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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赵琦
本报通讯员 陈宁宁

对聊城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来说，
刚刚过去的 2023 年是意义非凡的一
年。这一年，展陈提升后的博物馆正式
开馆，重新焕发夺目的光辉，为市民文
化生活增色添彩；这一年，博物馆持续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推出运河文化主题展，开展
精彩研学活动，打造文创产品，助力我
市文化保护传承工作迈上新台阶。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与聊城中国运
河文化博物馆的联手，让非遗文化再次
绽放新的光芒。2023 年 3 月 21 日，“非
遗研培实训基地”工作站揭牌仪式在运
河文化博物馆举行，工作站成立以来，双
方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在研学、培训、文创
开发、学术研讨、技术创新、跨界交流等方
面开展深度合作，带动更多人传承非遗，
取得“培训一个，带动一片”的效果。

大运风华古船、东昌盛景图、飞跃
大运河等聊城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展
陈设计数字作品，在2023年度MUSE缪
斯创意奖中斩获包括最高等级奖项的
三项大奖，该奖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创
意奖项之一。“这是博物馆借助数字科
技‘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
话’的一次突破，是数字博物馆建设的
不俗成果。”聊城市文物事业服务中心
主任崔翔介绍。

微缩景观、大型艺术场景……改造
提升后的博物馆常设展陈为“大运风
华——运河文化陈列”，展览由“历史变
迁”“水工科技”“制度管理”“城镇经济”

“运河风情”“现当代运河”六部分组成，
共展出文物400余件。焕新亮相的博物
馆，成了众多市民的打卡地。2023 年，
进博物馆参观的游客最多超过 2500 人
次/天。博物馆先后举办“千年窑火 生
生不息——邯郸市博物馆藏磁州窑瓷
器展”、多彩阿拉善——民俗文物展、奇

石妙章——济南市博物馆藏印章珍品
展、“虫”林法则昆虫主题展等，丰富了
市民的文化生活。

“博物馆在创新能力、社会教育等
方面多次获评省级应用案例。”崔翔介
绍，“为提升虚拟现实产业创新能力，加
快推动虚拟现实与行业应用融合发展，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会同省教育厅、省文
化和旅游厅、省广播电视局、省体育局
组织开展了2023年度山东省虚拟现实先
锋应用案例征集工作，我馆申报的飞跃
大运河沉浸式虚拟现实影院被评选为
2023 年度虚拟现实先锋应用案例。”此
外，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开展了第五届全
省博物馆十大优秀社会教育活动案例评
选，博物馆报送的《聊来“运”转 相知相
伴——“我眼中的大运河”》社会教育活动
获评全省博物馆优秀社会教育案例。

文创产品是讲述文物故事的有力
载体。在全省博物馆文创工作现场会
上，聊城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文创产

品便携式茶具荣获全省十佳文创产
品，该茶具的纹饰取自运河文化博物
馆馆藏文物——清斗彩缠枝花卉纹瓷
圆板中的折枝花卉纹，图案设计惟妙惟
肖。“近年来，聊城市文物事业服务中心
牢牢把握‘地方性、大众性、创新性’的
基本原则，推出了‘瑞兽 IP’‘古建 IP’

‘名人IP’等系列文创，努力探索出一条
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道路。”崔翔介绍。

品两河文化，揽水城风采。2023年
12月4日—5日，由全国水利博物馆联盟
主办、聊城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承办的
2023 全国水利博物馆联盟年会暨学术
研讨会召开。专家们不仅对如何更好
发挥水利博物馆作用、传承发扬水文化
深入交流了意见，还实地走访了聊城中
国运河文化博物馆、光岳楼、山陕会馆，
领略了江北水城的旖旎风光和人文故
事。活动的举办进一步整合了文化资
源，推动协同发展，助推聊城水利文化
事业发展再上新台阶。

文化“两创”添彩城市生活
——聊城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做好活化利用大文章

1月22日，聊城西站乘客携带聊城伴手礼乘车。随着济郑高铁的开通，
聊城文旅产业借助高铁之力，构建“聊城有礼”品牌矩阵，众多富有聊城文化
特色的伴手礼受到游客喜爱。 ■ 本报记者 闫振

■ 文/图 本报记者 刘亚杰

栩栩如生的虎头鞋、精雕细琢的高
唐刻瓷、代代传承的梁村金丝面、创意
十足的剪纸……1月18日上午，在高唐
县书画小镇，17 个“山东手造·高唐锦
礼”特色工坊内人来人往，热闹非凡。
当日，2024 春节山东乡村文化旅游节
（高唐）启动，该县12个镇街结合当地特
色，精选特色产品组成了民俗黄河大
集，民间工艺品、农产品、工业产品、美
食等琳琅满目，让游客流连忘返。

“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高唐各地的
风土人情、民俗风貌，真是太有意思
了。”游客一边走一边逛，浓浓的春节氛
围扑面而来。

高唐县是书画文化名城。春节期
间，高唐县将重磅推出乡村文化旅游节
系列活动，以“家家挂红灯，户户贴春
联，村村有好戏——回村过大年”为主
题，以民俗文化展示体验为特色，突出

“龙年村村气象新”，进一步解锁“乡村

振兴齐鲁样板——村村有好戏”的新场
景，呈现“山东手造·高唐锦礼”新展台。

在高唐，不仅有以民俗文化展示体
验为重点，举办的文艺演出系列活动、

书画展览活动、社教活动、节日主题文
化展览、“迎新年 写春联 送福字”等活
动，还有百姓村晚、锦鲤研学、好品大
集、新春音乐会等新意十足的时尚节

目，既有文艺名家倾情演绎，又有接地
气的民间演出。届时，演员刘兰芳的评
书、聊城市京剧院的京剧、聊城市美协
的太行山写生作品展等都将亮相，让游
客一饱眼福。

今年春节期间，高唐县还将结合活
化书画小镇、融入景区业态的总体布
局，着力打造文化新地标，把多个活动
的地点安排在书画小镇。本次乡村文
化旅游节突出书画文化名城定位，将举
办第十届民族百花奖作品收藏展、走进
苦禅故里——兰亭奖获奖名家作品收
藏展等19 项书画展览活动。各类书画
展将贯穿活动全过程，让书画艺术为新
春点睛，为新时代添彩。

在高唐县各大广场，戏曲演出、小
戏小剧就地搭台，连轴上演；民舞民乐
等非遗文化展演锣鼓阵阵，热闹非凡；
美食游乐、冬季冰雪等元素活化景区，
老少同乐，为群众呈上一场丰富多彩、
身心欢畅的乡村文旅盛宴。

游书画名城 品地道年味
——高唐县春节乡村文旅活动凸显文化味

本报讯（记者 岳耀军）“良好的家风，对孩子的成长成才非常重要，听
了翟晓鹃老师的授课后，我对这句话体会更深了。”1月23日，提及参加文明
家庭创建活动的感受，茌平区市民刘桂珍连说获益良多。

1月12日，茌平区妇联联合振兴街道妇联举办“为家赋能 相伴成长”文
明家庭创建活动。活动邀请茌平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中心主任、茌平区心理
学会会长翟晓鹃授课。翟晓鹃通过讲解家庭教育五大核心理念，分享了科学
的家庭教育知识，积极引导广大家长建设好家庭、涵养好家教、培育好家风，
使家庭成为培育人才的第一沃土。活动现场氛围热烈，家长纷纷表示，此次
授课干货十足，让人受益匪浅。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单元。为深入推进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在家庭落地生根，茌平区持续开展丰富多彩的文明家庭创建活
动，不断深化家庭文明建设，以良好家风培育社会文明新风尚。

为家赋能 相伴成长

茌平区举办文明家庭创建活动

1 月 24 日，在开发区黄山路
一中式点心店，工作人员在展示
一款印有活灵活现龙形象的中
式点心。

生肖，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
史的民俗文化符号，蕴含独特的
文化内涵，而“龙”更是寓意着祥
瑞和幸运。在我市各大商超，与
龙生肖相关的文创产品纷纷亮
相，为即将到来的新春佳节增添
了更多喜庆味道。

■ 本报记者 许金松

■ 本报记者 张目伦 本报通讯员 崔紫荣

“没有‘雨露计划’我就上不了大学，更没有现在的幸福生活。”1月22日，
休假在家的高唐县清平镇王庄村村民王传星跟帮扶干部谈起自己的近况，愉
悦的心情溢于言表。

王传星是清平镇脱贫享受政策户，父亲为精神二级残疾，家庭收入来源
主要是粮食种植和家庭低保等政策性收入。俗话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
王传星从小就担负起家庭的重担。高中毕业时，家里经济困难，无力供他继
续读书。为了不给家里再增加负担，他曾一度想放弃学业去济南打工。

结对帮扶干部刘爱忠了解到王传星的情况后，及时向清平镇乡村振兴办
公室反映。了解到“雨露计划”是一项针对就读高等职业学校的教育扶持政
策，他向王传星及家人耐心普及。“我想这可能是改变我一生的一笔钱，‘雨露
计划’帮我接续了读书梦。”王传星回忆，2017年，在“雨露计划”的资助下，他
被威海职业学院建筑工程技术设计专业录取。

有了“雨露”的滋润，王传星特别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在校期
间，他刻苦学习专业知识，立志学好本领回报社会。功夫不负有心人，通
过三年的努力学习，2020 年 7 月，王传星以优异的成绩毕业。通过投送简
历、网上应聘，王传星成功被威海一家公司录用。“王传星充分发挥专业优
势，踏踏实实工作，半年多的时间就成长为公司的一名制图专员。”刘爱忠
介绍。

谈到目前的生活，王传星开心地说：“我对自己的工作很满意，待遇优厚，
不但能够解决日常开支，还能补贴家用。感谢‘雨露计划’及政府的帮助，我
会更加努力，从各方面提升自己，将来更好地回报家乡、回报社会。”

通过近7年的帮扶，王传星的家庭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干净的小院里种
着枣树，空地上还种了蔬菜，一家人吃上了自来水，用上了干净卫生的厕所。

“看着眼前这一切，我心里暖暖的。我有低保金，享受着医保补贴，镇里还提
供了就业岗位。现在，儿子、闺女都有了工作，日子越来越有盼头。”说着说
着，王传星父亲的眼里泛起了泪花。

“雨露计划”成就多彩人生

特色工坊内，手工艺人展示刚刚制作的虎头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