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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1日，在聊城市科技馆人工智能创客空间，孩子们在观看精彩的无人机、机器狗表演。市科技馆融合光影、声效、机械等多种元素，引进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技术，传
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为青少年提供更好的科普公共服务。 ■ 本报记者 王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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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娄小皓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也是城市赖以延
续的根脉。

大运河、黄河的交汇造就了聊城文化
的多样性，涵养了聊城丰厚的文化内涵、
奠定了聊城深厚的文化底蕴。

处处有故事、处处见历史的聊城，如
何打造具有城市文化 IP，彰显文化底蕴，
放大城市特色，擦亮“水城印记”？近年
来，我市以节气文化为主题引领，以文旅
融合为展示载体，以活态传承为实施路
径，深入挖掘弘扬传播二十四节气文化
内涵和时代价值，推动传统文化和旅游
产业融合发展。

深 度 阐 发

提炼传统文化价值内涵
城市发展需要更新和迭代，随着历史

的演进和时代的进步，迫切需要新的文化
IP。

我市通过挖掘二十四节气这一古老
智慧的现代价值，选取节气这一非遗代表
作，以前瞻性思维谋划二十四节气在鲁西
大地、文旅领域的弘扬传播。

2024年12月21日，冬至当天，东阿阿
胶举行汲水炼胶祭告大典，为观众呈现了
流传千年的传统汲水炼胶仪式。人们相

聚在贡胶工坊，汲取阿井水、点燃桑柴火、
熬煮乌驴皮、炼制东阿阿胶……在庄重的
仪式中体味阿胶文化的悠远绵长。

我市不断深入发掘地方传统节日内
涵，结合本地群众生产规律和生活习惯，
提炼每个节气最典型的民俗习惯，形成立
春打春牛、吃春饼，春分竖蛋、祭窑，谷雨
品茶，夏至吃凉面，霜降吃柿子，冬至汲水
炼胶等具有聊城特色的节气习俗 40 余
项。深入挖掘相关的天文岁时、文物资
源、民俗风情等，整理出景阳冈酒传统酿
造技艺、临清什香面制作技艺、东阿阿胶
汲水炼胶祭告大典等7个非遗项目，什香
面、腐乳、炒豆、空心挂面等时令美食，以
及打春牛、打仓囤、祭花神等节令风俗，多
角度展现节气故事。

活 态 传 承

赋能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让城市文化新名片出彩出圈，提升城

市文化名片在商业应用上的价值，才能更
好地赋能城市建设，助推经济发展。

怎样吸引市民游客关注？聊城着力
在讲好聊城故事上做文章，通过情景演
出、艺术展示、旅游体验等多种方式，探索
二十四节气活化利用路径。自 2022 年 2
月4日立春节气起，连续推出“我家门前有
条河”系列文旅活动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二十四节气系列活动、二十四节气主题非
遗节、“好客山东·乡村好时节”、聊城民俗
文化节等主题活动156场，累计参与超30
万人次。

2024 年 9 月 6 日，在市美术馆，一群
身着汉服的市民正在认真地跟着老师学
插花。当天，这里举办了二十四节气主
题非遗节活动，以“白露凝珠 艺趣花盒”
为主题，邀请市民参与创意花盒 DIY 体
验。

文 脉 绵 延 ，润 物 无 声 。 我 市 坚 持
“去舞台化”呈现，推动“沉浸式”体验，
将节气活动办在田间地头、社区校园，
让节气文化回归生产生活。结合乡村
游、研学游、休闲游、康养游等热点，推
出“清明踏春赏花”“冬至温泉养生”等
主题旅游线路 12 条，建设二十四节气主
题景区 11 处。

多 元 表 达

助力传统文化多渠道传播
如何让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焕发新的光彩？如何让文化“两创”走
进生活？我市一路探索、一路收获，交出
了一份沉甸甸的答卷。

“连续前空翻抛接”“虎跳前坡抛接”
“叠罗汉抛接翻下”，在聊城市杂技团，杂
技演员们正在练习《节令花信·抖空竹》，

这一杂技以“二十四节气”为创作灵感，在
飞扬的空竹声与节令的四时重影中，带领
观众完成一场心灵的旅行。

为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走入“寻常百姓
家”，我市积极创作杂技《节令花信·抖空
竹》、古琴《秋宵》等文艺精品，制作剪纸

《惊蛰—阳气初惊蛰，韶光大地周》、葫芦
《春风得意》、鲁锦《夏至鸣蝉》等文创精品
百余件，设计二十四节气主题折扇、保温
杯、书签等文创产品20余种，让节气之美
走进生活。

崭新、舒心、欢欣、温馨，这是寻游聊
城的真实文化体验。我市积极发挥品牌
引领，通过“非遗+”模式，打造春分“贡砖
祭窑仪式”、清明“古城巽园花朝节”、夏至

“临清吃面节”、霜降“景阳冈酒封藏大
典”、冬至“东阿阿胶汲水炼胶大典”等二
十四节气主题品牌庆典，每年吸引市民游
客定期前来打卡体验。

此外，开展“跟我二十四变”寻游24节
气新聊城新媒体推广活动8场，发布相关
内容 610 次，通过 16 个平台联动直播，总
观看量近4000万人次；设置“不如见一面”
抖音话题，让夏至吃面深入人心，今日头
条阅读量超1840万人次。通过拓展传播
渠道，二十四节气蕴含的文化生命力得到
激活。

跟着节气去旅行
——我市塑造文旅融合发展新动能

本报讯（记者 张目伦） 1月7日，全市优秀社会工作项目路演
活动在光岳宾馆举行。

活动以成果展示、经验交流等形式展开，“慈联聊城·善行不已”
慈善文化弘扬项目、“幸福使者——乡村回迁社区互助养老”社工服
务项目、“益童空间”流动儿童社工服务项目……12个社会组织进行
了现场路演，涵盖了社区服务、老年人关爱、儿童保护、社会救助等多
个领域。

近年来，我市在社会工作领域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绩。
众多的社会组织积极投身其中，在扶贫济困、社区建设、养老服务、青
少年关爱等诸多方面开展了丰富多彩且卓有成效的工作。此次活动
中，达成合作意向的单位代表和社工机构代表签订了合作意向书。

全市优秀社工项目同台路演

本报讯（记者 李政哲）《聊城市古树名木保护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自2025年1月1日起施行。近日，冠县林业局联合县公安局、
县行政执法局共同举行《条例》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市民发放《山东省古树名木保护办法》、
《条例》宣传手册和《冠县保护古树名木倡议书》，为市民讲解了保护
古树科普知识。近年来，冠县将古树名木保护纳入年度重点工作，编
制了“一树一策”保护方案，为全县古树逐一建立古树档案；按照山东
省统一规格、样式更换悬挂保护铭牌，并在每棵古树的铭牌上设置二
维码“身份证”；与所在单位和法人签订《古树名木养护协议》，落实了

“监护人”，实现了古树“病有所医”、管护有人。目前，冠县有三级以
上古树36株。冠县将充分利用“林长+警长+N”协同工作机制，继续
加强古树名木保护，普及古树名木保护法规和政策，增强公众的保护
和参与意识，携手弘扬生态文明理念，培育绿色生态文化，共同守护
绿色瑰宝。

冠县加强古树名木保护

■ 苑莘

近日，河北省邯郸市一位顶着“鸡窝头”造型的女讲解员意外走
红网络，成为当地文旅宣传的新标签。这一事件不仅让这位普通的
讲解员收获了众多网友的喜爱，更为邯郸市的旅游产业带来了巨大
的流量。这一看似偶然的事件，实则道出了一个真相：群众更需要的
是多元化的体验。

“鸡窝头”女孩的走红，并非因为她拥有多么出众的外貌或专业
的解说技巧，而是因为她展现了一种真实、自然、不做作的生活态
度。这种态度，在高压、快节奏的生活中，显得尤为难得和珍贵。人
们在她身上看到了平凡而真实的一面，感受到了久违的“松弛感”。
邯郸文旅部门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热点，及时跟进互动，进一步扩大
了话题的热度，拉近了与网友的距离。

城市旅游产业的发展，不能仅仅依赖于传统的名胜古迹和旅游
资源。如今的游客们更注重旅游体验的独特性和差异性，对千篇一
律的旅游项目感到厌倦和乏味。因此，需要重视城市独特的文化魅
力和个性特色，从生活中的细微之处入手，挖掘那些看似平凡但却充
满魅力的元素，引发游客们的共鸣。

多元化并不意味着无序和混乱。旅游产业在追求多元化的同
时，也需要注重规范和引导，通过做好市场监管、从业人员管理，确保
旅游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因此，“鸡窝头”事件的走红并非偶然，而是旅游产业多元化发展
趋势的必然结果。我们应该从中汲取经验和启示，在激烈的市场竞
争中脱颖而出，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莫要轻视“鸡窝头”

本报讯（记者 任焕珍 通讯员 刘修滨 牛雪月） 1月10日，记
者从茌平区了解到，近日，茌平区聚焦民生需求，对茌山公园进行了
全面优化升级，为市民提供了更加舒适、多样的公共空间。

茌山公园充分利用现有公共空间，新增了设计感和艺术气息浓
厚的景观廊架和休憩长凳。原本坑洼不平的路面现已铺设成塑胶软
质健身步道，保障了市民散步、慢跑的安全与舒适。同时，公园还新
建了足球场、网球场等运动场地，为市民带来了全新的健身体验。采
用“自然+文化+体育”的模式，建成了黑陶广场、儿童乐园等各具特
色的主题场地，丰富了市民的文化生活。公园还进行了亮化升级，园
内桥体安装了LED灯，将桥梁的主体造型通过灯光完美呈现。

茌山公园全面升级
■ 本报记者 夏旭光 郭绍隆

2024 年 10 月 27 日下午，从孔繁森小
学采访完，简单吃点饭，迅速前往阿里地
区噶尔县扎西岗乡典角村。

“典”藏语意为“弹性”，“角”藏语意为
“夺”。典角村是扎西岗乡辖行政村，海拔
4400 多米，位于狮泉河下游西岸，距狮泉
河镇约 90 公里，距扎西岗乡政府 30 公
里。典角村处于世界三大山脉的交会处，
距离边境一线仅600米，被称为阿里地区

“边境第一村”。
从“繁森”到“繁星”主题采访团来到

典角村一组时，只见道路整洁，屋舍俨然，
一座座二层藏式小楼交错分布，一条条笔
直平整的硬化路通到每户门前，明媚的阳
光洒下，将村里“第五代”房——小康村新
居湛蓝的屋顶、白色的外墙和彩色的藏式
屋檐照得格外亮堂。

从空中俯瞰，房屋和街道组成了一个
大大的“国”字，在边境线上格外醒目。

“典角村现有55户，188人，两个工作
组。虽然地处祖国西部边陲，但我们村通
水通电通网络，各种家电更是一应俱全，
还建了水井、村民活动广场、健身区和农
家书屋等配套设施，几年前还通了公路。
大家别提有多开心了。”村党支部书记格

桑元旦感慨道，“跟以前相比，现在的生活
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典角村的村史馆里，房屋、守边等
一幅幅颇具历史感的照片让我们感受到
了典角村几十年的历史变化。

“一代房就是村民捡个石头弄点儿
土，用石头做底座，上面用木头做成夹
板，然后里边把土灌进去一压，就成了围
墙。这种房子一下雨就漏水。那时候我
们做饭也没有炉子，就是在地上垫三个
石头，然后把锅放在石头上。屋顶还有
个洞，是用来排烟的。”村里的老人回忆
说。

1990 年，典角村正式成立行政村，随
之变化的还有新修建的“二代房”——土
木结构的土坯房。2006年起，西藏实施了
以农房改造、游牧民定居和扶贫搬迁为重
点的农牧民安居工程，截至2013年底，西
藏全区农牧民安居工程累计完成投资278
亿元，全区 230 万农牧民圆了“新房梦”。
也 是 在 2006 年 ，典 角 村 建 起 了“ 三 代
房”——水泥砖混结构的房子。2012 年，
典角村修建了“四代房”——钢筋混凝土
结构两层独家独院，22户91名群众住进宽
敞明亮、设施齐全、通水通电的别墅式新
房。

2019 年 9 月 29 日，典角村 25 户 79 名

群众住进了典角村的“五代房”：设计更现
代、功能更齐备的二层小楼，每户面积超
过二百平方米，带独立的院子。据了解，
典角村人均年收入从2011年的6500元增
加到了 2023 年的 2 万余元。村民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

“村史馆的建立，是我们对典角守边
固边的一种敬仰。陈列品的岁月痕迹讲
述了典角人与自然抗争、奋勇护边固边的
英勇事迹，见证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中，我们的边境建设
日新月异。岁月在变、事物在变，唯一不
变的，是典角村人民守边固边、爱国爱党
的赤子之心。”格桑元旦说，村史馆不仅是
一座展示历史文化的场所，更是一座连接
过去与未来的桥梁，让大家在回顾历史的
同时，更加珍惜现在。

党的十八大以来，典角村群众同西
藏所有边民一样，享受到更多更好的惠
民政策，边民的住房有了历史性变化。
从石头垒起的“第一代”简易房，到“第
五代”新居，五代房的变迁，体现着党的
好政策在边境一线落地生根发芽。老
房、新房，水电路讯网全覆盖，让我们看
到了阿里“边境第一村”日新月异的变
化，感受到了边民群众不断提高的获得
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仿佛祖国边陲巨

变的缩微影像，记录了时代，讲述着变
迁。

走在典角村村内道路上，意外发现一
户村民的屋前停着一黑一白两辆时风风
顺轻卡，后视镜上挂着红色绸子，车身上
装饰着具有藏族特色的吉祥图案。真没
想到，产自高唐的时风轻卡居然来到了万
里之外海拔 4400 米的典角村，还颇受欢
迎，心中自豪感油然而生。

“我是冠县的，2017年大学毕业后，我
考上了阿里地区基层公务员。2022年，我
来到扎西岗乡工作，为了更好地了解基
层、融入基层，我主动申请驻村，帮助村民
们解决他们的日常困难，给他们联系义
诊、帮助开通公交车等，提升他们的生活
质量。我来自孔繁森书记的家乡，如今又
在孔书记工作过的地方工作，我要像孔书
记一样扎根阿里，为阿里的发展贡献自己
一份力量。我一定能做到！”听说聊城的
采访团来了，在扎西岗乡办公室工作的小
伙于琪也赶过来。

作为“全国文明村镇”“自治区边境示
范村”，边境巩固、经济发展、生态良好、群
众安居乐业的典角村，在高高飘扬的国旗
下，如同一颗冉冉升起的明珠，正在西藏
高原上绽放出夺目的光彩。

五代房里的时代变迁
——从“繁森”到“繁星”主题采访团青藏行采访日志

本报讯（记者 赵宏磊） 1月9日，一场喜庆文明的婚礼在冠县
斜店乡赵屯村举行，移风易俗志愿者与村红白理事会成员提供现场
布置、流程指导、接待来宾等志愿服务……斜店乡大力倡导新时代美
德健康生活方式，推动形成“婚事新办、文明节俭”的社会新风尚，得
到社会各界好评。

斜店乡运用“美德信用+志愿服务”模式，成立了移风易俗志愿服
务队。志愿者为新郎新娘送上抱枕等新婚礼物，并向新郎新娘、来往
宾客宣传文明婚礼的意义，剖析恶俗婚闹的危害，倡导大家抵制恶俗
婚闹，共创文明新风。最终，新郎新娘身着礼服，在亲朋好友的见证
下，走过红毯，喜结良缘。文明的婚礼氛围既让人感觉格外温馨、美
好，也让“婚事新办、文明节俭”的理念在大家心中生根发芽。

斜店乡婚事新办获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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