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田可新
实习生 张雅洁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就这个feel倍儿爽！”10月23

日一早，记者刚来到济南市历下区东关街道文
化站门口，就被一阵欢快的舞曲所吸引。走进细
瞧，原来是十几名社区舞蹈队队员正伴着动感
的节奏排练着新动作。“别看我们大都年过半
百，可音乐一起，仿佛立马年轻了好几岁。”
舞蹈队队长白桦高兴地告诉记者，这支业余表
演队还和东关街道文化站的服饰队、声乐队、
合唱队等组成了“东之韵”文艺演出团，不定
期为当地的老街坊们献上精彩的演出，在当地
早已小有名气。

目前，历下区各个街道几乎天天都在开展
这样的基层文化活动。全区每个社区均有舞蹈、
合唱、民乐演奏、京剧、吕剧等若干支群众文化
队伍，各门类演出队伍有180支，参与居民达数
千余人，每年开展较大规模演出场次达300余
次。而为了给群众文化活动提供更强有力的支
持，该区不断加大公共财政文化支出，不仅投资
1 . 5亿元，建设了1万多平方米、拥有国家一级文
化馆和国家二级图书馆的历下区文化中心，还
在13个街道全部建立了综合文化站，所有社区
也都建有文化活动中心，更打造了40处社区图
书室，配备图书12万册，建设40条健身路径、4处

社区健身苑，成立6所科普大学。依托日渐成熟
的区、街道、社区三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历下
区持续丰富当地文化活动内容——— 连办32年的
消夏晚会已经成为区文化馆的保留节目，面向
基层群众的文化培训班、社区舞蹈大赛等从不
间断；社区邻里节在中创开元山庄已持续举办
11届；龙洞街道趣味运动会、我健康我运动、社

区舞蹈大赛等成为辖区居民健身娱乐的文体品
牌；还有社区“四点半”学校，“书香历下·全民读
书”……多元文化品牌活动让群众普享当地文
化事业大发展的硕果。

而要实现“文化强区”，还需实现“两条
腿”走路。为此，历下区启动“双轮驱动”战
略，大力发展文化旅游、数字传媒、文化创

意、广告传媒、文化艺术品展示交易、体育娱
乐等六大文化产业。

沿着这一思路，该区对文化及相关产业投
融资不断加强，累计完成各类拆迁近600万平
方米，建成各类载体建筑1300万平方米，其中
大型文化产业建设项目达到14个，总投资120
亿元。目前正在加快建设和即将竣工的项目有
文化广告创意产业园、创意山东城市综合体、
人民传媒大厦等，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
的载体支持。

济南文化广告创意产业园无疑是其中的一
大亮点。该园区总规划占地面积约5平方公
里，目前园区一期核心发展区主要基础设施已
经通过竣工验收，具备企业进驻条件，总建筑
面积12万平方米。园区采取“一园多区、梯度
开发、互动发展”模式，以数字化、互联网为
媒介的新兴广告创意产业为主，争取3年至5
年，逐步发展成为在全国有较高影响力和知名
度的广告企业集聚中心、文化广告创意产业中
心和广告资源交流中心。

面对重大文化产业项目，提前介入、全程参
与，提供全方位服务，也成为当地有效的工作
方法。该区实施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对贡献
大的企业高管和高层次人才予以奖励，并成立
文化产业协会，组织文化企业定期交流沟通。
在强有力的扶持下，该区文化企业数量2014年
为2248个，较2013年同比增长21%；文化企业
数量占本地企业数量比重2014年为13 . 62%。此
外，历下区鼓励辖区文化企业上市，提出上市
企业奖励200万元，新三板上市企业奖励150万
元。目前，共有文化上市企业7家，资本市场融资
额156亿元。

打造多元文化品牌活动 发展六大文化产业

历下区：“双轮驱动”建设文化强区

□记者 任松高
通讯员 王 波 张小寒 报道
本报威海讯 在文登区开机并取景拍摄的

电影《止杀令》陆续在日本、韩国、北美以及欧洲
九国上映，获得美国首届戴维斯华语电影节最
佳故事片奖、第48届美国休斯敦国际电影节最
佳外语片大奖“雷米奖”，在法国戛纳电影节上
创造了中国电影的海外销售纪录。这部电影浸
润着文登作为道教全真派发祥地特有的道教文
化，提升了文登的对外知名度和美誉度。

文登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素有“文登学”

之称，士学文化、道教文化、红色文化、李龙
文化源远流长。文登采取多种措施促进传统文
化与当代需求、现代手段牵手，不断擦出文化
燎原火花。

文登把弘扬传统文化摆到前所未有的高
度，借助现代传播理念、手段，组织调动各方
力量进行挖掘、整理、阐释和宣传。今年，文
登系统启动了召开“文登学”文化研讨会、成
立“文登学”文化研究会、编辑出版《“文登
学”的故事》、开展传统文化公益讲座等传承
弘扬区域优秀传统文化系列活动。

为避免区域特色传统文化品牌空壳化，文
登确定了以文登学文化为灵魂，以影视服务业
为重点，以项目建设为抓手的发展思路，培育起
呼雷汤温泉及影视文化创意产业园、福地传奇
水上乐园等一批重点文化企业、项目和园区，一
批文化产品和服务实现了“走出去”。目前，文化
及相关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34 . 28亿元，2014年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额为
4666 . 67万美元，同比增长13 . 1%。

文登设立了威海市文登区文化产业发展专
项资金，对文化产业项目采用“一事一议”的方

式，从财政、税收、投融资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
加大对新引进的能够引领和振兴文登文化产业
发展的领军人物的奖励扶持力度。充分利用中
韩自贸区地方经济合作示范区的机遇，加强在
文化贸易、影视制作、时尚创意等领域的沟通交
流，推动对韩文化合作发展实现新突破。

优秀传统文化因子的注入，也让文登群众
文化“火”出了新高度。依托覆盖区、镇、村三级
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针对不同百姓群体打造
了“文登学奖”评选、“昆嵛讲坛·市民大讲堂”

“百姓放歌 唱响文登”巡演、“龙乡大明星”等
文化活动平台，文登85%的村组建了文艺队，400
多支业余团队常年开展活动，由此形成的“快乐
文登”“仁孝文登”文化氛围不仅让许多社会矛
盾纠纷化于无形，也让优秀文化因子内化于心，
外成于形，不断释放着撼动人心的道德力量，文
登成为“乡村文明行动”示范县市区、“四德工
程”示范县市区、全国文明城市，涌现出市级以
上模范、好人100多人次。

传统文化与当代需求和现代手段牵手

“文登故事”走进国际电影殿堂

□记者 张海峰 通讯员 袁格格 报道
本报兰陵讯 位于兰陵县鲁城镇的3000亩高标

准农田建设项目，目前，涉及的涵桥、管道、农田路等
工程已基本完工，将对鲁城镇的农产品运输、农田灌
溉和农业增产增效提供很大便利。

记者从兰陵县扶贫开发部门获悉，近年来该县
已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和中低产田改造项目6 . 17万
亩，加上配套修建渠系、埋设管道、开挖疏浚渠道、新
建机电井等共完成投资7482万元。通过综合治理，新
增种植业总产值2718万元，项目区农民增加收入总
额2217万元，新增粮食生产能力963万公斤，新增和
改善灌溉除涝和节水面积17万余亩，项目区基本形
成了“旱能灌、涝能排、田成方、林成网、渠相通、路相
连”的农业高效园区。

□记者 张誉耀
通讯员 张长青 田杰 报道
本报邹城讯 10月27日，全省首家企业精准扶

贫救助基金——— “儒润邹城·鑫琦集团精准扶贫救
助基金”在邹城市举行启动暨首批扶贫救助金发放
仪式。该负责人与邹城市慈善总会签订了1000万元
的合作协议，举行了“儒润邹城·鑫琦集团扶贫济
困爱心团队”成立授旗仪式，现场向20户精准扶贫
困难户代表发放了首批救助金，随后，赴山区贫困
家庭进行了走访救助。

该基金由全国文明村邹城市后八村集体企业山
东鑫琦集团出资成立，在邹城市慈善总会设立基金账
户，由民政局统一管理和定向使用，主要针对邹城市范
围内的精准扶贫对象，采取物资捐助、提供就业岗位、
供给创业出租房等多种形式从资金、物资、技术、就业
等方面对贫困户进行帮扶救助。

邹城设立全省首家
企业精准扶贫救助基金

兰陵高标准农田
新增产粮能力近千万公斤

聚焦文化强省建设先进市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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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可新 报道
10月23日，历下区东关街道文化站里，社区舞蹈队队员们正和着音乐排练新的舞蹈。

□记者 彭辉 报道
本报威海讯 困扰文登多年的貂粪处理问题有

望得到解决——— 10月26日，山东米丰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厂房在文登区米山镇开工建设，该企业利用生
物技术将貂粪转化为有机肥，年可处理貂粪2万吨。

文登一直把特种养殖作为富民强区的重点产业，
全区特种毛皮动物养殖业户有8600多家，存栏量达1400
多万只，年产毛皮1000万张，是目前全国最大的特种毛
皮动物养殖基地。由于貂粪具有强渗透性，堆积在地面
不能及时处理，不但有刺鼻气味，遇到雨天还会随着雨
水渗入土壤，污染水体，同时由于貂粪含有大量盐分，
无法直接用于农业肥料，貂粪处理一直是个“老大难”
问题。文登引进的这家企业投资3000万元，通过工业化
途径，运用现代工业技术和生物科技成果，使貂粪处理
达到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

貂粪造肥
解决养貂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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