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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明月满，天涯共此时。中
秋假期期间，我市市民积极响应号
召就地过节，气氛浓厚，热烈祥和。

舞狮表演、风味小吃、传统
游戏……9 月 10 日晚，位于北关
街附近的朱雀街上热闹非凡，人
们吃过团圆饭，赏东昌湖美景，
游网红街区，悠然自得。在一字
排开的摊位前，团扇、灯笼、泥
塑、面人等传统技艺让不少大小
朋友惊呼赞叹。

“第一次制作灯笼还真有点
难度呢。”老家在外地的市民林

先生和孩子一边穿针引线一边
笑着说，“尽管中秋假期不能回
家团圆，但正好可以带孩子体验
一下这里的风土人情，就地过节
也别有一番趣味。”

为充分发掘传统节日内涵，
弘扬民间演艺传统文化，节日期
间，融合民间杂技、街头艺人、流
行演出等多种风格的演出活动
让古城区洋溢着浓厚的艺术文
化气息。

“没想到如今古城区人气这
么旺了。”9月10日晚，光岳楼下
人流如织，市民王飞漫无目的地
走走看看，惊叹不已。从楼东大

街一路向西，各种休闲酒吧、茶
吧沿街分布成为年轻人的时尚
聚集地。在楼北大街，各种街头
音乐、相声、快书等表演丰富着
古城区的文化内容，为街头艺术
注入了鲜活的动力。站在青石
板路上，静静地听一首歌，看一
次表演，成为市民夜间休闲的新
方式。记者了解到，节日期间，
市京剧团、市豫剧团的专业演员
在古城区开展惠民演出，表演经
典曲目，传递古典文化的魅力，
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巡展进一
步增加了古城的文化内涵。

装点一新的东关街上灯光

璀璨，两旁的小酒馆内客人们推杯
换盏，古树下的长凳上不时有市民
促膝长谈，中秋月圆之夜，成为大
家相互交流的美好时光。

核心商圈的商场内人来人往，
中秋节又逢教师节，商家各种促消
费活动点燃了节日经济。吃一顿
团圆的水饺，品一块美味的月饼，
在百大连锁超市金鼎购物中心店，
不能回家团圆的人享受到了一份
免费的“团圆饭”，浓浓的水城热情
在节日的气氛中氤氲升华。

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衢
千里明。江北水城浓浓的中秋
夜色，温暖了生活在这里的人。

本报讯（记者 陈金路）“说大风，好
大的风，十个人见了九个人惊。刮散
了，满天星。刮平了，地上坑……”9月
10日中秋节，晚上7点30分，王派快板
联唱在光岳楼墩台拉开了“光岳中秋·
非赏不可”文化创意赏月活动的帷幕，
陪伴水城市民度过了一个难忘的中秋
节夜晚。

记者在现场注意到，这场别具韵
味的文艺节目吸引了众多观众登楼欣
赏。快板联唱后，是经典诵读《春江
花月夜》：“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
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无月明……”朗诵者演绎了一场别具风
味、对月当歌的经典。相声《打灯谜》与
品美食互动活动相结合，表演者邀请围

观的观众说出带“月”字的诗词，并且不
能重复，观众纷纷献才艺，掌声不时响
起。随后，京剧小段《八月十五月光明》、
民乐单项展示+合奏《花好月圆》、传统曲
艺+传统民乐返场点播等精彩节目陆续
上演。市民、游客品美食，看演出，赏明
月，话团圆，其乐无穷。

与此同时，光岳楼东广场上的非遗

展销活动从白天一直延续到晚上，端木
糕点、王家米酒、剪纸等成为市民中秋
节争相购买的馈赠佳品。

据了解，2022年“光岳中秋·非赏不
可”文化创意赏月活动由市文化和旅游
局主办，市文物事业服务中心承办，市光
岳楼管理服务中心、市京剧院、市杂技
团、市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民生中心协办。

登楼赏明月 共享中秋时

中秋文化创意活动“好戏”连连

9 月 8 日，市民在茌平区汽
车站乘车时出示健康码。

9 月 7 日起，交运茌平公交
部分线路陆续恢复运行。为保
障中秋节期间市民的乘车安全，
茌平区汽车站严把车辆消杀、车
辆检查、人员防护等多道关口，
对运营车辆除了早晚清洁消杀
外，还在公交始发站和终点站增
加消杀频次，争取做到“一趟一
通风，一趟一消杀”，为市民创造
安全舒适的乘车环境。按照疫
情防控要求，市民在乘车时要规
范佩戴口罩、主动扫场所码测体
温，学生、老人及无智能手机的
市民需要提供纸质版 7 日内健
康码。 商景豪

有安全 更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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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笼挂起，中秋意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