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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牡丹区

本报讯（通讯员 郜玉
华 翟军帅 顾文雅） 日
前，在牡丹区小留镇李效普
非遗面塑馆，核桃面塑作品

《群星祝寿》让参观者叹为观
止。在直径 3.5厘米的核桃
壳里，有 20个高度约 5毫米
的小面人，十分精细，堪称艺
术精品。《群星祝寿》《八仙过
海》《西游记》等这些核桃面
塑作品以其小巧玲珑、生动
传神等特点备受面塑爱好者
喜爱收藏。

近年来，牡丹区依托非
遗、“老手艺”等传统技艺，
着力发展文创产业，通过加
大扶持力度、开展技能培
训、培育手造企业、推广“产
品+电商+旅游”等举措，加
快推动文创产业不断出新、
出圈、出彩，为经济发展注
入新活力。

大熊猫“和花”成为动物
界“顶流明星”，大熊猫 IP效
应也带动相关文创“出圈”。
胡集镇的菏泽向日葵工艺品
有限公司研发人员结合当地
非遗裘皮技艺，采用真毛皮
和新工艺制作的等比例仿真
熊猫，毛发质感、外形重量以
及填充物的手感都非常接近
真实熊猫，使古老的裘皮技
艺焕发出新的光彩，上市后
备受青睐，通过电商平台销
往全国各地和国外市场。

牡丹区以牡丹而知名，
围绕牡丹主题，当地文创研
发人员开发出了牡丹瓷、骨
雕牡丹、根雕牡丹等更加多
元化的产品，成为游客喜爱
的旅游商品。天香国杰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生产
牡丹瓷，用优质白瓷土为原
料，纯手工加工成姿态万千

的牡丹花，再经过素烧、施
釉、上彩等10余道工序制作
而成，通过将牡丹文化与陶
瓷文化结合，让美丽牡丹花
绽放瓷上。目前，该公司正
研发生产发簪、戒指以及香
薰系列等一些“小而精”的
牡丹瓷产品，更方便游客携
带。

截至目前，牡丹区已培
育建成10多家“手造”规模企
业、360余个“手造微工厂”。
研发生产出牡丹相关文化创
意产品300多件，涵盖了传承
创新、工业设计、创意陶琉、
包装设计等多个类别，带动
当地近3万名村民就业增收，
从业者年均增收5万元左右，
进一步提升了传统产业附加
值，塑造了“牡丹文创”品牌
形象，促进了文创产业和文
旅产业的融合发展。

““牡丹文创牡丹文创””为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为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近日，牡丹区黄堽镇卫生院组织医护人员为辖区内群众进行健康义诊。特别
是对夏季易发的中暑、头晕、腿脚扭伤等情况，向村民免费发放中药，现场为群众
推拿，讲解预防常识。同时，医生还对常见慢性病、多发病的预防和治疗进行讲解
宣传，有针对性地向村民提出相应的医疗指导和建议，深受好评。

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 郭卫东 通讯员 孙丹丹 摄

本报讯（通讯员 郜玉
华 蒋硕 宋杰） 日前，由
中共牡丹区委宣传部、共青团
牡丹区委员会、牡丹区文学艺
术界联合会、牡丹区社会科学
界联合会、牡丹区教育和体育
局联合开展的“弘扬民族精
神 科技筑梦未来”主题阅读
暨征文活动启动，旨在引导青
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让青少年在书香浸润中获取知
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进一
步践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该征文活动通过阅读红
色文化经典故事，重温革命先
辈英雄事迹，引导青少年感悟
烽火岁月中永不磨灭的家国情

怀，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
精神；通过阅读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读物，引导青少年传承弘
扬优秀传统文化，自觉延续文
化基因，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
心和自豪感；通过阅读科普读
物，培养青少年科学意识、科学
思想、科学精神，全面提高科学
文化素养。

据悉，主题阅读暨征文活
动设有小学低段组、小学高段
组、中学阶段组三个组别奖项，
获奖者将获得荣誉证书和相应
册数的图书等。另设优秀指导
教师奖、优秀组织学校奖，其
中，对优秀组织学校分别奖励
价值1万元至8万元的名社优
质图书。

本报讯（牡丹晚报全媒体
记者 郭卫东） 记者从牡丹
区吴店镇相关部门获悉，该镇
零工驿站自2022年成立以来，
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了求职
登记、信息发布、政策咨询等

“一条龙”服务，先后帮助群众
就业5万余次。

吴店镇成立零工驿站，旨
在为一些寻求短期工作的群
众提供一个集中的信息源。
每天早晨五点钟左右，零工驿
站的志愿者们就开始了一天
的忙碌，他们召集务工群众，逐
一收集信息，对求职信息、企业
招工信息等进行更新发布。
这些零工信息，涉及建筑工程、
家政服务、物流搬运等多个领

域。对于用工者来说，通过驿
站的规范管理和信息整合，可
以直接从零工驿站查看求职
信息，快速找到合适人选，提高
用工的效率和质量。

近年来，吴店镇政府高度
重视零工驿站的建设和运营，除
了为求职者提供临时休息、饮
水、充电等服务之外，还为零工
驿站配备了专业的工作人员，为
大家提供就业政策的咨询和职
业技能的提升等多项服务。

下一步，吴店镇将结合实
际情况，继续整合各类优质资
源，针对不同群体、不同需求的
群众，提供多元化的就业项目、
就业服务，助力更多村民就业
增收。

本报讯（牡丹晚报全媒
体记者 郭卫东）“没想到
这么简单，我只按要求填写了
一张表格，交了一套材料，我
申请的备案凭证就办好了，你
们的办事效率太高了！”近日，
牡丹区南城街道居民张先生
来到牡丹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政务服务大厅，在办理《诊所
备案凭证》时连连称赞。

近年来，牡丹区行政审
批服务局聚焦企业群众所需
所盼，加快推进“互联网+政
务服务”建设，不断提升政务
服务效能，以“高效办成一件
事”为主线，在“诊所备案一

件事”业务中创新推行“一次
告知”“一表申请”“一窗受
理”“一网通办”“一并送达”
的“五个一”服务模式，稳步
推进“诊所备案一件事”集成
服务改革，努力打造企业群
众办事环节最少、流程最优、
材料最简、时限最短的一流
政务服务环境。

今年以来，牡丹区行政
审批服务局在办理诊所备案
手续中，累计减少群众提交材
料 80 余份，办理时间减少
60%，大大提升了群众办事的
便捷度、体验度和满意度，赢
得了企业群众的一致好评。

本报讯（通讯员 郜玉
华 赵庆军 张敦勤） 日
前，笔者走进牡丹区牡丹街道
办事处李洪周村，一幅幅形态
鲜活、图文并茂的墙体彩绘格
外引人注目。墙体彩绘以牡
丹文化、乡村文化为主题，画
面简洁大方，内容通俗易懂，
成为美丽乡村的一道靓丽风
景线。

“为推动牡丹产业发展，
繁荣居民文化生活，使村庄得
到美化亮化，自去年以来，我

们以牡丹为主题，组织美术工
作者进行墙体彩绘创作，其中
仅李洪周村就完成墙体彩绘
7000多平方米。”牡丹街道党
工委副书记魏国令表示。在
推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牡
丹街道办事处扎实推进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公共服务
水平，培育文明乡风、淳朴民
风，打造具有人文内涵与科学
精神的“美丽乡村”。

村容村貌美 观 了“面
子”，特色产业充实了“里

子”。李洪周村以牡丹芍药
鲜切花基地、牡丹芍药电商
直播基地产业为亮点，着力
打造牡丹小镇丹都甲品。对
村集体闲置坑塘进行整治，
引入“云垂钓”模式，建设垂
钓基地。丰富农家书屋、中
医文化馆、药膳坊、牡丹书画
院、特色民宿等功能单体，进
一步完善村级旅游链条，天
香倾城直播配送云仓总建筑
面积 3000平方米，带动周边
村民就业200余人。

牡丹街道“内外兼修”扮靓美丽乡村

牡丹区优化审批流程，提升服务质效

诊所备案手续办理时间减少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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