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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文资讯

■ 文/图 本报记者 吕晓磊

11 月 10 日下午，初冬的空气中透
着些许微寒，在莘县通运路东鲁城市花
园西南侧的莘县城市书房，阅读推广志
愿者邹丽敏为自己冲了一杯咖啡，静坐
窗前，捧起一本书，静待孩子们的到
来。再有一个小时，书房的“六点公益
故事会”就要开课了。

得一寸天地，享一缕书香。对于一
座城市来说，书香氤氲，会彰显其与众
不同的气质与魅力。散落在城市角落，
温暖又安静的城市书房，不仅是许多群
众钟爱的地方，也是一座城市的文化

“加油站”，给予人们丰富的文化滋养。
今年年初开始筹备的莘县城市书

房于10月3日正式营业，书房阅览室面
积约 200 平方米，设阅览座席 30 余个，
藏有政治经济类、文化教育类、历史地
理类和少儿类图书4000余册，以开放、
包容、共享的姿态，为莘县的书迷留下
一方天地，为城市文化点亮一盏灯。

书房之美，美在亲近。这是一间镶
嵌进社区和商圈的城市书房，在书房一
楼不远处，老字号的羊汤馆里热气腾
腾、人来人往。穿越人群、拾级而上，二
楼的书房内静谧、雅致。一边是烟火人
间，一边是精神家园，闹中取静的书房
规避了图书借阅不便、远离居民区的缺
点，让沉睡在书架上的藏书焕发生机。

书房之美，美在创新。在书房运营
人李昕看来，培养全民阅读的热情，少
年儿童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群体。为推

动少年儿童多读书、读好书，书房以亲
子绘本阅读等为切入口，开展了阅读活
动，每天下午 6 点，父母和孩子共读一
本书，促进儿童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这是快乐，它是黄色的，它像太阳
一样发光，像星星一样闪烁。当你快乐
时，你会做什么呢？这是忧伤，它是蓝
色的，它温和而轻柔，像雾蒙蒙的下雨
天……”“六点公益故事会”的课堂上，
小朋友们正在听邹丽敏讲述“我的情绪
小怪兽”的故事，小朋友们的眼睛一直
盯着邹丽敏的一举一动，时不时回应着
她抛出的问题，手脚也跟着一起比划。

“阅读对孩子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
事。陪伴是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所以
我们倡导亲子共阅读。”邹丽敏说，看见
听故事的孩子眼睛里闪着光，对一切充
满好奇，让她很有成就感，这也是她坚
持当阅读推广志愿者的动力。在中国
传统节日重阳节这天，邹丽敏特地选取
了《爷爷一定有办法》这本书，在寒露节
气这天，邹丽敏又和孩子们一起阅读了

《这就是二十四节气·秋》，别出心裁地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阅读完美结合。

米兜妈妈是两个孩子的家长，周末
经常带着孩子逛家门口的书店。在当

天的“六点公益故事会”上，伴读结束
后，在邹丽敏的指导下，她和孩子一起
在空白的纸上画出了不同情绪的小怪
兽，然后再标注上快乐、悲伤、恐惧等词
汇，让孩子对情绪的认识更加深刻。

书房之美，美在丰富。在莘县城市
书房一楼，简餐和民宿正在火热地筹备
中。李昕觉得，书房更应该是一个公共
文化空间，成为颜值内涵兼具的文化地
标或文旅综合服务新平台，既展示城市
的魅力与气质，提升城市形象，也点亮
城市的光，吸引更多群众走进书房。

城市书房点亮城市之光

■ 玄先昌

惊闻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于
2022年11月8日下午在北京逝世，引
发我对老部长的追忆。

1975年4月，我从武汉调回聊城
地委宣传部工作，孔繁森任聊城地委
宣传部副部长，是我的直接领导。

1975年11月到1976年10月，差不多1
年的时间里，我与孔繁森进入农业学
大寨高唐工作团，吃住工作在一起。
1994年11月29日，孔繁森在西藏不幸
发生车祸，以身殉职，时年50岁。他
牺牲后，江泽民同志于1995年4月29
日亲笔题词“向孔繁森同志学习”。接
着中组部、中国文联组织“学习孔繁森
同志采风团”到聊城。沈阳军区文化
部作家、表演艺术家朱光斗，中国文联
组联部副主任于健，中组部新闻宣传
处处长张兆本带领20余名艺术家到
聊城采风。由于这次采风活动由中国
文联组织领导，所以我全程陪同参加
了活动。

采风团回京后，准备举办一台
“七一”孔繁森专题晚会，聊城豫剧团
章兰团长的爱人冀永林半夜给我打
电话说，这台晚会应当有聊城的节
目，恳求我一起去北京找一下有关领
导。我答应了。1995 年 6 月 8 日，我
到聊城地委找到刘平秘书长，开了中
共聊城地委介绍信赴京，信的内容是
委派地区文联主席玄先昌同志赴京
联系“七一”孔繁森专题晚会事宜。
1995 年 6 月 10 日上午 9 点，我与章
兰、冀永林等开文联的车赴京。我们

文联的伏尔加车走到德州就坏了，到
厂子去修时被告知没有现成的部件
更换，只能用一根铁丝让别的车拉着
走，走到北京已是后半夜。第二天我
们到中国文联见到于健主任，于主任
拿出节目单说：“你们看，节目已经定
了，不好变啦。”晚上我们见到中组部
新闻宣传处张兆本处长，恳请他次日
引见张全景部长。6 月 12 日上午我
们与张兆本处长到达中组部大楼传
达室，看到张全景部长走进来，张兆
本处长让我们跟上去，我们立即快步
跟进电梯。在电梯里我自报家门说：

“张部长，我们是从山东聊城来的，这
是章兰同志。”张部长看了章兰一眼
高兴地说：“我知道章兰，南有马兰，
北有章兰。”到了张部长办公室，张部
长很热情，我马上递上聊城地委的介
绍信，并说：“孔繁森专题晚会应当有
孔繁森家乡聊城的节目。”张部长接
着说：“应当！应当！”他拿起笔在介
绍信上签字：“顾安林同志接洽酌
处。”顾安林同志签：“请兆本阅办。”
经张兆本处长疏通各业务部门，我们
又到文化部在节目单上增加了聊城
章兰的节目，我们高兴地连夜赶回聊
城，当夜与聊城戏演室主任刘桂成一

块构思加快创作孔繁森戏剧节目。
于是，以反映孔繁森爱人王庆芝赴藏
看望孔繁森为主题，刘桂成编剧、章
兰演唱的豫剧《啼红高原万重山》进
京参演，演职人员受到江泽民、李鹏
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我当时
筹备聊城举办的全国“向孔繁森学习
书画展”，未与章兰一起赴京。随后，
我们文联也组织创作了一台歌颂孔
繁森的大型音乐晚会。

这是我唯一一次见到张全景部
长。这一面之缘以后，张全景部长和
聊城的缘分还在继续。

我退休后，2007 年 5 月 18 日，聊
城市老年书画研究会市中分会成立，
我担任会长。我们分会几乎每年都
结合党和国家节庆活动搞一次书画
展、出一本书画集。有一次，我想向
张全景部长联系求字，便向陈孝忠同
志要了张部长的家庭电话，电话拨通
后我自报家门，说起与孔繁森的关
系，又感谢他接见我们、安排章兰进
京演出了豫剧《啼红高原万重山》，恳
请他给书画集写书法。十几年来，我
们的书画集都有张部长的书作，都是
放在书画集的首篇。

我与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缘分
本报讯（记者 王培源）“每逢

周末我都带着孩子去市图书馆，感觉
氛围特别好，现在有了直达公交，看书
更方便了。”11月14日，家住开发区星
光和园小区的市民王伟高兴地说。

今年，我市把现代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作为一项民心工程，顺应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将公共文
化服务触角延伸到日常，极大地满足
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阳谷县紧紧围绕文化旅游高质
量融合发展的战略目标，以统筹城乡
文旅资源、均衡公共文化服务为核
心，把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满足人民
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提高到改善民生、
增进民生福祉的高度，促进了文旅工

作迈上新台阶。东阿县“精准施策”
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面向全县发
放调查问卷 4000 余份，精准了解群
众文化需求，有针对性地实施“戏曲
进乡村”等文化强基工程。截至目
前，东阿县共开展“一村一年一场戏”
等文化惠民演出510余场、乡村阅读
活动490余次、公益电影放映2800余
场。茌平区不断完善基层综合性文
化活动中心建设，已建成 14 个乡镇
（街道）综合文化站、88个社区综合性
文化服务中心。茌平区图书馆、文化
馆、博物馆实现免费开放，14个乡镇
（街道）文化分馆已全部建成，茌平区
图书馆每年开展公益小课堂、经典诵
读等延伸服务活动110余场。

我市加快实现
公共文化服务精准供给

11月11日，在茌平区贾寨镇贾寨新村文明实践广场，村舞蹈队在排练舞
蹈《火火的中国 火火的时代》。近日，茌平区文化和旅游局加大冬季文化供给
力度，开放基层文化服务场所举办各类文艺活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 赵玉国 杜伟

本报讯 （记者 于新贵） 11 月
12日，聊城收藏家协会成立大会暨第
一次全体会员代表大会在临清召开。

会议审议通过了有关章程等，选
举刘超为聊城收藏家协会会长，马建
民等7位同志为副会长。

聊城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丰富
的收藏资源，黄河与京杭大运河在此
交汇。明清时期借助京杭大运河漕
运之利，聊城成为沿岸九大商都之
一，繁荣昌盛达 400 年之久，被誉为

“江北一都会”。聊城收藏家协会将
致力于凝聚整合我市艺术收藏界力

量，引导广大收藏爱好者提升收藏品
位和水准，建立和践行行业规范，让
广大收藏爱好者在良好的行业环境
中弘扬、传播弥足珍贵的聊城文化财
富。

收藏是一种高雅的文化活动，积
淀了人们对社会、历史和自然的知
识，更凝聚了人们对美的理解和创
造。目前，聊城收藏家协会已吸收会
员70余名。其中中国收藏家协会会
员 12 名，山东省收藏家协会会员 17
名，在收藏业内具有一定影响。

聊城收藏家协会成立

聊城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因运
河而兴且历史悠久。凭运河漕运之利，
明清时期的聊城迎来了四百余年的繁
荣昌盛，有“漕挽之咽喉，天都之肘腋”
的美誉。除此之外，运河的奔流还为聊
城留存下珍贵的名胜古迹和浓郁的运
河文化风情，东昌府区的山陕会馆、阳
谷的景阳冈、临清的钞关都是运河与这
座城市历史的印迹。随着社会经济发
展，如何做好大运河聊城段文化遗产保
护传承利用研究，就成了我们必须要回
答好的“时代之问”。

成效显著，保护大运河文化遗产聊
城在行动

大运河聊城段始建于元至元二十六
年（1289年），于阳谷寿张入境，经东昌府
区、茌平，由临清入漳卫河，全长97.5公
里。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多哈第
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被列入《世界遗产
名录》。从线性文化遗产来看，大运河遗
产应包括以下五个部分：河道遗产、水工
设施、相关建筑及设施、历史城镇与街
区、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市对聊城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
始于2008年大运河启动申报世界文化

遗产之际，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开展：
普查、整理聊城现存运河文化遗产，摸清
遗产家底。2009年至2010年，市、县两
级文物部门就运河沿线物质文化遗产及
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展全面普查工作，整
理出河道、航运工程设施、古运河设施、
古建筑、运河城镇、古遗址等各类运河文
化遗产共计45处，并编制公布了《大运
河遗产聊城段保护规划》。对重点遗址
开展考古发掘，深度保护利用，2010年至
2013年，相继对沿线的东昌府区土桥闸
遗址、临清河隈张庄明清砖窑遗址、阳谷
七级码头、临清戴湾闸、阳谷七级下闸进
行了考古发掘和保护维修。其中，东昌
府区土桥闸遗址、阳谷七级码头的考古
发掘成功入选“201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
新发现”。在整治提升运河河段及周边
环境，修缮相关遗产方面，2012年以来，
对山陕会馆、临清钞关、临清闸、会通闸、
临清二闸、梁乡闸、阿城上下闸、荆门上
下闸等相关文化遗产进行了修缮，并对
聊城城区段大运河、临清段元运河、临清
段明清运河、阳谷阿城至张秋黄河金堤
闸段实施了清淤、治污、疏浚等工作，同
时，在文化遗产周边开展了环境整治和

绿化提升工程。
继往开来，答好大运河文化遗产保

护与发展的时代课题
目前，我市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利

用工作还存在很多制约因素，如运河文
化历史资源挖掘不充分、遗产标识系统
不够完备、运河遗产点段展示利用不
足、未形成系统的旅游线路、非遗传承
有待加强、管理部门繁多且协作合力不
强等。这些对新时代如何传承利用好
大运河文化、如何充分阐发大运河文化
的时代价值提出了新的课题，聊城必须
不断创新思路、丰富手段，回答好这一

“时代之问”。
深入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加大遗产

保护力度。进一步普查、梳理运河沿线
的文化资源，形成保护名录；明确划定并
公布保护对象的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
带；保护历史城镇、街区、民居的文脉机
理、空间尺度与环境要素；保护非物质文
化遗产依存的文化生态。

实施项目带动战略，建设文化主题
公园及特色文化小镇。以运河河道为
轴线，打造“两城七镇”传承利用片区。
如创建“中华水上古城”文化主题公园，

并以此为中心，带动两翼南北发展；分
门别类地规划建设特色文化小镇，如临
清贡砖小镇、张秋古运河生态小镇等。

文旅深度融合，推进大运河文化遗
产“活起来、火起来”。可以采用“文化+
旅游”的模式，以运河城镇、水工设施、
古建筑等遗产为基点，串点成线，规划
旅游线路、做好标识系统、完善公共服
务设施；活化利用非遗项目，利用运河
沿线的城镇街区、历史建筑、工业遗产
等搭建非遗展演平台，发挥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社会功能和当代价值。

坚持绿色发展，努力建设生态全域
水城。将东昌湖、徒骇河和县市河湖串
珠成链，打造“河湖水系相连、森林湿地
相融”的全域水生态体系；构建水上巴
士等水上交通体系，为水上游览线路提
供交通保障；将山陕会馆、光岳楼、东昌
湖景区、水上古城景区、大小码头、隆兴
寺铁塔与运河文化带相结合，以水为
源，建设全域水城，为聊城经济高质量
发展提供增长点和新亮点。

（本文为2022年聊城市哲学社会
科学研究课题“文旅兴市与文物保护研
究”专项阶段性成果）

大运河聊城段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研究
■ 吴明新 蔡雨蕊

11月14日，在茌平区贾寨镇前付村，志愿者与村民就文体生活满意度进
行交流。茌平区持续组织志愿者进行群众满意度宣传服务活动，切实做好文
体生活满意度提升工作。 ■ 赵玉国 杜伟

11月14日，在高唐县赵寨子镇中心小学，学生们正在进行彩绘葫芦创
作。自“双减”政策实施以来，高唐县各中小学开设各式各样的“双减”课堂，减
轻孩子们的学习负担，提高实践能力，将“五育”融入学习生活之中。■ 吴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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