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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拥抱新媒体，加快媒体融合

220000余余名名媒媒体体人人来来高高新新区区““取取经经””
本报济宁12月28日讯(记

者 孟 杰 ) 2 8 日 下 午 ，
MOUF 2018美视·大洋融媒
体峰会暨融媒体中心建设现
场会在济宁高新区举行。会议
以“新时代，新融媒，共赢未
来”为主题，200多名省内外媒
体人和业内专家齐聚，共同探
讨“中央厨房”媒体新融合全
方位解决方案。

在主题报告会上，与参会
专家和各位来宾一起，共同探

讨了“中央厨房”媒体新融合
全方位解决方案，介绍最新
FAST快融全媒体采编平台的
建设与应用，以及新一代集智
能化、IP化、云化为一体的最
新产品。同时，华为、精一、奥
视、洋铭以及二更学院等业内
知名企业也给大家带来了各
自的媒体融合解决方案和最
新产品，力助践行“要扎实抓
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更好
引导群众、服务群众”明确目

标。
本次大会还邀请了传媒

新业态运营机构和业内著名
专家学者与大家互动，共同探
讨在瞬息万变的全媒体环境
下，创建适合各区域媒体特点
的融合媒体高效运营及盈利
模式，实现内容与技术的“相
融”之道。

“在主题报告会中，TUT
顾问公司的杜华峰专家带来
的《互联网思维与新时代媒体

经营创新》很实用，可学习之
处很多。”来自日照市莒县广
播电视台技术保障部主任王
冠华称，这次活动他们共来了
7名媒体从业者，主要是想和
业界的专家同仁们就融媒体
中心的建设进行学习和交流。
在参观了济宁高新区融媒体
中心后，王冠华坦言收获更
多。

据了解，在内容构建上，
该融媒体中心整合了济宁高

新区电视台、《蓼河先声》(济
宁国家高新区报)、《蓼河畔》
杂志、“济宁高新”官方微信公
众号及官方微博、济宁高新区
官方网站多个媒体平台，建立
起了一中心(媒体调度中心)，
九平台(区报、杂志、微信、微
博、电视、广播、网站、网易直
播、新闻发布会)，即“一报一
刊两微两台两网一发布”的全
方位立体宣传平台，打通了基
层宣传的“最后一公里”。

本报济宁12月28日讯(记
者 晋森 通讯员 路笃书)

日前，市委市直机关工委、
市慈善总会联合发出通知，决
定2019年春节前继续在市直
困难干部职工范围内实施慈
善精准扶贫“情暖万家”救助
活动，对市直困难干部职工进
行临时救助，助他们度过一个
欢乐祥和的新春佳节。

此次慈善救助活动，拟对
100户市直各部门、单位中因重
大疾病、突发性灾害、重残等致
贫的特困职工家庭实施慈善救
助，每户发放一次性慈善救助
金2000-3000元。救助对象限于

在职干部职工本人及其配偶、
子女(已纳入元旦、春节期间政
府救助范围内的除外)。

符合条件的特困干部职
工直接向所在单位提出书面
申请，各部门、单位原则上限
申报1名救助对象，经调查核

实后，于2019年1月10日前报
市慈善总会审查。市慈善总会
审核认定后，由市慈善总会通
过走访慰问、本人领取、举行
发放仪式等形式，于春节前将
慈善救助金全部发放到受助
特困干部职工手中。

本报济宁12月28日讯(通
讯员 胡荣奎) 日前，在嘉
祥县范围内推广试行的鲁担
惠农贷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纸坊镇完成了首笔贷款，为
有效破解现代农业担保难、
融资难提供了新的路径。

近日，在农业银行嘉祥
县支行个贷中心，纸坊镇东
纸坊村种植大户马登振通过
办理“鲁担惠农贷”一次性拿
到了20万元的流动资金，解
决了生产发展之需。

鲁担惠农贷是山东省政
府为促进乡村振兴、加快现
代农业发展而推出的一项惠
农政策贷款，主要面向农村
区域的种养殖大户，凡是经

过建档立卡符合条件的家庭
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农业适
度经营规模主体均可申请贷
款，并由山东省农业发展信
贷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贷
款担保。对此，纸坊镇政府高
度重视鲁担惠农贷的推广工
作，将鲁担惠农贷作为促进
农业新六产发展的有利措
施，成立了工作专班，加快推
进鲁担惠农贷款的试点工
作，为打通金融资源流向农
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的最后
一公里而不懈努力。

截至目前，纸坊镇已累
计受理鲁担惠农贷申请300
余万元，发放贷款资金40万
元。

济宁市慈善总会救助百户市直特困职工家庭

每每户户最最高高发发放放33000000元元救救助助金金
嘉嘉祥祥纸纸坊坊镇镇成成功功办办理理

全全县县首首笔笔鲁鲁担担惠惠农农贷贷

太白湖新区这支“草根”社区艺术团，登上全国中老年电视春晚

3300多多位位““大大龄龄明明星星””圆圆了了春春晚晚梦梦

参加社区文化团
从未奢求“走出去”

24日下午，许庄街道综合
文化站4楼的戏剧排练室内传
来阵阵激动人心的音乐，吸引
了不少居民驻足观看。“红军

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
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
礴走泥丸……”只见30余名身
着各式服装的中老年演员们
在排练场上舞动着手中的道
具，排练得热火朝天。他们中
有的扮演高举红旗的旗手，有
的扮演吹长笛鼓舞士气的战

士，还有的扮演身负重伤的红
军……伴随着风吹雨打的背
景音乐，他们或匍匐前进或深
陷泥潭或相互扶持，分秒将人
代入昔日的峥嵘岁月。

“马上要去北京彩排了，
心里很激动，压力也很大！”京
杭佳苑社区58岁的刘晓冬在

舞蹈《红军不怕远征难》中饰
演女战士。她告诉记者，原来
每周一、三、五下午2点到5点
是日常排练时间。如今，每日
上午下午大家自行加紧排练。

“回家后一个动作对着镜子反
复练好多遍，再拍了视频传到
群里让同伴纠正。”刘晓东说，
为了把动作练得更标准，她总
是在夜深人静时加班练习。

“起初参加文化团只是想
在家门口乐呵乐呵，从没奢求
过能走出去。”刘晓东说，家里
人为了支持她的“演艺事业”，
如今一切繁琐的家务事都不
让她做。现在，在自己的影响
下，10岁的小孙女也开始参与
到文化站丰富多彩的活动中
来了。

克服多重困难
终登全国大舞台

58岁的孙中良谈起这次
的节目排练，直言最大的感
受就是人性化跟专业性。“受
伤的红军要匍匐向前，我们
都是老年人了，别说磕碰了，
突然趴在地上前进真是个大
困难！”孙中良说，为了更真
实还原红军长征的场景，在
动作设计方面进行了动作分
解。“先蹲下来后再趴在地
上，最后再用胳膊努力向前
挪动，既安全又合理。”他说，
熟练练习后，他们这些年过

半百的老年人演绎起受伤匍
匐前进的战士，舞台效果丝
毫不受影响。

太白湖新区许庄街道文
化站站长白书忠告诉记者，此
次成功被选为中国老年福电
视频道2019全国中老年电视
春晚节目的《红军不怕远征
难》，均由文艺宣传团自编自
导自演。“节目从设计动作到
最终成型历经一年多时间打
磨，光‘乌蒙磅礴走泥丸’这句
歌词，就涉及了演员深陷泥
沼，再由两名队员艰难拔出的
众多动作，而这些老年人如何
淋漓尽致的表现出艰苦真是
一个问题。”从找寻各个相关
视频到一个个动作实践，最终
将许多高难度动作结合老年
人的特点设计，既保护了老年
人安全又能让表演生动。

许庄街道文艺宣传团团
长张智清坦言，排练时团队克
服了不少困难。其中，许多成
员需要每天接送孩子或者照
顾老人，抽出时间异常困难。
但得知入选后，他们每天排练
从未有人请过假或迟到。大家
齐心协力就为了一起把节目
表演好，给全国的观众奉上一
场精彩的演出。张智清说，每
个人都可以上台演出成为最
好的自己，希望以后有更多的
市民加入进来，大家一起自编
自导属于自己的节目，带给更
多市民欢声笑语！

文/本报记者 马云雪 通讯员 骆青 图/见习记者 梁响 王飞

“再过几天就能登上全国中老年电视春晚的大舞台了，现在想想都觉得像在做梦！”24日，在许
庄街道文化站，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见到了前来排练的志愿者刘晓东和她的30余位搭档。明年
1月初，他们这支“草根”文艺宣传团将带着自编自创自演的舞蹈节目，登上全国中老年电视春晚的
大舞台。

30余名身着各式服装的中老年演员备战老年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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