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张燕

4月2日，夜色朦胧，风吹树叶的
声音像小姑娘温柔地呢喃。将6岁儿
子哄睡后，康辉（化名）拿起手机，关
上灯，蹑手蹑脚地离开了卧室。

“孩子读一年级了，我要多看点
教育类的书籍才能更好地辅导他。”
来到客厅，康辉打开手机中的聊城市
海源阁数字图书馆，进入全民阅读平
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百科知识
库，饶有兴致地浏览起来。

康辉今年 40 岁，是冠县梁堂镇
人。在他过去十余年的灰暗生活中，
海源阁图书馆成了他孤独心灵的慰
藉，为他打开了一扇“看世界的窗
户”。

1998年，康辉6岁。一次意外的
车祸，让他失去了脾脏和半条腿。生
活的不便和家庭的困顿，让幼小的康
辉产生了自卑心理。初中毕业后，因
父亲病故，他被迫中断学业，外出打
零工补贴家用。

转眼到了适婚年龄，因身体残疾
和家庭贫困，很长一段时间内无人上
门为康辉说亲。看着同龄人相继结
婚生子，康辉开始焦虑、失眠，并在26
岁时患上精神疾病，这让他本就不幸
福的生活再次蒙上一层阴影。

2008年，在聊城市第四人民医院
接受心理治疗时，一次偶然的机会，
康辉来到海源阁图书馆。那里浩瀚

的书籍，让他流连忘返。此

后，每次住院，他都会到这里借上几本
书，以此来抚慰内心的孤寂。

“当时主要借阅心理学和励志类
的书籍，看这些书能让我的内心平
静。”专业治疗和书籍的陪伴，让康辉
的精神慢慢好转。2014 年，经人介
绍，他和妻子结婚，并于两年后生下
一个健康的儿子。

儿子出生后，康辉把注意力转移
到了教育孩子上。恰逢此时海源阁
图书馆推出数字图书资源，数字图书
较纸质图书更为方便，康辉不用出门
就拥有了免费且丰富的馆藏图书资
源。

“你看，这里面的数字资源很丰
富，啥都有，既有图书、期刊、视频、音
频，还有连环图、地方文献、政府公开
信息。用起来很方便，还不收费。”康
辉指着正在浏览的海源阁数字图书
馆页面说。

在全力抗击疫情的当下，为进一
步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推进全民阅
读，打造“书香聊城”，今年，海源阁图
书馆将原有数字图书资源进行升级、
整合，成立海源阁数字图书馆，让读
者足不出户就能畅游书海。

海源阁图书馆信息技术部主任
张立尧介绍，目前数字图书馆一期推
出数字资源30万G，涵盖图书150万
种22大类、电子期刊3万种、视频2.5
万集、音频28万集、公开课1.2万集，
政府公开信息 4.1 万条、图片 5.2 万
张、连环画5264册、地方文献128种。

“我馆正在与其他供应商洽谈，
后期将会推出更多免费数字资源。”
张立尧说。海源阁数字图书馆全部
资源对市民免费开放，市民只需用手

机微信搜索并关注“聊城市海源阁图
书馆”微信公众号，点击进入“数字图
书馆”，即可开启一场精彩的数字阅
读之旅。

书香，在云端飘起
——海源阁图书馆为市民送上免费数字图书礼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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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文/图 记者 陈金路）
“您把刻刀、铲子、锥子等工具摆放
整齐，把准备好的板材放好正常刻就
行……”4月3日上午，在东昌府区道口
铺街道永兴堂木版年画工作室内，导演
高峰正与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永兴堂木版年画传习所所长郭春奎就
拍摄的细节进行交流。据悉，节目录制
后，将在央视科教频道《探索·发现》栏
目的“匠人·匠心”专题节目中播出，届
时，东昌木版年画将在更高的平台上绽
放异彩。

记者发现，永兴堂木版年画传习所
内，各类黑白、彩色木版年画琳琅满目，
不但有《孔子》《福禄寿》等传统木版年
画，而且有《人民公仆孔繁森》《雷锋精
神》《焦裕禄精神》等具有时代气息的红
色题材木版年画。

4月3日，央视《探索·发现》栏目组
工作人员先后拍摄了郭春奎、郭宾、郭
储豪祖孙三代以及郭春奎儿媳代艳华、
徒弟孙来山等人刻制木版的全过程。
一块梨木板，在郭春奎等人的细心雕琢

下，最终形成的雕刻木版造型生动传
神，线条质朴饱满，刀工线条圆润流畅、刚
劲有力。另外，栏目组还拍摄了郭春奎
手工调色的点滴细节和郭春奎等人刷
色、铺纸、按刷、印制木版年画的现场画
面。

CCTV“匠人·匠心”选题主任王小
逢告诉记者，4月1日起，栏目组就来到
这里拍摄东昌木版年画的制作过程，原
计划拍摄3天，最后因需要添加一些细
节，又延长了1天。他们先后航拍了冠县
梨园，拍摄了郭春奎在梨园选购梨木的
过程，并拍摄了郭春奎挑选、分割、沸水
浸沤、阴干梨木的细节及在木板上画线
稿、刻板等情景。另外，栏目组还拍摄
了聊城的地标建筑、聊城的古建筑以及
聊城的河流等外景。

作为东昌木版年画传承人，年届古
稀的郭春奎设计、刻版、印制、包装木版
画全套流程样样在行。此次央视栏目
组的拍摄，不但还原了古老木版年画的
制作过程，也展现了郭春奎的全套技艺
和匠人匠心。

本报讯（记者 赵宗锋）记者4月
7日从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获悉，该
校副教授胡梦飞所著《山东运河区域
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与研究》一书，日
前由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

京杭大运河山东段南起苏、鲁两
省交界处的大王庙闸，北至德州市德
城区第三店，全长 643 公里，流经 5 市
18个县（市、区），历史上就是通行条件
最困难，维修保护工程技术最复杂、最
巧妙的河段。大运河不仅在山东境内
留下了异常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也
留下了内涵深厚、外延广泛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

胡梦飞说，与运河相关的民俗、技
艺、美术、戏曲、音乐、舞蹈、武术、医
药、民间文学等均属于运河非物质文
化遗产范畴。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凝
结着运河沿岸劳动人民的智慧，从中

可以看到当时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生活
方式、生活习俗以及所蕴含的思想感
情、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艺术品质，
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和丰富的文化内
涵，对于传承和弘扬运河文化、增强山
东文化旅游资源吸引力、促进沿运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该书对山东运河区域非物质文化
遗产内涵、特点和价值进行论述和梳
理的同时，剖析遗产保护所面临的问
题，并在此基础上，归纳和总结运河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具体路
径，探寻其开发和利用的策略、方法。
在宏观视野下，结合具体个案进行研
究，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给无形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赋予了生机与活力，有
利于进一步推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科
学化、人性化保护与开发，从而实现可
持续发展。

《山东运河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
调查与研究》出版

东昌木版年画获央视关注

本报讯 （记者 陈金路） 春暖花
开，正是健身的大好时光。4月8日，
记者从市教育体育局了解到，聊城市
第十二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将于5月至10
月举行，包含篮球、足球、气排球、乒
乓球等19个项目。

“中国体育彩票”聊城市第十二届
全民健身运动会由市教育体育局牵头
组织主办，参赛单位为各县 （市、
区）、市属开发区、市直机关企事业单
位、各单项体育协会、各体育俱乐
部。竞赛项目包括篮球、足球、气排
球、乒乓球、龙舟、钓鱼、羽毛球、
象棋、围棋、传统武术、太极拳、健

身气功、柔力球、体育舞蹈、健身
舞、公开水域游泳、健步走、网球、
陆地冰壶等共19项。其他比赛项目由
各社会体育组织申报，经大会组委会
同意后实施。

竞赛办法执行国家体育总局审定
的最新竞赛规则和裁判法。奖项设置
综合奖项和单项比赛奖项。综合奖项
包括优秀组织奖、优秀赛事奖、贡献
奖；单项比赛奖项包括各单项比赛
一、二、三等奖，具体录取名次、奖
项设置以单项竞赛规程为准；单项比
赛设优秀裁判员奖，名额不超过单项
比赛裁判员总数的20%。

聊城市全民健身运动会5月启幕

本报讯（赵琦） 在4月23日第27
个“世界读书日”即将到来之际，东阿县
图书馆联合东阿县新华书店推出“你选
书，我买单”读者选购活动。活动时间
为4月11日至4月24日，参加对象为持
有东阿县图书馆借阅证并关注“东阿文
化”微信公众号的读者。

活动中，每位读者限选图书 1 本，
金额不高于80元。所选图书须符合东
阿县图书馆文献采购原则，历史、文学、

哲学、政治、经济、抗疫书籍优先选择，
纯外文书籍、教学辅导材料、工具书、音
像制品、少儿卡片拼音类图书、拆套和
破损图书等不纳入此次活动的选书范
围。

读者携带本人身份证和借阅证在
东阿县新华书店挑选自己喜爱的图书，
然后到新华书店前台办理图书录入手
续，完成后即可把图书带走阅读，借阅
期限30天。

东阿县图书馆

推出“你选书，我买单”活动

本报讯 （文/图 记者 陈金路）
“你们见过 60 多年前的《聊城县报》
《聊城市报》吗？我们在整理多年未
流通的旧书刊时发现了这些具有时
代烙印的珍贵资料。”4 月 8 日，聊城
市海源阁图书馆特藏文献部主任谭
小敏一边整理图书一边说。这些见
证时代变化的 60 余年前的《聊城县

报》《聊城市报》合订本，让人眼前一
亮。

连日来，海源阁图书馆正在紧锣
密鼓地准备搬迁事宜。记者在海源
阁图书馆看到了第二期及以后各期
的《聊城县报》，但没有创刊号。第二
期的《聊城县报》启事显示：《聊城县
报》于1956年1月25日创刊，每月出
版四期，每月的1日、8日、16日、24日
出版。1956 年 1 月 25 日至 1956 年 2
月 24 日共五期报纸免费赠阅。自
1956年2月1日起由本县邮电局收费
发行，每份订阅收费1分5厘钱，每月
6分钱，零售每份2分钱。每月1日至
20日订阅下月报纸。从报纸报头下
面的信息可以看出，当时的《聊城县
报》是中国共产党聊城县委员会机关

报，报社地址在聊城民
主街。从内容上看，报
纸既有《毛泽东主席召
集最高国务会议》的新
闻，还有《我县召开小
麦预分会议》《我县在
生产上掀起第二个浪
潮》《人人动手除四害》
等报道。

1958 年 12 月初，
随着聊城县改为聊城
市和市人民公社的成
立，1958年12月8日的

《聊城县报》改为《聊城市报》，《聊城
市报》记录了这一时代变迁。对此，
原市史志办副编审汪庆峰告诉记者，
报纸是记录历史的载体。聊城的名
字因时因势发生过多次变更。1940
年，为纪念抗战中牺牲的民族英雄范
筑先，聊城县改名筑先县；1949年，撤
销筑先县恢复聊城县；1958年12月，
聊城县改为聊城市，这个时候《聊城
县报》改为《聊城市报》。1963年3月

1日，聊城市又改为聊城县；1983年8
月，又撤县改为聊城市（民间俗称“小
市”）；1998 年 3 月，聊城地区改为地
级聊城市，原聊城市改为东昌府区。
聊城的报纸记录下了这样的大事。

“现在很多聊城人不知道 1958 年至
1963年聊城曾改名为‘聊城市’，而当
时的《聊城市报》就记录了这一变革，
见证了社会的发展变迁。”海源阁图
书馆馆长陈清义说。

艺文资讯

4月10日，市民在聊城新华书城挑选书籍。随着“世界读书日”的临近，我市
书香氛围日益浓厚。近年来，我市大力推动全民阅读，加快书香聊城建设，取得了
明显成效。 ■ 赵琦

央视《探索·发现》栏目组工作人员与郭春奎（右一）、郭宾（左一）就拍摄进行交流

聊城市海源阁图书馆

尘封60余年《聊城县报》《聊城市报》再现

◀扫码即可关注“聊城市海源阁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 海源阁图书馆副馆长崔壮展示《聊城市报》合订本

《聊城县报》《聊城市报》合订本

本报讯 （通讯员 牛贵葆） 一部
广播电视志，是对地方志的补充。由
莘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融媒体中心
主任李连民担任主编的《莘县广播电
视志》一书，于3月底编纂完成，这是我
市首部广播电视方面的专业志书。

1958 年 10 月 1 日，莘县广播站正
式建站，1985 年 6 月 1 日，莘县电视转
播台正式开播，建站至今已有 64 年时
间。2021 年初，莘县融媒体中心成立

《莘县广播电视志》编纂委员会和领导
小组，通过召开专题座谈会、走访群
众、采录口述、查阅档案、外调核实、发
信咨询等方式，征集相关史料。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九易其稿，

《莘县广播电视志》于 3 月底编纂完
成。该书从概述、大事记、广播、电视、
有线电视和管理等方面展开，共分为
28章，每一章又包含若干节，共计25万
字，160多幅照片。

张海迪在莘县生活了 13 个年头。
1981 年至 1984 年，她在莘县广播局度
过，并于1982年入党。1983年5月，中
共中央批复共青团中央、中共山东省委

《关于进一步开展学习宣传张海迪活动
的报告》。《莘县广播电视志》在第五章
详细记述了张海迪在莘县工作、学习、
生活的经历，以及她同莘县广播局干部
职工结下的深情厚谊。

《莘县广播电视志》编纂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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