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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肖淑丽） 5月19日是
第13个“中国旅游日”。记者从聊城市文
化和旅游局了解到，我市今年的活动主题
为“美好中国·幸福旅程 两河之约·乐享聊
城”。今天，我市在聊城市财信·时代广场

商业街南广场举办相关活动，设置非遗展
示区，对聊城各县市区非遗、手造、特产、

“聊·胜一筹”等产品进行展示销售。市民
可去现场畅享非遗购、探访非遗味、共赴非
遗游。

现场有近40个参展项目、50多种参
展商品，包括隋庄村鸡毛掸子、东昌陶
器、武氏吹糖人、武氏糖画、高唐州黑陶、
麦秸画、潘佳驴肉、东昌葫芦、聊城牛筋
腰带、东昌毛笔、鲁锦、莘县蜂窝糖、莘县

小赵庄豆腐丝、郎庄面塑、东阿阿胶、阳
谷木雕、阳谷烙画、景阳冈陈酿酒、徐家
路口手工空心挂面、马蹄烧饼、临清面塑
等，市民可在欣赏产品和品尝美食中共
享非遗成果。

我市今日举办非遗展示活动
近40个项目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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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6 日，农历三月二十七，
莘县十八里铺镇任庄村道路两
旁布满了各式各样的摊位，独具
特色的传统小吃、琳琅满目的小
商 品 、小 巧 精 致 的 民 间 手 工 艺
品、热闹的杂技和传统大戏……
阔别三年的莘县许昌营庙会回
来 了 ，前 来 赶 会 的 游 客 摩 肩 接
踵，好不热闹。

许昌营庙会是莘县最大的庙
会之一。“许昌营原本是我们村东
的一个村子。听老人们讲，明末清
初时许昌营只剩下几户人家，便并
入了我们村。”任庄村党支部书记
任卫东说，传说三国时期曹操出征
曾在附近安营扎寨，后建村取名许
昌营。宋仁宗时，在许昌营附近建
造奶奶庙，同时成立了庙会。庙会
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会期从农历
三月二十六至三月二十九，平均时
长 4 天。庙会上商贾云集，分设布
匹、粮食、牲畜、百货等若干个市
场。庙会闻名遐迩，山东、河南、河
北等地的人们都来赶会。如今，因
庙会会址在任庄村，周边村民多称
其为“任庄会”。

“我就是在庙会上卖肉饼起家
的。”卖了 38 年肉饼的苑子朝是许
昌营庙会的“忠实粉丝”，他的老家
距任庄村只有几里地，小时候，他
和小伙伴每年都会结伴来赶会。

“那时候也没有条件买东西，就是
来看个热闹。”苑子朝说，长大后，
跟着附近村的师傅学了打肉饼的
手艺后，更是从不缺席许昌营庙
会。“一方面是因为庙会上生意好，
另一方面是因为有庙会情结。”苑
子朝一边烙着肉饼一边说。

“赶会的时候，吃两块肉饼，再
喝一碗丸子汤，这是‘标配’。”在一
旁等着买肉饼的顾客王春华是专
门从聊城来赶会的，许昌营庙会对
于在这里长大的她来说，是童年的
快乐。“那个时候，每年一到赶会的
时候，附近十里八村的学校都会放
假，我们每天都到会上来看看，有
时候甚至一天来两趟，这次过来也
是想重拾儿时的回忆。”

吃不完的美食，看不完的热
闹。由于今年的庙会和“五一”假
期离得近，一些马戏团和戏班子甚
至在“五一”假期之前就来到
这里扎起棚子，提前开始
了表演。“所以今年的
庙会尤其热闹，会
期大约持续半个
多 月 。”任 卫 东
说。

庙会上，不
仅可以吃到本土
小吃，更有来自
菏泽郓城、河北大
名 的 传 统 手 工 艺
品。来自郓城的苏

衍玉是郓城县非遗花鸟字传承人，
他的摊位前围满了看热闹的人。
花鸟字与普通书法不同，是把字的
笔画用花、鸟、鱼、草、虫、山、水等
图案代替。“再给我写个‘家和万事
兴’呗，我回去挂到家里。”在一旁
围观的顾客催促苏衍玉。

69 岁的王保书从河北大名骑
着电动三轮车拉了两大箱面人来
到庙会。“许昌营庙会很有名，我之
前每年都来。今年拉了两大箱子
面人，这不，快卖完了。”王保书说，
庙会暂停了三年，今年最大的感受
就是人特别多。

庙会不仅丰富了人们的精神
生活，也发挥着商业功能。“在镇政
府大力支持下，目前我们正在对村
里的资源进行整合，准备借庙会这
个平台把文化优势转化为强村富
民的经济优势。”任卫东说。

一场别具特色的“乡土嘉年华”
——莘县许昌营庙会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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