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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晓
萌）近日，青州市公安局警察公共关系中心民
警走进山东青州技师学院，围绕青春期的生理
和心理变化、校园欺凌、网络安全等内容，为
学生们带来了一堂精彩纷呈的青春期法治教
育课。
　　讲座伊始，民警以生动的案例为切入点，
引导学生正确认识青春期的生理和心理变化，
学会做情绪的主人，远离校园犯罪。活动中，
民警结合学生的年龄特点，以案释法，从校园
欺凌的定义、如何防范校园欺凌两方面作讲
解，并结合实际，用身边小故事，教导学生在
遇到校园欺凌时如何保护自己以及在生活中增
强法律意识、法治观念。此外，民警还就网络
安全、交通安全进行了讲解。
　　“讲座内容全面、通俗易懂，我们将进一
步树立法治观念，远离不良行为，自觉做尊法
学法懂法守法的好学生、好青年。”讲座结束
后，学生们纷纷表示受益匪浅，他们也会将所
学到知识运用到日常生活中去，增强自我保护
能力，共同营造一个安全、和谐的校园环境。

　　本报讯（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益阁
通讯员 宫德军 傅帅）近日，临朐县一名八
岁女孩因胳膊骨折，急需送往潍坊某医院接受
治疗，因路程较远，家属遂报警求助。接警
后，临朐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立即赶赴现场，警
车一路疾驰，将女孩安全送至医院。
　　“警察同志，我女儿胳膊不慎骨折，急需
前往潍坊某医院入院治疗……”近日，临朐县
公安局交警大队接到群众报警，了解情况后，
交警立即驾驶车辆与之会合。见事态紧急，交
警当即让求助人一行换乘警车，并迅速规划出
前往医院的最佳路线，一路警笛长鸣向医院
赶去。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交警驾车一路疾
驰，争分夺秒，为受伤女孩开辟出一条“绿色
通道”。顺利到达医院后，交警抱起女孩便向
急诊室赶去。据了解，因送医及时，女孩胳膊
已得到有效治疗。

女孩胳膊骨折

警车秒变救护车

民警为学生

送上“法治大礼包”

　　本报讯（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益阁
通讯员 郭蕾）一桩命案，几代刑警接力追
凶。10月14日，昌邑市公安局在河北省秦皇岛
市成功将潜逃24年之久的命案嫌犯刘某某抓获
归案。
　　时间回到2000年的某个晚上，在昌邑市某
工地务工的犯罪嫌疑人刘某某酒后与工友梁某
某发生争执，借酒劲将梁某某打伤致死。案发
后，刘某某仓皇出逃、隐姓埋名，如同人间蒸
发一般，音讯全无。受当时侦查条件、技术力
量等各方面限制，加之交通、通讯不畅，追逃
工作一度陷入僵局。但是，昌邑市公安局对刘
某某的追捕从未停止。24年间，一代又一代刑
侦民警接力追凶，办案方式、侦查理念随着科
技的日新月异也不断发生着变化。经缜密侦
查、深度研判，今年10月，办案民警终于发现
了刘某某在河北省秦皇岛市的活动轨迹。掌握
线索后，办案民警首先与河北警方取得了联
系，在当地公安配合下，对疑似人员进行了深
入排查，逐步确定了该疑似人员就是潜逃在外
的刘某某。经过严密蹲守布控，在刘某某家中
将其抓捕归案。至此，昌邑市公安局所有上网
命案逃犯全部到案。
　　到案后，刘某某对其24年前因纠纷故意杀
人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案件正在进一
步侦办中。

接力追凶24载

命案嫌犯终落网

　　本报讯（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赵春晖 通讯
员 李群）为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育
人土壤，推动传统文化与教育教学融合发展，持续放
大传统文化育人功效，10月18日，潍坊市乡村学校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观摩研讨会在临朐县东城街道兴安小
学举行。
　　此次研讨会分课堂展示、非遗展示、阳光课间、
传统文化展演、专家点评等环节。在课程展示环节，
来自东城街道兴安小学、辛寨街道中心幼儿园、临朐
县第二实验小学等临朐县各地的传统文化教师纷纷登
台亮相，将经典音乐、活字印刷、漆器技艺、灯笼扎
制等传统文化纳入课堂，实现课程融合，催生课堂精
彩不断。在非遗展示区，临朐县各学校呈现的面塑、
编织、拓印、剪纸、年画、葫芦烫画等众多非遗项
目，构思精妙，精彩纷呈。在阳光课间环节，临朐县
弥河幼儿园的传统体育表演、临朐县实验幼儿园朐阳
园的国风操表演、柳山镇柳山小学的抵功拳表演、东
城街道文华小学太极拳表演、东城街道兴安小学的中
华射艺表演等，博得与会人员的阵阵喝彩。在美食广

场上，与会人员更是在蘸冰糖葫芦、蒸花饽饽、煎萝
卜丝、榨山楂汁、熬疙瘩汤、打喜火烧、做绿豆糕等
摊位前驻足流连，品尝美食，感受舌尖上的文化
魅力。
　　另外，与会人员还参观了东城街道文汇小学的主
题文化长廊，并观看了县职教中心、临朐县第一实验
小学、城关街道粟山小学、弥水学校西苑校区等单位
带来的精彩传统文化展演。
　　潍坊市教科院传统文化教研员陈艳丽表示，近年
来，临朐县将优秀传统文化与教育教学有效衔接，不
断挖掘提升传统文化的育人功能，取得了实实在在的
效果。下一步要扎实开展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课
的研究，提高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运用能力，努力发
掘其育人功能，培养具有爱国情、报国志的时代新人。
　　与会人员纷纷表示，在未来的教学工作实践中，
将会继续探索和实践，将传统文化教育融入日常教
学，共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学校传承与发展，
使之成为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支撑，为培养具有深厚
文化底蕴的新一代贡献力量。

秀非遗绝活 这群少年主打一个啥都会

  四季轮转，又至金秋。眼
下，沂山之上秋意正浓，斑斓的
彩叶撒满山野，古刹法云寺里，
700多岁的蟠龙松 (如图)青色如
旧，与古刹为伴，眺望着周围绵
延的群山。
　　东邻圣水湖、西倚玉皇顶，
法云寺位于沂山海拔900米高处，
周围被绿树环绕。与山上别处不
同，寺庙周围更多的是大片的古
栗树，相传为宋元时期寺中僧人
所植。
　　东镇文化研究会会长张新民
介绍，法云寺始建于东汉章帝元
和元年（公元84年），因处于沂山山腰处，海拔较
高，四面环山，寺内常发云布雾，因而得名“发云
寺”，后因佛家尊称曰“法”，“法”与“发”谐
音，所以改名“法云寺”，一直沿用至今。现法云寺
是20世纪90年代末于原址重修。
　　进入法云寺，寺内安静悠然，其间有多株古树，
有的自建寺之初便生长于此，有的系古代祭祀时所栽
植，多有精彩故事流传，如母子松、折叠松、迎客
松、栗抱松、蟠龙松等。其中，蟠龙松因老干虬枝、
造型奇特而闻名，常见诸文人墨客笔端，成为画作、

诗作的主角。
　　蟠龙松位于法云寺藏经楼前青石墙旁，主干匍匐
着向前伸展，褐色的树皮裂开条条沟壑，状如龙鳞，
枝干回环盘旋向四周伸展，颇类蟠龙之姿。
　　相传蟠龙松为元成宗登封沂山时所植，古称“御
松”，距今已有700多年，历经风雨沧桑。蟠龙松树
高七八米，冠幅近10米，至今仍是雄姿勃发。
　　古时帝王登沂山拜谒时栽下蟠龙松，几百年来，
蟠龙松扎根这片土地，见证了法云寺的兴衰和人们的
繁衍生息。如今，蟠龙松已经挂牌“入编”，成为重
点保护对象，它与沂山的情谊也将一直延续下去……

法云寺“蟠龙”
盘卧700余载

□文/图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周晓晴

与会人员用手机记录活动精彩瞬间。 学生展示才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