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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亚杰）“节目太精彩
了，上午下午连看两场，过瘾！”9月20日，
说起前几天在家门口看到的专业杂技表
演，开发区居民李兴盛还很兴奋。

9月15日，由聊城市文化和旅游局、
开发区管委会主办，开发区东城街道单
光屯社区承办的杂技专场惠民演出举
行。弹碗、魔术、滚灯、柔术、蹬鼓等来自
民间的绝活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了一

场艺术盛宴。
“专业的表演，露天的演出，找到了

小时候的感觉。”80后晓宇用手机录了一
段现场视频，在他看来，家门口的文化活
动不仅丰富了市民群众的业余生活，也
让更多年轻人深入了解了传统文化，产
生更多共鸣。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开发区始终
坚持把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作为保

障人民文化权益、满足人民群众文化
需求的重要途径。以点带面，持续提
升街道文化站、村（社区）综合文化服
务中心、文体广场等文化阵地服务水
平，深入推进城市书房建设，推动优质
公共文化服务向基层延伸。2023 年大
力开展“送戏下乡”“送书下乡”“送电
影下乡”等惠民工程，全年计划开展群
众文化活动 2000 余场、乡村阅读活动

500 余场，举办“一年一村一场戏”136
场，放映农村公益电影 1310 场；结合群
众需求，选择老百姓愿意听、愿意看、
愿意读的内容，提高“送文化”的质量；
充分发挥群众爱好者、文化志愿者和
文艺骨干引领带动作用，让群众真正
享受到文化发展带来的获得感、幸福
感。

本报讯（文/图 记者 刘文康）连
续俯身钻洞，然后迅速地高高跃起，
一个漂亮的跨栏，动作矫健、一气呵
成……9月16日，在聊城市第一实验学
校运动训练部体育场举行的2023年聊
城市职工趣味运动会上，来自快递行业
工会联合会的雷旭阳把“快递小哥”的

“快”字带到了赛场。在这次运动会上，
像雷旭阳这样属于新就业形态的劳动
者还有很多。

近年来，聊城市总工会把新就业形
态建会入会工作列为重中之重，坚持

“组建就便、入会从简、服务为先”的原
则，创新实施“16102”工作机制，全力打

造“聊工惠建”建会品牌，实现建会入会
和服务“双促双升”。截至目前，聊城全
市有25万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加入工
会组织。

在建会入会方面，聊城市总工会坚
持党建引领，加强部门联动，针对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熟悉互联网平台的特点，
积极拓展网上入会、“扫码”入会等新途
径，用好“齐鲁工惠”App网上工会组织
系统，最大限度吸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加入工会组织。截至目前，全市建立快
递企业工会96家、发展会员6356人；建
立外卖企业工会 17 家、发展会员 1375
人。

本报讯（记者 陈金路）9 月 17 日，
在河北邯郸落幕的“第四届全球杨氏太
极拳文化节”上，75 岁的“武当百杰”、
聊城市永年太极拳社社长兼总教练、杨
氏 太 极 拳 第 五 代 传 人 李应宏被评为

“新时代·全球杨氏太极拳风云人物”。
李应宏创编“三十二式太极棍”，

编 著《三 十 二 式 太 极 棍》（长 棍 、短
棍）书籍并制作光盘。38 年来，他先
后培养了上万名太极拳爱好者。如
今 ，在 他 的 带 领 下 ，聊 城 城 区 6 个 太
极推广点每天 600 余人练习太极拳、
太极棍。

9 月 17 日，“2023 年第四届全球杨
氏太极拳文化节暨第四届海峡两岸太
极拳文化交流大会”在邯郸举行，李应

宏率 16 人的团队，以“世界杨家太极总
会山东聊城分会”的名义受邀参会。
在交流会上，他们再展太极拳、太极
剑、太极刀、太极棍的独特魅力。

在大会现场，李应宏团队一推手、
一挪步，一招一式气定神闲，舒缓轻
慢，虚实结合，气随意转；劈、撩、击、
抡、戳、盖、点、架、锉等“三十二式太
极棍”的攻防技法，似春风摆柳，行云
流水，赢得观众的阵阵掌声，充分展
现了他们的实力。最终，李应宏团队
共获得 32 块奖牌，包括 9 块太极拳一
等奖奖牌、7 块太极拳二等奖奖牌、9
块太极器械一等奖奖牌、6 块太极器
械二等奖奖牌和 1 块太极器械三等奖
奖牌。

李应宏在太极拳和器械推广等方
面作出了突出贡献，会上，他被评为

“ 新 时 代·全 球 杨 氏 太 极 拳 风 云 人
物”。

本报讯（记者 赵宗锋）9 月 20 日，
记者从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获悉，
运河史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王玉朋所
著的《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生态变
迁研究》，日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该书总计 33 万余字，共分五章。
全书围绕明清时期大运河的开挖、维
持以及与运河区域社会互动博弈这一
核心问题展开研究，将视线从此前学

界关注的城镇转到更广阔的运河腹地
州县，着重从水环境变迁、农业水利发
展、地域社会结构演变三个维度探讨
大运河影响之下的山东运河区域社会
生态变迁问题。

明清时期，大运河流经的聊城，外
来客商、货物云集，商贸繁荣，崇商务
商风气浓厚。王玉朋研究发现，明清
时期，聊城地区粮食作物以小麦、高
粱、黄豆为主，经济作物以棉花、枣、梨

等为主。至晚清时期，运河河畔的东
关街是聊城的商贸中心，仅胶枣一项，
年均交易量就达 200 余万公斤。此外，
由于土地盐碱化严重，聊城地区百姓
因地制宜，利用广布的盐碱土，大力发
展煎碱熬硝业。他还统计出明代聊城
县进士 28 人、举人 118 人，清代进士 52
人、举人 181 人，并对地方精英的各类
活动加以研究。

当 前 ，大 运 河 文 化 带 建 设 、大 运

河国家文化公园重大战略正在如火
如荼地推进。该书以山东运河及区
域社会为研究对象，有助于丰富当前
的大运河文化带研究，有助于讲述生
动 的 山 东 运 河 故 事 ，也 可 为 运 河 旅
游、运河文化遗产保护等提供参考。
此外，本书对于山东运河文化挖掘、
保 护 和 利 用 ，对 于 打 造 齐 鲁 文 化 高
地、推广“鲁风运河”文化品牌都具有
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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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生态变迁研究》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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