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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朱玉东） 1 月 20 日，
“世界收藏中医膏方数量最多的博物馆”
世界纪录认证仪式在聊城古城区中国膏
方博物馆举行。经世界纪录认证机构
（WRCA）官方审核，中国膏方博物馆收藏
膏方101166方，成为全世界收藏膏方最多
的博物馆，认证官马克西姆和中方代表刘
一哲为中国膏方博物馆颁发了世界纪录
认证权威证书。

中国膏方博物馆是国内首家专业的
中医膏方类博物馆，于2017年5月18日正
式开馆。博物馆以“保存膏方·研究医药·
服务生命”为核心理念，致力于成为全球

范围内研究膏方历史最为深入、影响最为
广泛的国际性机构。自开馆以来，已接待
数万名参观者。

该博物馆建筑面积 1000 多平方米，
藏品丰富，主要包括三大核心品类：一是
膏方文献，共计 10 万余方，涵盖了从古
至今的膏方秘方和研究成果，是中医膏
方文化的重要载体。二是医药古籍善本
322 套，其中不乏珍稀的古代医药典籍和
手稿，它们见证了中医药学的悠久历史
和深厚底蕴。三是医生的未出版手稿
1500 册，记录了医生们丰富的临床经验
和独特见解，是中医药学宝贵的实践经

验积累。
为了收集这些藏品，中国膏方博物

馆馆长曾凯和同事们用了17年时间寻访
名医、藏家，足迹踏遍了全国 962 个县
（市、区），收集到了大量珍贵的中医膏方
文献和文物。2024 年初，中国膏方博物
馆将一批珍贵的膏方捐献给国家中医药
博物馆。凭借丰富的藏品和深厚的文化
底蕴，中国膏方博物馆被国家中医药博
物馆馆长杨荣臣称赞为“中国膏方奠基
石”。

曾 凯 表 示 ，世 界 纪 录 认 证 公 司
（WRCA）作为全球公认的权威认证机

构，其认证是对中国膏方博物馆在中医
膏方收藏领域领先地位的认可。中医药
文化植根于底蕴深厚的中华文化沃土
中，膏方文化是中医文化的结晶和瑰宝，
历经千百年岁月的淬炼，至今依然发挥
着“济世活人”的效用。中国膏方博物馆
作为这一宝贵文化遗产的守护者，将继
续完善和丰富馆藏品类，加强学术研究，
推动文化交流与合作，让古老的东方瑰
宝更好地造福人类健康福祉，为传承与
弘扬中医药文化及华夏文明贡献更大的
力量。

收藏膏方10万余方

中国膏方博物馆获得世界纪录认证

■ 本 报 记 者 任焕珍
本报通讯员 张福庆 杨欣钰

随着春节的临近，临清市的各个运
河大集逐渐热闹起来，年货摊位成为主
流，琳琅满目的年货和红红火火的氛围，
让人真切地感受到年味愈发浓厚。

1月18日，在临清市老赵庄大集上，
记者看到，各式各样的年货摊位摆在街
道两旁，红红的灯笼、大大的福字以及各
种特色农产品，将年味儿烘托得格外浓
郁。村民们拎着大包小包的年货，在集

市上穿梭，热闹非凡。
据了解，临近春节，老赵庄大集人流

量比平时增加了近两倍。现磨香油、现
炒花生瓜子、蔬菜水果、鸡鸭鱼肉等产品
一应俱全，各个摊位前都挤满了询问价
格、挑选年货的顾客。值得一提的是，今
年老赵庄大集上首次开辟了优选产品区
域，聚集了众多临清好品，展示销售当地
的特色农产品，如花样馒头、特色糕点、
花菇系列产品等，备受村民追捧。

花菇产品摊位的负责人王玉芬说，
他们的花菇在大集上非常受欢迎，不仅

是餐桌上的美味，还是走亲访友的佳品，
既有面子又经济实惠。此外，花菇酒也
受到了消费者的喜爱，销量非常好。

除了购物，老赵庄镇结合当地特点，
在大集上举办了花菇文化艺术节，让村
民观赏精彩演出，书法爱好者现场挥毫
泼墨，书写对联，为大家送上新春祝福。
同时，春节饰品、红灯笼、碗筷等摊位的
生意也十分红火。

老赵庄镇老赵庄村村民赵荣江说，
过年了要添置点东西，他看到一款酒杯，
打算买两个回家过年用。此外，他还添

置了新碗筷，这寓意着添福气，希望新的
一年能够红红火火，过个好年。

春节将至，学生和在外务工人员也
陆续返乡。游子们在大集上，找家乡的
卫东。在一家包子铺前，记者看到许多
顾客在排队购买包子。包子铺老板吴加
宾说，他家从他爷爷那辈就在集上卖包
子，到现在已经有四五十年的历史了。
尤其是过年的这段时间，除了周围的村
民，还有很多返乡的学生和工人都要来
尝尝这个包子，回忆儿时的年味儿。

赶年货大集 品浓浓年味

1月21日，在高新区九州洼月季旅游景区，一名小朋友正将垃圾
丢进垃圾桶。文明是出游的“必备品”，出游过程中都应当讲文明、树
新风，自觉维护公共秩序，爱护公共卫生。游客在享受美景的同时，
也要让文明常伴左右。 ■ 本报记者 赵琦

本报讯（记者 洪祥） 1月18日至20日，“海源阁杯”第一届聊
城市青少年经典阅读大赛复赛举行。活动旨在激发全市青少年对
经典阅读的热爱，提升其文化素养与语言表达能力，为青少年提供
展示自我的舞台。

复赛现场，选手们不仅在内容选择上独具匠心，在艺术表现形
式上更是别出心裁。大赛的评委团队阵容强大，不仅有来自高校艺
术领域的资深专业评委，还特别邀请了5名来自不同行业的大众评
委，涵盖教师、文艺爱好者、社区工作者等群体。比赛过程中，评委
们全神贯注，认真聆听、细致观察每一位选手的表现。高校艺术界
评委凭借深厚的专业知识，从朗诵技巧、艺术表达、文化内涵挖掘等
专业角度给出权威点评；大众评委则以自身最真实纯粹的感受，为
选手表现提供多元视角与宝贵意见。评委们在肯定选手优点的同
时，也不忘鼓励他们继续读好书、好读书，肩负起传承中华经典的重
任，在经典文化的滋养下不断成长进步。

春节后，我市将举办经典阅读大赛的决赛和展演。

市青少年经典阅读大赛复赛结束

本报讯（记者 任焕珍 通讯员 周宁） 记者1月21日从东阿县
了解到，该县民政部门聚焦孤困儿童关爱服务、分散特困社会化照护
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以
实际行动回应群众关切，守护民生福祉。

东阿县已构建起县乡村三级留守、流动、困境儿童关爱阵地，包
括县级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镇街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和村（社
区）妇女儿童之家。开展多项未成年人权益保障行动，制定19项关爱
基础服务清单，形成流动、留守儿童统计监测“五步法”，成功打造“护
童成长 爱在胶乡”儿童关爱品牌。

孤困儿童关爱只是民生保障的重要一环，分散特困社会化照护
同样不可或缺。铜城街道大店子村的特困老人王怀英，今年已96岁
高龄，受益于政府购买的专项照护服务，老人的生活质量得到显著提
升。老人的侄子张兴堂说：“有这个项目真是太好了，家里现在每星
期都有人来收拾，卫生干净了，老人也有了依靠。还有专业人员给老
人测血压、血糖，免费带老人去医院体检，制定健康档案。”

东阿县积极探索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物质+服务”救助模式，按照
“政府主导、政策扶持、社会参与、市场推动”的总体思路，采取政府购
买第三方机构服务的方式，为分散供养特困人员提供专业化、精细
化、个性化的照护服务。这一举措有效解决了服务数量和质量难以
监管评估的难题，推动分散供养照护服务从单一化向多样化转变，切
实增强了各类困难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东阿县

聚焦急难愁盼 守好民生底线

本报讯（记者 朱海波 通讯员 许翠霞 李敏）记者1月21日从
冠县了解到，该县去年组织县供电公司、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相关
部门新建改造变压器4台、高低压电缆1.9千米、电表箱26个、电能表
230块，完成百货公司、人行家属院等4个老旧小区175户非直供电转
直供电“一户一表”管理工作。

2024年6月，冠县纪委监委对信访举报、“12345”市民热线等群众
反映的问题清单进行集中梳理，发现县人行家属院多名业主反映电
力设施老化、经常停电、交纳电费不方便等问题。冠县纪委监委一方
面监督社区协调物业企业对全县老旧小区电缆线路、变压器、配电箱
等相关电力设施进行日常巡检维护，及时发现并处理潜在的安全隐
患；另一方面监督县住建局、县供电公司、电力设施产权单位等对全
县老旧电力设施进行更换升级，确保电力设施安全可靠运行。

在工作推进中，县纪委监委还发现因为历史原因，除老旧小区
外，该县还有不少新建供电非直供小区，同样存在用电不安全、交费
不方便等问题，严重影响居民生活质量。该县纪委监委立即将此项
问题纳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并推动此项
工作纳入县委领导包抓事项，成立工作专班。目前，县政府协调到位
资金3200余万元，县供电公司已完成世和府、贾镇学府家园2个小区
外线建设，争取2025年迎峰度夏前完成白杨路沿线20个新建小区外
线建设，确保做到“外线等内线”，有效减存量。针对近期即将交付的
小区，县政府将同步拨付配套资金，并监督严格执行“联合验收”机
制，切实防增量。

冠县

4个老旧小区用上直供电

■ 本报记者 李万超

如果“年”是对家乡久久的期待，那
么“集”就是年味最深的体现。

近日，“我在聊城·高唐过大年”黄河
文创大集系列活动在高唐各个乡镇陆续
举行。记者日前来到高唐县，感受各个
乡镇大集里的年味。

藏在千年古镇里的美食

高唐县清平镇，是黄河故道上一座
有着两千年历史的文化古镇，逢五排十
的清平大集已传承了近千年。品美食、
逛庙会、穿林海、赏非遗，已经成为过年
期间清平人刻在骨子里的日常。

坠面，又称空心面，需要经过和面、
盘条、抻面等多道工序。由于细如针尖，
所以晾晒时会自然形成空心。它入口即

化，容易消化，是孕妇、老人的好选择。
“清平坠面”，一把细面，半碗高汤，烫上
两朵挺实的小油菜，放上一勺酱油，品一
口感觉岁月静好，来上一碗，让人食欲大
开。这是高唐人独有的烟火气。

糖藕香，年味浓。“糖藕传到我这一
辈有 100 多年历史了，又酥又脆还不黏
牙，买点回去不！”小屯糖藕加工户刘德
顺吆喝着。“小屯糖藕”已经成为聊城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制作糖藕虽是一项艰
苦的劳动，但我想把好的东西传承下来，
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了解小屯糖藕，喜
欢上小屯糖藕。”刘德顺说。

大集赶出文艺范儿

梁村镇历史悠久，自古就是周边重
要的粮库，长期以来，梁村大集发展成
为周边群众重要的民俗活动，如今梁村

大集与众不同，市井大集有了文艺范
儿。

1月16日，高唐县小戏小剧展演启动
仪式在梁村镇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行，
三句半《移风易俗靠大家》引来现场观众
阵阵喝彩；韵味十足的情景剧《我爱家乡
的老豆腐》更是将高唐传统美食魅力展
现得淋漓尽致。小戏小剧，作为短小精
悍却又极具艺术魅力的表演形式，一直
以来深受广大群众喜爱。它关注邻里故
事、移风易俗等题材，不知不觉中拉近了
心与心之间的距离。

迎新送福写春联，翰墨飘香添年
味。赶集群众来来往往，川流不息。活
动现场一片欢声笑语，热闹非凡。几名
书法爱好者意气风发，笔酣墨畅。围拢
来的村民有序地选取中意内容，并在一
旁压纸、传递、晾晒……在充满喜庆的

氛围里，一副副散发着清新墨香的春联
呈现在大家眼前，或工整清秀，或刚健
遒劲，或流畅飘逸……笔墨方寸间，无
不流露出对新春的美好祝福和期许，浓
浓的年味儿扑面而来。

除了传统大集上都有的各类蔬菜、
水果、干果、鱼虾等，高唐文创大集现场
还集中展示了助力乡村振兴特色农副产
品及文创产品，丰富的品类和浓浓的文
化味，折射出了乡村振兴给镇村带来的
巨大变化，见证了人民群众的生活“芝麻
开花节节高”。

近年来，高唐县结合黄河国家战
略，突出自身文化特色，推动文创产品
市场化，拉动文化消费，促进文化“两
创”，带动全县文化文艺事业的提档升
级。

感受年味里的文艺范
——“我在聊城·高唐过大年”黄河文创大集侧记

1月16日，由大连理工大学的学生组成
的“乡艺行·齐鲁之韵”实践团来到茌平区贾
寨镇文化站，表演了舞蹈、歌曲、戏曲、乐器
独奏等十多个精彩的文艺节目，赢得了观众
的阵阵掌声。图为大学生在表演舞蹈《雨
后》。 ■ 本报通讯员 赵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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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记忆·万家烟火里的春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