴和启
示。

连接：建构集体记忆，增强社会认同感和归属感

媒介是信息保存和传递的载体。从最初的结绳记
事，到后来的竹简刻字、雕版印刷，直至现代媒介的诞
生，人类的集体智慧通过媒介得以跨越时空，代代相传，
从而推动文明不断发展。电子计算机的问世揭开信息
化社会的序幕，移动传媒和人工智能技术结合生成的数
字文化更是将人类推进新媒介时代，信息的传播容量不
断扩充、传播速度不断加快，古老的传统文化迎来传播
和发展的新契机。

通过数据化存储、可视化呈现、便捷化传送等方式，
新媒介可以更立体地建构文化记忆，推动传统文化在时
间和空间的传承。从时间层面来看，新媒介传播引导人
们回望历史，探寻民族文化源流，增强文化自信；从空间
层面来看，新媒介主导下的信息传送无远弗届，能有效
地覆盖到更广阔的领域，提升人们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
感。比如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尝试构建中华文明
的视频索引，选择 100 件最能代表中华文明的文物，用
100 个 5 分钟，梳理从新石器时代到宋元明清长达数千
年的中华文明历史，讲述动听的中国故事，吸引人们聚
焦文物，聆听来自历史深处的召唤，感受中华文化的博
大精深和璀璨魅力。

再造：以现代文明转化传统文化，使之适应现代生活

从传播媒介角度来看，传统文化主要附着于书写媒
介和印刷媒介，信息传播往往遵循从上向下流动、从中
心向边缘辐射的路径，传播形态多是线性的、单向的、有
级差的。而新媒介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其传播路径呈现
出多样、平面、互动等特质。新媒介和传统文化的交互
相融，会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生
成新的文化因子。

这种转化既包括外在形式的改变，也包括内在精神
的更新。如近年来依托于微信、微博、短视频等新媒体
平台，兴起传统服饰热潮，传统服饰之美得以向大众展
现。古代服饰原本具有社会符号性，宽袍博袖、衣长委
地，多是远离社会生产劳动的古代贵族生活方式的体
现，而今天活跃于各新媒体平台的“汉服圈”并不含有传
统服饰中的等级意味。“网生代”积极推动传统服饰文化
的改良和创新，如衣服袖子更窄、衣摆更短、穿搭更便
利，等等。这种创新反映出青年群体面对传统文化的自
信和包容，他们发挥“为我所用”的主动性，对汉服形制
进行改造，使之更适应现代社会的节奏，展现出当代青
年积极开放、共享合作的精神风貌。

落地：打通历史与现实，增强优秀文化接受体验

借助人工智能、5G、大数据等新兴科技，新媒介擅长创造拟态环境，
为人们打造出一个和现实时空相平行的媒介时空。尤其伴随移动传媒
的扩张布局，媒介与人的伴随性大大增强：等车时、吃饭时、跑步时……
这些日常碎片化的时空都充满媒介。现实与虚拟之间的界限渐渐消
弭，人们已习惯了媒介的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新媒介全面进驻人们的生活空间，也为传统文化重回日常生活带
来契机。传统文化源于古人日常生活，当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孕育了
传统文化的生活空间大多随之消逝。而新媒介打通了历史与现实、过
去和现在之间的屏障，让人们能重新看见、听见、触摸到传统文化，给人
们带来沉浸式体验。比如，故宫博物院推出“发现·养心殿：数字故宫体
验展”，开发“穿搭服饰”“鉴赏多宝阁”等，通过 VR 游览，让游览者在虚
拟空间和现实空间中自由穿梭，历史画面与现实画面交织回旋，电影蒙
太奇般的叙事带给游览者身临其境的体验。这种数字体验让人们在日
常生活中通过媒介瞬间切换到数字空间，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之美，涵
养性情，滋润身心。

扎根：融入大众日常生活，提供文化滋养和精神养分

新媒介建立了无所不在的新连接，为优秀传统文化充分融入日常
生活提供了强大的工具。博物馆、美术馆、历史古迹、非物质文化遗产
……只要人们有兴趣去了解，就可以轻松地通过新媒介获取相关信
息。今年，多家博物馆开通“云游”直播服务，人们相聚“云”端，共走丝
绸之路、看敦煌的鸣沙山月牙泉、观故宫的花开花落、赏苏州的灰瓦白
墙，人们在数字云端分享心得、交流体会，感受到参与其中的快乐。如
今，这种触手可及的文化在线活动越来越多。

线上互动还会转换为线下活动。近年来，通过新媒介的有效传播，
传统文化越来越深入地编织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来。比如，为传播北
京中轴线文化遗产，多家联合启动“环球云赏北京中轴之美”直播，吸引
全球2.5亿网民共赏中轴线美景，同时推出“非遗+旅游”等多条线下“攻
略”，让人们切实可感地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人们从云端相聚转为线
下相约，共同漫步中轴线，听京韵京腔，走老城胡同，觅得一方宁静和谐
的天地，感受身心的放松和彼此陪伴的温馨。在这个过程中，媒介不仅
仅是传统文化的载体，还是人和人之间的沟通纽带、情感纽带，从而释
放出传统文化中热爱生活、尊重自然、守望相助等宝贵的精神元素，为
现代社会提供有益的文化滋养和精神养分。

新媒介的介入让传统文化不再仅仅是停留在纸面上的文化遗产，
而是“活”起来、“动”起来的文化生命，助推传统文化实现当代转化和发
展，激发生命力，使其成为引导现代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

（李汇群）

东平重点水利工程建设跑出“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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