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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彭 辉
本报通讯员 任现辉 王 嘉

在首届山东省文化创新奖评选活动中，
乳山的《文化产业“十大领域”创新工程》
项目从200多个申报项目中脱颖而出，成功获
评“首届文化创新奖”。

乳山将“文化活市”作为全市发展战
略，制定出台了《关于推进文化产业“十大
领域”繁荣发展的意见》，将文化元素融入
招商引资、旅游养生等产业，重点围绕母爱
文化、养生文化、休闲文化、海洋文化、红
色文化、创意文化、非遗文化、娱体演艺文
化、影视网络文化、节庆会展文化等十大领
域，打造文化产业“升级版”。

“文化产业单打独斗难成气候，只有与
关联产业配套联动才能实现共同发展。”乳
山市委书记高书良一语中的。

文化资源从“无形资产”

变身“有形效益”

总投资2 . 5亿元的威海海运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是2013年母爱文化节期间乳山签约
引进的一家生产无卤阻燃剂的企业。

“去年母爱文化节我来乳山考察，今年
母爱文化节我来乳山签约，母爱文化节成了
我们公司与乳山的‘媒人’。”公司总经理
许红卫说。

已连续举办6届的母爱文化节，在成为“首
批中国最具影响力品牌节庆”的同时，已成为
乳山推动经济合作交流的平台。借助母爱文化
节，乳山都会举行经济合作交流会、经贸洽谈
会等招商活动，邀请国内外客商围绕新材料、
新能源、健康养生等产业到进行实地考察。今
年母爱文化节经济合作交流会当天，签约项目
投资总值就高达数十亿元。

乳山还依托宝贵的文化“富矿”进行文
化产业招商，通过引进一批文化产业项目，
将文化资源从“无形资产”变身“有形效
益”。总投资5000万元的“创业乳山产业
园”项目，将原先只经营古玩、字画、奇石
的老胶东古玩字画城打造成融合礼品设计、
平面设计、工业设计等高端文化创意企业和
创意机构的产业园区，推动创意产业规模
化、链条化发展。充分发挥红色资源优势，
大力发展影视文化产业，乳山籍当代著名作
家冯德英的文学剧本《雾锁寒冬》将被拍成
电视剧，反映胶东育儿所真实历史故事的
《乳娘》将被拍成电影。

文旅融合提升内涵

“大乳山的风景远比想象的美，特别是
景区中处处体现着母爱文化，让人流连忘
返。”来大乳山旅游的北京游客韩女士说。

女娲造人、岳母刺字等博大母爱雕塑景
观群，意味深远的母爱“润”字景观……
“母爱乳山”这张响亮的名片，一年四季吸

引着众多国内外游客前来大乳山游玩。
在景区开发之初，景点主题多、不鲜

明，“人气低”、“冬猫”曾一度困扰着大
乳山景区。“景区发展离不开文化，只有将
乳山特色文化融入景区，并将其做大、做
亮，旅游产业才有未来。”深谙文化与旅游
互促关系的大乳山滨海旅游度假区董事长刘
新利说，“下一步，我们还将建设融文化展
览、敬母祈福、娱乐演绎等多功能于一体的
母爱宫，丰富母爱广场雕塑群，打造母爱文
化新地标和母爱教育基地。”

为丰富景区内涵、提升景区品味，大乳
山景区把母爱文化“移植”到景区，使景观
成为一本融合观赏性与教育性的母爱文化
“书籍”，以文化促进旅游提档升级，先后
评为“中国最令人向往的地方”、“2013最
受网友好评的旅游景区”等称号。

在文化融合旅游思路的引领下，乳山先
后规划了母爱文化之旅、康体养生文化之
旅、红色文化之旅、海上观光文化之旅、乡
村休闲文化之旅等多条以特色文化主题为内
涵的旅游精品线路。各旅游景点也紧紧围绕
文化主题，打造“拳头”产品，吸引游客。
正华农林科技示范园围绕休闲文化主题，开
发草莓、葡萄、蔬菜等多种采摘品种，并在
茶叶基地新上集采、炒、品为一体的茶叶生
产体验项目，将“体验”融入休闲文化；白
沙滩镇大陶家村、海阳所南泓南村以海洋渔
文化为主题，不断完善“渔家乐”设施，丰
富拉网捕鱼、海上垂钓、沙滩篝火等旅游项
目，将渔家民俗文化更好地融入旅游中。

打文化牌，让乳山旅游蝶变升级。据统
计，今年以来，乳山旅游景点游客同比增长
20%以上，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达25%。

文化养生方兴未艾

11月29日，家住福星老年公寓8楼的83
岁老人戴机丰在食堂吃过早饭，来到公寓的
老年大学。“虽然我是湖北人，来到银滩人
生地不熟，可住在这个包容‘五湖四海’文
化的大家庭里，我一点儿也不孤单，没事可
以看北京老人练书法，跟江西老人学剪纸，
也可以帮安徽老人裁生肖布艺。”戴机丰边
做着保健操边高兴地说。

银滩拥有丰富的山、海、滩、岛等自然
资源，是养生养老者的天堂。近年来，智慧
的乳山人利用优势自然资源，引入宜居养生
文化，发展起专业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居
家养老、医疗机构康复养生四种养生养老模
式。爱之源、东方国际养生园、丽城平远国
际城等一批养生项目成为银滩养生文化产业
的示范区。

养生养老产业是乳山养生文化产业发展
的生动实践。近年来，乳山依托养生文化、
良好的宜居环境和房产优势，发挥“中国长
寿之乡”的品牌优势，全力打造养生文化品
牌。

农业是发展养生产业的第一基础。乳山
在省内首推农产品质量安全区域化管理，将
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要求和模式延伸到
所有农产品生产地，农产品成功打进日美、
欧盟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时，乳山又借
助文化创意，完成了“乳山食甜”、“乳山
食香”、“乳山食鲜”等生态健康养生产品
的策划、包装和生产，并以国家地理标志农
产品和特色农产品为主体，开发了益母茶、
姜可乐、海参液等系列养生礼品。

以福如东海文化园为重点的福地养生文
化产业，以多福山生态养生文化城为重点的
健康养生文化产业，以建设国家农产品质量
安全示范区为重点的饮食养生文化产业……
资源变优势产业，一批多内涵、多层次的养
生文化产业正在乳山崛起。

■首届山东省文化创新奖系列报道

围绕母爱文化、养生文化等十大领域，关联产业配套联动

乳山：打造文化产业“升级版”

□ 本报记者 王红军
本报通讯员 石 勇 段 慧

“俺说敬老院，老人都夸赞，冬有棉来
夏有单……”11月16日，在齐河县安头乡刘
小屯村的文化小广场，伴着迷戏剧团最新创
作的段子，每周一次的文艺汇演又开始了。

一个文化小广场，“整编”了体育场、健身
场、舞台，成为农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如今，
这样的文化小广场在齐河共有127个，受益群
众达30万人，构建起了以乡镇综合文化站为枢
纽，以基层文化大院为基础，以小型文化场所
为补充的三级基层文化服务网络。

“垃圾池”变身文化小广场

虽然天气已冷，但晏城街道办事处毛官
屯村的妇女们每天晚上都会聚到村头的小广
场上，跳起时尚的广场舞。“咱们脚下的这
个文化广场，去年还是个垃圾场。”

毛官屯村村支书李金功说，这个小广场
原来是片低洼不平的荒地，常常堆积着垃圾，
被村民称为“垃圾池”。去年，村里建设小广场，
就将荒地整平翻新进行了修建。离此不远的大
魏社区，在建设之初就把小广场纳入规划，还

在小广场配套建设了健身器材、文化墙、宣传
栏，占地10亩。齐河县现有村庄利用荒废地、闲
置地建设或改造小广场，新建社区规划留地，
今年以来仅新增文化小广场就有53个。

据介绍，齐河县近年来先后投资4亿元建
成文化中心、阳光广场等公共设施，文化
馆、图书馆均达到国家一级馆标准。“文化
不是形象工程，只有把这些公共文化资源通
过一个个小型阵地分解开来，才能让所有百
姓受益。”齐河县委书记孟令兴说。

为此，齐河县把文化小广场作为小型阵
地的突破口，按照“实际、实用、适度”的
原则，先后出台了补贴建设资金、奖励演出
设备等5项鼓励政策。仅今年，县乡财政就先
后投入150万元补贴小广场建设，文化小广场
在齐河基层社区(村)基本实现了全覆盖。

村村都有广场“指导员”

11月10日晚，在祝阿镇官庄村的小广
场，绣球灯舞课堂又开课了，广场“指导
员”宋德福正在教授舞蹈动作“四门斗”。

65岁的宋德福，是当地省级非遗绣球灯舞
的老艺人。宋德福说，“以前官庄村的小伙子人
人都会舞灯，后来想学的人越来越少。”

去年，官庄村修起了小广场，宋德福便
自告奋勇当起了“指导员”，每个周末组织
绣球灯舞课堂，教授15岁以下的男孩扎绣
球、舞灯，每月组织灯舞队表演一次。“沉
睡”的绣球灯舞就这样又“活”了，今年已
经组织了60多场商业演出，收入10万余元。

像宋德福这样的广场“指导员”，成为
齐河基层文化的“播种机”。这些“指导
员”由文艺带头人担当，每年参加2次以上的
培训班。现在，全县共涌现广场“指导员”
300余名，他们主打“庄户牌”、“乡土文
化”，先后培植了3个业余京剧团，200余支
乡村文艺表演队，每年组织文化活动1万场
次，相继“救活”市级以上非遗5项。

“百姓的舞台要交给百姓，让百姓当主
角，变送文化为种文化。”齐河县委常委、
宣传部长李文豪表示，“指导员”帮助乡土
文化“生根发芽”。

“小站点”编出文化大网络

“有了这‘小站点’，冬闲也不愁没地
儿去了。”11月28日，晏城街道办事处李官
社区村民梁德宝，一早就来到社区文化大院
的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李官社区站点，

轻点鼠标进入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春耕春
播、相声小品、畜牧养殖想看啥就点啥。

像这样的“小站点”，在齐河县所有农
村社区和城乡小学都建立了起来。今年，齐
河县先后实施了小站点、小书屋、小广场
“三小”文化工程，不仅成为基层文化大院
的重要补充，而且从小处着手构建起了基层
文化服务网络。

同时，齐河县文化部门开展了“百场文
艺下乡”等系列活动，确保每年在每个小广
场至少进行一次文艺表演，以此来“激活”文化
小广场。此外，该县还赋予了小广场在电影放
映、节庆晚会等四大类室外文艺活动的“主办
权”，今年全县在小广场放映电影1万余场、举
办文艺下乡活动200场次，成为城乡文化融合
对接的重要平台。立足“小”工程，齐河县不断
投入大资金。自去年起，全县财政文化事业经
费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高于1%，县财政每
年设立不低于2000万元的文化发展专项基金，
启动了形式多样的基层文化服务场所建设：每
年投入40万元新购图书，催热了175个农家小书
屋；每个乡镇、街道驻地拥有一所少年宫，成为
农村儿童学习娱乐的好去处……一个个特色
文化阵地不断涌现，15分钟基层公共文化服务
圈在齐河初步形成。

■文化强省建设先进市县报道

“小阵地”撬动“大舞台”
——— 齐河建成１２７个文化小广场３０万群众受益

◆ 将文化元素融入招商引
资、旅游养生等产业，重点围绕母
爱文化、养生文化、休闲文化、海
洋文化、红色文化、创意文化、非
遗文化、娱体演艺文化、影视网络
文化、节庆会展文化等十大领域，
打造文化产业“升级版”。

文化产业单打独斗难成气候，
只有与关联产业配套联动才能实现
共同发展。

11月30日，利津县台前村民间剪纸艺人王象焕正在教授孩子们剪纸技艺，培养他们对民间艺术的兴趣。
□记者 卢鹏 通讯员 王海涛 杨秀成 报道

□记者 王红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明年1月5日，由中国民乐界著名

音乐家、演奏家组成的紫禁城室内乐团将亮相济
南，在历山剧院为省城观众上演一场国内顶尖水平
的民族音乐经典音乐会，也拉开了历山剧院2014年
春季“艺术展演”的序幕。

紫禁城室内乐团由来自中国音乐学院的11位著
名音乐家组成，包括中国音乐学院教授、著名琵琶
演奏家杨靖，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刘顺以及著名胡琴
演奏家沈诚、著名二胡演奏家张尊连等国内民乐界
的顶级艺术家。该院团多次参加国家重要音乐活
动，并作为文化部对外交流“东方快车”的国家高
端艺术家团体，出访过俄罗斯、西班牙、匈牙利等
10多个国家和地区，被评价为“探索中国当代音乐
语境与世界对话的范例”。

本次音乐会演奏曲目丰富多样，既有旋律典雅
优美的《寒鸦戏水》、极富诗情画意的《春江花月
夜》、演奏细腻深刻的《二泉映月》，有京剧曲牌
《夜深沉》、取材于山东民歌的《沂蒙山歌》等经
典名曲和饶有诗韵的古曲，还有吸收了中国传统戏
曲“昆曲”音乐素材并以现代人的视角对《牡丹
亭》加以解读而创作的《梅边四梦》等多首特色曲
目。

紫禁城室内乐团

将来济演奏民乐

□朱桂林 赵永斌 报道
本报高唐讯 在高唐文化广场上，百步之内向

南可去李苦禅艺术馆，向西可达书画一条街，向西北
可到程辛木美术馆，向东直通即将建成的文化艺术中
心。“这些文化场馆有个共同特点，就是都位于城区的
黄金地段，让咱老百姓无论是欣赏书画，还是休闲娱
乐都特别方便，而且不收门票。”12月2日一大早，正在
文化广场晨练的市民刘海平老人乐呵呵地说。

拿出城区的黄金地段建文化设施，聊城市委常
委、高唐县委书记刘春华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她认
为：“文化设施建设就是为了满足百姓文化需求而
建，为了让百姓满意，我们抛弃利益观念，真正使
文化设施的硬件过‘硬’，经得住检验，才能更好
地满足群众的文化需求。”

作为中国书画艺术之乡，高唐书画氛围格外浓
厚。为了让群众尽享品书赏画、习书作画带来的乐
趣，实现“书画惠民”，近年来，该县建设了李苦
禅、孙大石、李奇茂等6座名家书画馆，以及书画
一条街等一批重点文化设施。目前，正在建设总投
资36亿元，以海峡两岸书画交流中心、书画名家艺
术馆群等为主要内容的双海湖生态书画公园，着力
打造集书画交流、修学旅游、文化体验等于一体的
综合性文化产业基地。这些书画场馆座落的位置周
边或有四星级酒店，或商铺林立，或位于风景秀丽
的鱼丘湖、双海湖岸边，均为人兴财旺的黄金地
段。“我们把‘黄金宝地’让出来，不搞商业开
发，而是建成书画场馆免费向市民开放，为的就是
充分发挥这些文化设施的公益作用，真正实现文化
惠民。”高唐县委副书记、县长张颖说。完善书画
设施，最受益的是老百姓。63岁的华仁堂和65岁的
华绪春是尹集镇华家务村的农民，一位擅长书法，
一位擅长国画，老哥俩一有空便来书画场馆里逛
逛，接受一下艺术熏陶。

黄金地段变商业开发“让位”于文化设施建
设，在高唐，这一做法不仅仅用在书画场馆方面，
该县投资上亿元建起的金城广场、文化广场、纪念
广场、义和广场等几大广场及高标准建设的博物
馆、县图书馆、文化馆也都建在商业繁华的黄金地
段，而且均免费向市民开放。

依托一系列完善的文化设施，高唐把文化活动
搞得风风火火，极大地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
活。

高唐：黄金地段不搞

商业开发建文化场馆

正于此间举行的北京保利2013秋季拍卖
会上，书画大师黄胄的作品《欢腾的草原》
以1 . 288亿元成交，成为今年全球中国书画
拍卖价格榜首，同时也是迄今为止内地秋季
拍卖市场上唯一过亿元作品。

2日晚7点45分，保利2013秋拍近现代书
画夜场“黄胄美术基金会推荐专场”上，
《欢腾的草原》以1300万元人民币起拍，经
过约8分钟超过35轮竞价，最终以1 . 12亿元
价格落槌，加佣金成交价高达1 . 288亿元。

北京保利拍卖执行董事赵旭认为，作
为黄胄迄今民间所见最好的一件作品，
《欢腾的草原》拍前即受到广泛关注。
《欢腾的草原》以1000多万元起拍并以过
亿元成交，说明市场上有很多渴求高品质
艺术品并具有竞价能力的买家，整个市场
回暖趋势明显。

据悉，保利拍卖此次与黄胄美术基金会
合作推出的“黄胄美术基金会推荐专场”，
所有作品都经黄胄家属严格把关。作为专场
领衔作品的《欢腾的草原》绘制于1981年，
表现的是新疆柯尔克孜族人民正在进行传统
体育项目“马上角力”的活动场面，画面描
绘了7位女性人物、9条牧羊犬、70多匹骏
马，集中展现了黄胄在人物画和动物画两方
面高深的艺术造诣。 （据新华社）

黄胄《欢腾的草原》

1 . 288亿元成交
创今年中国书画拍卖纪录

大型人文纪录片《大运河》12月1日在北京举
行了启动仪式。该片拍摄是为我国8省份正在开展
的大运河整体申遗事业助力。

这部纪录片由中央电视台科教节目制作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等单
位联合投拍。

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
秘书长杜越说：“大运河作为一项人工工程其延伸
之绵长，分布区域之广，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
的。开掘于法国路易十四王朝时期，1992年被确立
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米迪运河，全长240公里，距今
也只有319年的历史。我们相信有着如此悠久历史
的大运河一定能申遗成功。”

本片总策划辛玲表示，希望记录下这个时代的
大运河风貌，保护好大运河的这段历史。将从运河
沿岸的文化和乡情入手，从千年水道、华夏粮仓、
码头风云、会馆和它的主人们、腔与调、流淌的美
味、古桥的前世今生、老街深处这8个篇章展开，
挖掘运河深厚的文化底蕴。

(据新华社）

纪录片《大运河》启动

助力大运河申遗

□记者 袁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由张守富著、黄河出版社出版的

家文化研究新书《家道》近日上市，该书系统阐释
了新的历史环境条件下修身齐家的有德有本之道。

张守富曾主持编纂《颜真卿志》、《王羲之
志》、《孔子故里志》、《泰山志》、《诸子名家
志》等著作。《家道》以中国传统家庭优秀文化中
的“孝、爱、和、能”精髓内涵为主线，从家庭样
式、家庭结构、家庭内涵、家庭关系、家庭观念等
层面，系统阐释了和谐幸福文明家庭建设的基本方
向、主体内容、发展趋势及人与家、家与国的相互
关系和处理解决家庭各种矛盾的科学方法。

《家道》阐释和谐

幸福文明家庭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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