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建设是培根铸魂、凝神聚力
的重要事业。我们要充分认识新时代
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重大
意义，把文化传承发展与聊城“两河”
战略工作实践结合起来，一体谋划、一
体推进，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加快建设新时代文化
高地。

近年来，各级宣传部门、文化和旅
游局、农业农村局，在培育特色文化、
促进文化“两创”、文物保护研究、文旅
融合发展、重点文旅项目谋划、培育民
俗特色重点村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
绩。希望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大家心
往一处使，劲往一处用，凝心聚力、齐
心合力，推动我市文化体验廊道建设
取得更多成果，为加快“六个新聊城”

建设作出新贡献。
建设文化体验廊道是山东加强国

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重大举措，有利于
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打造山东
文化“两创”新标杆。我市同时承担着
黄河、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任务
和沿黄河、沿运河文化体验廊道建设
任务。作为黄河、大运河唯一实质性
交汇的城市，我市文化资源丰富、文化
底蕴深厚，在建设文化体验廊道方面
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和资源优
势。

“两河古镇村 廊道新体验”大型
融媒采访活动对深入推动我市国家文
化公园和文化体验廊道建设，特别是
对宣传展示、挖掘培育一批以民俗为
特色的黄河运河风情村、乡村旅游重
点村等具有重大意义。就采访活动我
提三点希望：

一是希望采访活动深刻诠释人民
至上的价值理念、真挚厚重的人民情怀，
把镜头对准人民、版面留给人民，深入挖
掘农村致富带头人、乡风文明守护者的
感人事迹，讲好聊城好人故事。

二是希望采访活动注重深入挖掘
传统镇村悠久的历史文化，解锁以这些
传统村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为代表的
中华传统文化历久弥新的密码，讲好聊
城文化故事。

三是希望采访活动注重挖掘两河
古镇村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独特路
径，讲好聊城文旅融合发展故事。

坚持以文铸魂
加快建设新时代文化高地

■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 薛兆立

今年6月14日，市新闻传媒中心这
艘大船扬帆起航！3个多月来，我们认
真落实市委“三提三敢”工作要求，大力
实施“内容生产精品化、融合传播精准
化、经营创收精深化、服务保障精细化”
的“四精工程”，谋划了一系列宣传战役
和重大活动，推出了一批精品力作。

这次“两河古镇村 廊道新体验”大
型融媒采访活动，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落实全市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暨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专班会议要求的
生动实践，是响应我省“四廊一线”文化
体验廊道、“十大展示带”建设的有益探
索，是落实“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村村
有好戏”活动的具体行动，也是充分挖掘
和宣传聊城市域内古镇村文化保护与传

承，创新推进国家文化公园和文化体验
廊道一体化建设的重大宣传战役。

此次大型融媒采访活动的目的是
将聊城大地上众多古镇村的深厚历史
文化进行系统挖掘、整理、盘活，使之
更好地传承与发展，为打造国家文化
公园和文化体验廊道建设的聊城样板
作出新的贡献。希望我们的记者、编
辑能够带着深厚的感情走进这些古
镇、古村，用专业的视角寻找更多历史
与现代的交融，挖掘黄河与运河留下
的独特民俗风情，用生动的语言、鲜活
的镜头讲好聊城故事，进一步擦亮“两
河明珠”城市品牌。

这是一次深入基层践行“四力”、推
进媒体融合的实战练兵。希望我们的
记者、编辑按照“内容生产精品化”的要
求，深入基层一线，蹲点式体验、行进式
采访，采制出一批沾泥土、带露珠、冒热
气、接地气的新闻精品。要发挥融媒体
优势，各平台多方携手、全媒发力融合
互动，实现资源集约、协同高效、方式创
新、各方联动，充分展现出市新闻传媒
中心的战斗力。

我们将坚持在实践中练兵，加快
媒体深度融合步伐，打造立足鲁西、
在全省乃至冀鲁豫地区有较强影响
力和传播力的新型现代化媒体，把聊
城故事讲得更好，让聊城好声音传得
更远，让正能量澎湃大流量，不断为
聊城高质量发展贡献传媒智慧和新
闻力量！

深耕文化“两创”
讲好新时代聊城故事

■ 市新闻传媒中心主任、市传媒集团董事长 朱国方

金秋九月，丹桂飘香。今天，我们
在文旅名镇——临清市魏湾镇，启动

“两河古镇村 廊道新体验”大型融媒
采访活动，挖掘、传承两河古镇村历史
文脉，助力两河文化体验廊道建设。
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大事，对于聊
城文化和旅游事业高质量发展具有良
好的推动作用。

聊城是大运河和黄河共同孕育、
滋养的城市。黄河、大运河在此交汇，
催生了一座座两河古镇村。这些古镇
村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散落在富
饶广袤的鲁西大地上。

近年来，全市文化和旅游系统按
照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加强乡土文
化遗产保护。开展不可移动文物普
查，确认不可移动文物点581处，其中，

新发现29处。2020年以来，争取各级
文物保护资金2400万元，实施29个乡
土文化遗产保护利用项目，邓庙汉画
像石墓、阳谷张秋陈氏民居、北杨集革
命烈士纪念亭等一批乡土文化遗产得
到有效保护。大力实施“乡村记忆”工
程，建成乡村博物馆、乡村记忆馆、乡
村展览馆170余处，纸坊村乡村记忆博
物馆、牛角店乡村记忆展览馆、清平镇
高唐民俗博物馆等入选山东省首批乡
村（社区）博物馆名单。推进非遗区域
整体保护，新认定95项市级非遗项目，
临清贡砖、景阳冈酿酒入选首批省级
非遗工坊，省级黄河、大运河交汇带文
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有序推进。
同时，不断推进活化利用、以用促保，
进一步增强了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内
生动力，使传统村落焕发出新的生机
和活力。

此次融媒采访活动有利于进一步
传承历史文脉，增强全社会文化遗产
保护意识，提升“两河文化”影响力。
全市文化和旅游部门将以此次融媒采
访活动为契机，深入挖掘两河古镇村
文化内涵，整合文化资源，发挥古镇村
文化遗产的综合价值，让群众在“日用
而不觉”中感受文化的魅力。探索古
镇村保护与文旅发展的融通之道，大
力发展乡村旅游，组织开展乡村传统
手艺体验项目，让更多的古镇古村落

“活”起来，让更多的老百姓获得实实
在在的好处。

激荡文化共鸣
让古镇古村落“活”起来

■ 市文化和旅游局二级调研员 刘庆涛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
开展“两河古镇村 廊道新体验”大型
融媒采访活动，深入挖掘聊城优秀传
统农耕文化的丰富内涵，必将为聊城
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文化动能。

近年来，市农业农村局认真发掘
传统农耕文化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
和文化价值，多措并举推动乡村文化
振兴，取得积极成效。截至目前，临清

黄河故道古桑树群、莘县香瓜栽培系
统、阳谷朝天椒栽培系统 3 个项目成
功入选山东省首批农业文化遗产资源
名录。临清市李圈村等9个村庄被确
定为山东省首批文化体验廊道重点
村。

当前，聊城正在建设农业强市的
新征程上阔步前行。市农业农村局将
深入贯彻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将
国家文化公园和文化体验廊道建设摆
在乡村振兴工作的突出位置。坚持政
策倾斜支持，整合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示范区、衔接乡村振兴集中推进区等
政策资源，着力推进重点村镇基础设
施建设，打造平原地区乡村振兴样
板。坚持产业融合发展，推动重点村
镇乡村产业由一产向二产延伸、与三
产融合，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产业，
让传统农耕文明焕发新的生机活力，
更好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我们将全心
融入、全力支持“两河古镇村 廊道新
体验”大型融媒采访活动，为创新推进
国家文化公园和文化体验廊道一体化
建设贡献更多“三农”力量。

为聊城乡村全面振兴
注入强劲文化动能

■ 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陈鸿雁

九 月 的 临 清 ，群 贤 毕 至 ，胜 友
如云。“两河古镇村 廊道新体验”
大型融媒采访活动在中国传统村
落、省文化体验廊道重点村——临
清市魏湾镇李圈村启动，我们深感
荣幸。

临清因运河而生，因运河而兴，
大运河已经融入每个临清人的灵
魂。大运河塑造了临清的辉煌历
史，隋唐、元、明三段运河在此交汇，

明清时期繁华五百余年，运河钞关
税收曾居全国八大钞关之首。大运
河承载了临清的悠长文韵，漕运文
化、商业文化、民俗文化、饮食文化
特色鲜明，拥有清真寺、舍利塔、鳌
头矶等运河古迹和保存完好的中洲
古城，以及临清贡砖、肘捶、驾鼓等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出了爱
国将领张自忠、国学大师季羡林等
一批杰出人才。大运河涵养了临清
的城市精神，创新创造、开放包容的
精神特质让临清成为全国轴承产业
五大集聚区之一，临清“内陆港”辐射
冀鲁豫三省四市、货运量居全省内陆
港首位。如今，我们正全力打造近悦
远来的一流营商环境，让临清这座运河
古城再现繁华盛景。

魏湾镇李圈村是中国传统村落、
省文化体验廊道重点村，运河文化、
红色文化资源丰富。希望各位领
导、媒体朋友通过本次活动系统地
整理、盘活、宣传推介李圈村文化资
源，将其打造成为文化展示体验的
新窗口、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助
推临清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

抢抓历史机遇
擦亮运河名城品牌

■ 临清市委副书记 周超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
间。”“运河流水波纹晚，渡头烟柳画
桥闲。”千百年来，人们对于黄河、大
运河的赞颂和描述既有豪情万丈、荡
气回肠，又有寻常巷陌的烟火气息。
作为“两河明珠”城市，聊城秀美的风
姿、深厚的文化底蕴、砥砺奋发的现
代化风貌，一直是新闻工作者创作的
源泉。今天，受“两河文化”滋养和哺
育的两河古镇村成为了我们深度挖掘

和全方位报道、全媒体采集的对象和
焦点。

两河古镇村中，既有乡土气息浓
厚、可以触摸历史和乡愁的传统古村
落，又有新时代文明实践的“新高地”。
此次“两河古镇村 廊道新体验”融媒采
访团将在行进式采访和报道中，做到

“两个突出”、讲好“两个故事”、深化“两
个落实”。专版稿件的采访突出思想深
度、文化厚度和情感力度，视频采访突
出行进和体验，所有报道最终落实到创
新推进国家文化公园和文化体验廊道
一体化建设上，落实到擦亮“两河明珠”
城市品牌、加快建设“六个新聊城”上，
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地描绘乡村振
兴的美丽画卷。

我们将继续坚持正确舆论导向，
忠实履行职责使命，积极践行新闻

“四力”，用手中的笔去触摸两河古镇
村的文化遗存、历史脉动，用镜头去
记录两河古镇村的律动和美好，用一
颗炽热的心去感受加快建设“六个新
聊城”征途上那些向上的力量，用实际
行动向这个伟大的时代交上一份满意
的答卷。

践行新闻“四力”
讲好两河古镇村故事

■ 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 吕晓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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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由中共聊城市委宣传部、聊
城市文化和旅游局、聊城市农业农村局、聊
城市文联、聊城市新闻传媒中心、聊城市新
闻工作者协会联合主办，中共临清市委宣
传部、中共临清市魏湾镇委员会承办的“乡
村振兴齐鲁样板——村村有好戏”聊城市

“两河古镇村 廊道新体验”大型融媒采访
活动启动仪式，在中国传统村落、省文化体
验廊道重点村——临清市魏湾镇李圈村
举行。启动仪式上，各位领导、嘉宾及记者
代表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
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山东省启动“四廊
一线”文化体验廊道建设、聊城市创新推进
国家文化公园和文化体验廊道一体化建设
等进行发言。今日，本报对领导、嘉宾及记
者代表的发言进行摘登。敬请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