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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马永伟 张承斌 通
讯员 高梦）3月21日，记者从文化和旅
游部官网了解到，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公
布了第六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传承人名单，共942人，我市有4人上
榜，分别为临清驾鼓代表性传承人洪玉
卿，查拳代表性传承人王秀芬、沙宗朝，临
清贡砖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景永祥。

洪玉卿，临清驾鼓第三代传承人，
曾多次率队赴全国各地参加交流、展
演、比赛，屡获佳绩与好评，获得“山东
省非遗保护十大模范传承人”“聊城市
首届十佳非遗传承人”“临清市首届运
河名城·文化名家”等荣誉称号。洪玉
卿谨记传承人身份，积极承担传承临清
驾鼓的责任，截至目前已培训学员500
余人，正式收徒 55 人，有再传弟子 27
人。

王秀芬，1966年出生，武术高级教
练，从9岁起跟随查拳大师张子英习练
查拳，40多年苦练不辍，掌握了查拳的
全部套路，深得查拳精髓，并熟练掌握
了“查拳四绝”。作为代表性传承人，她
不断创新发展查拳，出版了《查拳初级
套路（一）》《少儿基础查拳》和《少年初
级查拳》，并出版《查拳操》校本课程，在
冠县中小学校普及推广。她创编的“千

人查拳操”，在全国学校体育联盟组织
的“全国学校武术优秀教改”视频展示
比赛中获得三等奖。

沙宗朝，1970年出生，自幼热爱武
术，精通查拳及多种兵器。作为冠县查
拳研究会的领头人，他打破常规，不分民
族免费授徒，2010年自筹资金建设练武
大厅，每年招收百余名学员。他积极推
广查拳文化，不仅多次在国内获奖，还走
出国门展示查拳魅力。此外，沙宗朝还
致力于武术交流，组织举办四届全国武
术查拳比赛，吸引了多地武术爱好者参
与，扩大了冠县查拳的影响力。

景永祥，1939年出生，临清市新华
街道办事处西陶屯村人。他自18岁起
就在窑厂烧制贡砖，熟练掌握了每一道
工序。1996年，景永祥严格遵循传统临
清贡砖烧制技艺要求，对每一道工序都
精益求精，经过多次试验，终于成功烧制
出了临清贡砖，成为第一个恢复临清贡
砖生产的人。作为临清贡砖烧制技艺代
表性传承人，2008年，景永祥建设了贡
砖博物馆及永祥贡砖生产基地，常年开
展研学活动，传播贡砖知识。永祥贡砖
生产基地被授予“聊城市文化产业示范
基地”“临清贡砖烧制技艺传习所”“临清
首批非遗工坊”称号。

聊城4人上榜第六批国家级非遗
代表性传承人名单

◀王秀芬在指导学生练习查拳

洪玉卿在表演临清驾鼓▶

景永祥在制作临清贡砖沙宗朝在指导孩子们练习查拳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

本报讯（记者 马永伟 通讯员 金增
秀）3月22日，山东省中医生活化社区行
活动聊城市现场启动仪式在阳谷县图书
馆新馆东广场举行，旨在弘扬博大精深
的中医药文化，普及中医药知识，让中医
药文化更好地融入群众日常生活。

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涵盖中医
药专家义诊、中医传统疗法体验、中医养
生健康知识普及、中医养生功法表演、中
药茶饮和药膳品尝等，深入推进中医生活
化，让居民更好地知晓中医药、了解中医
药、信任中医药，感受中医药文化的深厚
底蕴和独特魅力。

在中医药专家义诊区，近30名中医药

专家为居民把脉问诊，提供体质辨识、亚
健康调理等服务以及个性化健康养生建
议，让居民亲身体验传统中医疗法的疗
效。

“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的医
疗服务，而且还是免费的，真是太好了。
我体验完针灸推拿治疗后，感觉肩颈舒
服了很多。”60 多岁的李女士高兴地
说。记者看到，等待体验耳穴压豆、拔罐
刮痧等中医特色疗法的居民也排起了长
队。

中医药产品展示、中药茶饮和药膳
品尝也是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现场各
类中药材标本及制品琳琅满目，让居民

沉浸式、全方位体验了中医药文化的独
特魅力。此外，有清热解毒、醒酒护肝、
安神助眠等功能的中药茶饮，茯苓馒头、
芝麻山药红豆卷等药膳美食，则将中医
药养生理念融入日常饮食，让大家在享
受美食的同时收获健康。

据统计，此次活动共服务居民2000
余人次，发放中医养生健康宣传资料、中
医药相关产品4000余份。

此次中医生活化社区行活动的成功
举办，为居民提供了近距离体验中医药
文化的机会，有力推动了中医药文化的
传承与发展。

山东省中医生活化社区行活动
聊城市现场启动仪式举行 本报讯（记者 马永伟）日前，山东省

卫生健康委员会、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印发通知，公布 2024 年齐鲁扁仓
中医药人才培育项目培养对象名单，我市
么传为、张令波、田丽芹和段乾中 4 人榜
上有名。截至目前，聊城已有齐鲁扁仓中
医药人才7名。

聊城大力推动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培
养了一批热爱中医药事业、理论功底深
厚、实践经验丰富的中医药人才，初步形
成“老带新、传帮带”的梯队发展格局。下
一步，我市将多维度推进中医药人才体系
建设，深化传统医学特色人才培养，完善
基层人才激励机制，构建“中医药+”服务
网络，真正将中医药特色优势转化为护佑
群众健康的实际效能。

聊城4人成为齐鲁扁仓
中医药人才培育项目培养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