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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高田

活跃县城文化活动

阳谷县美术馆坐落在状元红红木家具木雕
艺术馆的三楼，面积约有1000多平方米，馆内
布展了100余幅作品。书画家梁道乐是中国国
画家协会会员，也是从阳谷县走出去的书画名
家，这次听说家乡美术馆成立，他积极参加此
次书画展以飨家乡人民。工笔画画家宋义文也
是阳谷人，现在是中国美协会员，作品多次获
国家和省级大奖，他的作品也参加了本次书画
展，赵安民、金惠华、王怀中一批阳谷籍画家
也都有作品展出。

在美术馆展出现场，还设立了几张画案，
并摆放了笔墨纸砚等书画用具，赵安明、王怀
中等书画家纷纷挥毫泼墨现场作画，引得众多
前来参展的市民欣赏、拍照。

美术馆、博物馆是城市公共文化事业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城市的文化窗口，在提高
公众文化素质，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方面有着
不可替代的作用。阳谷县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
资源，但一直以来却没有专业的美术馆，此次
状元红木雕艺术馆开辟场地提供给书画爱好者
和书画艺术家进行创作和展示，对阳谷民间资
本推动书画艺术事业发展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随着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艺术的
追求也越来越迫切，很多市民在退休之后纷纷
拾起画笔，既陶冶了情操，又提高了艺术修
养，填补了退休生活的空白。阳谷县也走出了
多位书画名家，但没有专业的场所举办书画
展，让不少市民感到很遗憾，有时欣赏书画展
还得驱车百余里到聊城城区的美术馆观看，极
为不便。

与发达国家和发达城市相比，聊城市民各
类美术馆、博物馆的人均占有率仍然很低，尤
其是县城人均占有率更低。民间美术馆的出
现，补充了公立美术馆、博物馆在设施方面的
不足，活跃了县城市民的文化、艺术活动，推
动了县域文化产业的逐渐完善与市场化进程。

一位民间艺人的书画情结

阳谷县美术馆的建立，离不开阳谷县状元
红木雕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传成。

王传成是一位有着50多年创作经验的民间
艺人，创作了无数件艺术精品，并屡获大奖。
他擅长将各种人物、山水雕刻在各种木料上，
其作品极具收藏和观赏价值。王传成告诉记
者，他的创作离不开美术家的指点，尤其是雕
刻之前的工序需要画小样，然后凭借小样进行

一斧一凿的雕刻，画样画得好坏直接关系到作
品的创作。

在多年的创作过程中，王传成结识了一批
书画名家。2014年，王传成成立了状元红木雕
艺术馆，对外展出、出售自己的木雕作品和各
种仿古家具。状元红木雕艺术馆成立之后，三
楼空余了一层的办公空间，了解到阳谷县没有

美术馆的情况，王传成决定贡献出来让书画爱
好者可以集中学习、展示并交流心得。

借本次“齐鲁书画名家展”和阳谷县美术
馆的成立，阳谷县状元红木雕艺术馆也正式开
门营业。

状元红木雕艺术馆的一楼大厅内摆放着一
组木雕屏风，这是王传成和儿子王志达父子二

人创作的《多山多水多圣人》木雕屏风，曾获
山东省公益美术精品奖特别金奖。这组木雕屏
风以孔子、孟子、墨子、孙子、王羲之等先贤
为主题创作，背面是山东的大好河山，如五岳
之首泰山、道教圣地崂山、侠义精神的梁山
等。在展厅里，还有王传成历年创作的木雕作
品，憨态可掬、手持仙桃、葫芦和拐杖的寿
星，活灵活现。生动奇妙的《花香鸟韵》是由
海南黄花梨雕刻而成，精巧绝妙，枝叶的纹路
清晰可见。还有按照比例缩小创作的楼宇模
型，如阳谷的狮子楼、聊城的光岳楼等经典楼
阁，精巧传神的雕刻惟妙惟肖。

前来参观展出的书画爱好者不仅可以欣赏
到优秀的书画作品，还能看到精美的红木家具
和木雕作品，大大提升了欣赏价值和趣味。

□ 蒋鑫 王迪 刘扬

“和学生们在一起，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
事！”这是冠县柳林镇三里屯小学教师杨序英经
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也是她忍着高血压、心脏
病的折磨，依然坚持在教学一线的原因。

“我打心眼里喜欢教师这个职业。”杨序英
说。今年53岁的杨序英出身教育世家，从小就梦
想当一名教师，经过刻苦学习，1981年她终于梦
想成真，成为了一名乡村小学教师。

“杨老师的敬业精神让我们很钦佩。记得去
年10月份，有一天我看到杨老师脸色十分难看，
并且面部有些浮肿，都知道她有高血压和心脏
病，我们就劝她赶紧去医院检查，可是杨老师非
说等周末再去。我们知道，她是不想耽误孩子们
上课。”杨序英的同事陈秋莲说，杨序英就这样
坚持带病上课10余天，才住进了医院。

“杨老师住院后，学校老师们一起去看望她，
本想着她会好好调养身体，没想到当我们推开病
房门的时候，杨老师左手输着液，右手正拿着笔给
学生改着考试卷子。看到这个情景，我们每一个人
都肃然起敬。”三里屯小学教师魏玉霞说，没几天，
走出医院的杨序英又重新迈上了她的三尺讲台。

平日教课，杨序英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格。“下
课后，大多数老师都会到办公室休息一下，而杨序
英从来都不离开教室，不是帮学生解答问题，就是
自己备课。”陈秋莲说。记者在杨序英的班级教室
里，看到了她每天记录下的备课笔记，上面详细记
录着杨序英每一节课的备课内容。“我虽然当了30
多年的老师，对手里的课本已经非常熟悉，但我依
然坚持每天都备课。因为我不仅要对自己负责，更
重要的是要对学生负责。”杨序英说。

正因为杨序英这种孜孜不倦的认真态度，她
所带领的班级连续十几年都是年级前3名，同时她
也获得了“县级模范教师”等10余个荣誉称号。“这
些成绩的取得，都是学生们给的。老师教书备课再
努力，学生不学那也是无用功。”杨序英笑着说，30
多年的教学生涯，让她唯一在乎的，就是学生们幸
福的笑脸。

□蒋鑫 许杰 报道
本报聊城讯 1月24日至25日，国家“十二·

五”课题“自主学习突破法”创始人祝永进来到
聊城，在聊城实验中学、聊城四中以及聊城二中
文苑中学举办了3场针对学生和家长的公益报告
会。会上祝永进全面介绍了传统教学模式和自主
学习突破法的区别，系统地解释了自主学习的理
念——— 聚焦于学生“学”为主的学习行为研究，
从而跳出以老师“教”为主的传统模式。

据了解，本次公益报告会由红领巾聊城文化
发展中心、榕晖教育集团及聊城重点中学共同主
办，报告会中，祝永进风趣幽默的演讲不时地引
来台下家长和学生的掌声。通过列举参加自主学
习培训学生的实例，打消了家长和学生对自主学
习这一学习方法的顾虑。

□ 本报记者 孙亚飞

聊城步入微商时代

“1月19日下午，苏奕蒲老师在微信中发
了一条链接后，仅5个小时的时间，就有70多
名学员前来报名，他们中涉及个体微店、房
产、广告、农产品销售、婚纱摄影等多个行
业。”此次讲座的承办单位聊城汇德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玉斌说，“目前，聊城企业
中网络公司的数量比以前增加了两成多，而微
商已经越来越多，但大部分微商还止步于简单
的推销模式。作为聊城创业孵化基地的一员，
我们公司决定承办此次免费微创业讲座，希望
能够帮到更多有需求的微商。”

“前一段时间，我看到有人将一名卖红薯
的老大爷的照片发在了朋友圈里，希望大伙能
多去他那里买红薯。没过几天，他又在朋友圈
里说，让大家别那么积极了，大爷的红薯都不
够卖了。由此可见微信营销的作用有多大。”
博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经理刘洋举例说。

据悉，截至2014年底，聊城超过3400家企
业参与电子商务，比2013年多出了1倍，而在全
市的4185多家规模以上企业中，超过20%的企
业参与了电子商务交易。“许多成功的企业家

都是靠着创新赢取更多消费者，而微信本身作
为一个新兴事物，在众多营销手段中迅速脱颖
而出，成为新型的营销工具，这也是大势所
趋。”聊城创业孵化基地项目经理王军说。

微商的成功源于信誉

通过微信朋友圈，聊城居民马楠最近开始
利用业余时间代购品牌运动鞋。“卖出一双耐
克的鞋能挣二三十元钱，但是基本都是亲戚朋
友光顾，一个月也卖不了几双，收益并不理
想。”马楠说。

聊城开发区绿野环境净护中心经理郝李鹏
也道出了自己的苦恼：“在此次培训之前，我
公司便已经开始尝试通过微信发广告。不可否
认的是，在微信上做宣传几乎不需要成本，很
适合小微型企业，但烦恼也有，因为总是在朋

友圈里发广告，终究是要遭嫌弃的。我自己也
拉黑了不少总是在朋友圈发广告的好友。”

销量打不开，所发广告又招人嫌弃，这成
为不少微商所苦恼的问题。

“微信只是一种工具，虽然可以创造财
富，但也不要将其神化。”面对不少通过微信
成功致富的案例，苏奕蒲认为信誉才是关键所
在。“在现实中，很多人每天不停地在朋友圈
里发布商业信息，宣传自己的产品，遭到朋友
的嫌弃，甚至直接被‘拉黑’，不但影响了自
己的生活，还发生了信任危机。而一个企业如
果运用不好微信，也会给自身来到麻烦，丧失
信誉。”苏奕蒲说，“想要成为微商，必须注
意方式方法，很多人只会拿身边的朋友‘开
刀’，这虽然是一种营销，但是不能过分。如
果微商的名称不是实名制，名称不停更换、角
色不断变化，又或者推出的产品不以质量作保

障，这些都将无形中给客户造成一种不信任
感，久而久之客户便会远离。”

抱团合作更利于发展

“如今，不少当地特产通过微信进一步开
辟了市场，在聊城做得比较好的当属东阿阿
胶。其实，如莘县香瓜、高唐清平的坠面等特
产，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闯市场。”刘玉斌
说，“与电脑上的淘宝、京东等网站不同，微
信作为当代人手机上的常用软件，更方便于产
品的推销。比如每天利用多数人早上起床后或
晚上睡觉前喜欢看手机的习惯，在这一时间段
上发点广告，会起到很好的宣传效果。”

苏奕蒲告诉记者，他通过近几年的培训发
现，大约有七成的学员是兼职微商，而专职做
微商者并不多。“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受开通
微信公众平台收取费用的影响。”苏奕蒲说。

“如果不考虑费用问题，我也不建议大家
各自为战，因为现在是团队打拼的时代。”刘
玉斌说，“在江苏等电商发展较快的地方，我
发现有的企业甚至在平台开发方面出现了火拼
现象。比如，电商觉得拥有自己的APP有助于
发展，但推出一款APP最少也要一万元，而且
因推出之后名气打不响，浏览的人并不多，这
无形之中就造成了浪费。其实，不仅每一个微
商需要有团队支撑，微商与微商直接进行团队
合作，一起将盘子做大，更有利于发展。”

小学教师杨序英：

“教学是我的一切！”

自主学习突破法

公益报告会举行

阳谷历史文化资源悠久，但缺乏让市民感受书画艺术成果的场所———

县城有了民间美术馆

聊城市创业大学免费开设培训讲座为微信营销支招———

带动微商创业“加速跑”

□杨秀萍 蒋利强 报道
本报聊城讯 记者从1月26日召开的聊城市

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会议上获悉，截至2014年底，
聊城市市场主体达24 . 4万户，同比增长34 . 8%，
增幅居全省第3位。通过“三押一推”、“股权
挂牌”和“新三板挂牌”等方式帮助企业融资
180亿元。与此同时，工商部门着力营造公平竞
争的市场环境，整顿规范市场秩序取得新进展。

面对经济新常态，聊城工商系统以工商登记
便利化改革为重点，全面推进改革创新，在推行

“四证一章联办”的基础上，积极与质监、税务等部
门联合协作，探索推行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
码证和税务登记证“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同
时，以优化营商环境为主线，充分激发市场活力，
着重服务重大项目建设，做到重大事项上门服务，
紧急事项特事特办。

聊城市场主体

达24 . 4万户

◆1月20日至21日，在聊城市创业大学免费开设的首届微创业讲座上，主讲老师苏奕蒲就

个人号基础应用、公众平台运营及微信营销运营系统等三方面的问题，对百余名学员进行了专

题培训。

“近两天的微信营销课程的学习，让我认识到微信的功能实在强大，它不单单是一种通讯

聊天工具，更是商家营销的利器。微信的功能之多，如果不是专业老师的讲授，靠自己很难领

悟这么透彻。”来自聊城易乐码公司的一名学员说。

◆1月25日，齐鲁名家书画展暨阳谷县美术馆开馆仪式在阳谷县举行，本次书画展集中展

示了17位书画名家的100多幅作品。阳谷县美术馆坐落在阳谷县状元红木雕文化艺术有限公

司，前来欣赏书画的市民既可以鉴赏字画，还能欣赏到各式各样的木雕和红木家具，极具文化

气息。

2014年12月26日下午，聊城大学传媒技术学院辩论协会的大学生，来到聊城古城东关街举行

“寻找城市的历史文脉——— 探访东关街文化”主题活动。大学生们参观了傅斯年陈列馆，观看了传

统毛笔制作技艺，与民间艺人一起演奏民间乐器，加深了对传统文化的了解。

寻找城市的
历史文脉

□林德勇 吴茜娱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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