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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名称 序号 巡展地点 巡展时间

八、青州龙兴寺佛

教造像艺术展

43 滨州市博物馆 2016年5月

44 烟台市博物馆 2016年9月

45 齐文化博物院 2016年11月

九、“永远的孔

子”——— 走进衍圣

公府展

46 诸城市博物馆 2016年6月

47 齐文化博物院 2016年12月

十、“石上史

诗”——— 山东汉画

像石拓片精品展

48 日照市博物馆 2016年7月

49 烟台福山王懿荣纪念馆 2016年8月

50 德州市博物馆 2016年9月

51 淄博市博物馆 2016年10月

十一、黄河流域彩

陶文化展

52 山东博物馆 在展

53 济宁市博物馆 2016年4月

十二、空灵之

约——— 香文化展
54 济宁市博物馆 2016年5月

十三、唯薛有序，

于斯千年——— 古薛

国历史文化展

55 山东博物馆 2016年4月

56 济南市博物馆 2016年8月

十四、纪念建党95

周年专题文物展

57 莱芜市博物馆 2016年7月

58 孔繁森同志纪念馆 2016年7月

59 滕州市博物馆 2016年7月

60 烟台美术博物馆 2016年7月

61 无棣县吴式芬纪念馆 2016年7月

62 济宁市洪庆民俗博物馆 2016年7月

63 滨州美术馆 2016年7月

展览名称 序号 巡展地点 巡展时间

五、“走近大

师”——— 姜一涵书

画艺术展

21 荣成市博物馆 完展

22 威海市文登区博物馆 在展

23 海阳市博物馆 2016年5月

24 潍坊市博物馆 2016年10月

六、“多彩生

活”——— 山东民间

年画精品艺术展

25 滕州市博物馆 完展

26 青州市博物馆 在展

27 寿光市博物馆 2016年4月

28 高青县博物馆 2016年7月

29 聊城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 2016年9月

30 威海市文登区博物馆 2016年9月

31 栖霞市牟氏庄园管理处 2016年10月

32 济宁市博物馆 2016年11月

33 临沂市博物馆 2016年12月

七、“十指春风绣

乾坤”——— 山东馆

藏鲁绣精品展

34 威海市博物馆 完展

35 荣成市博物馆 完展

36 济宁市兖州区博物馆 2016年4月

37 泰安市博物馆 2016年6月

38 滕州市博物馆 2016年7月

39 枣庄市博物馆 2016年8月

40 聊城市博物馆 2016年9月

41 东营市历史博物馆 2016年10月

42 临沂市博物馆 2016年11月

展览名称 序号 巡展地点 巡展时间

一、“齐鲁瑰宝”

精品文物展

1 济宁市博物馆 完展

2 潍坊市博物馆 在展

3 诸城市博物馆 2016年4月

4 青岛市博物馆 2016年5月

5 临沂市博物馆 2016年7月

二、“走近大

师”——— 于希宁书

画艺术展

6 菏泽市博物馆 2016年4月

7 日照市博物馆 2016年5月

8 荣成市博物馆 2016年6月

9 海阳市博物馆 2016年7月

10 烟台市博物馆 2016年8月

11 临沂市博物馆 2016年10月

12 诸城市博物馆 2016年11月

13 青州市博物馆 2016年12月

三、“走近大

师”——— 张登堂书

画艺术展

14
德州市博物馆 2016年9月

15
烟台福山王懿荣纪念馆 2016年10月

16
海阳市博物馆 2016年11月

17
威海市文登区博物馆 2016年12月

四、“走近大

师”——— 刘国松书

画艺术展

18 威海市文登区博物馆 2016年7月

19 海阳市博物馆 2016年8月

20 烟台市博物馆 2016年11月

2016年全省馆藏精品文物巡展计划

□记者 孙先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记者从山东省文物局获悉，山东

省2016年馆藏精品文物巡展计划已经确定。今年，将有14
个项目，共计64场巡展覆盖全省17市。省文物局局长谢治
秀表示，巡展将整合盘活全省馆藏文物资源，打破博物馆
地域、级别限制，着力解决“有文物没地方展、有地方没
文物展”的问题，推进全省馆藏文物“活”起来。

2015年，省文物局陆续打造并推出了多个精品文物巡
展品牌。全年各地共计巡展20场次，观众超百万人次，社
会反响强烈。其中，集中展现全省最精美、最珍贵文物的
“齐鲁瑰宝”精品文物展尤为典型。经博物馆推荐、网友
推选和专家评选，从全省183万件馆藏文物中精选出的百
件“齐鲁瑰宝”在“国际博物馆日”与省城观众见面并在
德州等市巡展。展览展品门类齐全、各具特色，一经推出
便引起轰动，观众络绎不绝。今年，“齐鲁瑰宝”精品文
物巡展将走进济宁、潍坊、诸城、青岛、临沂等市，成为
今年巡展活动的亮点和品牌活动。

“实施全省馆藏精品文物巡展是我省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文物保护重要论述精神、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
‘活’起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
的指导意见》、拓展文物资源合理适度利用，贯彻落实共
享发展理念、让文物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的重要举
措。”谢治秀强调。为此，在去年的基础上，省文物局将
加大人员、经费保障，动员全省各级各类博物馆踊跃参与
巡展工作。目前，已经确定的巡展项目有14个。其中，展
示青州市龙兴寺、广福寺、兴国寺等寺院遗址出土佛教造
像50余件的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艺术展，以及展示50余件
具有生活气息的孔家文物的“永远的孔子”——— 走进衍圣
公府展极富山东历史文化特色。同时，为纪念建党95周
年，将在山东博物馆举办《光辉历程——— 山东省纪念中国
共产党成立95周年专题文物展》，将展出新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新时期的珍贵文物、图片近1000件，并在全省巡
展。

今年的巡展工作将突出均等化、广覆盖，全省17市均
安排了巡展，全年计划巡展63场。基本达到了全省符合条
件的国家一二三级博物馆全覆盖，部分非国有博物馆、文
物系统外行业博物馆也将参与接展。

山东省2016年馆藏精品

文物巡展将覆盖全省

◆ 项目名称：东阿县“乡村记忆”七
大工程

◆ 完成单位：东阿县文化广电新闻出
版旅游局

□ 本报记者 孙先凯 实习生 王瑶

近千万字的各类文字资料，一万余分钟
的视频资料，一万余幅的图片资料，编辑出版
300余万字的文字成果……这些是东阿县“乡
村记忆”七大工程结出的丰硕成果。近年来，
东阿县通过《东阿县历史文化丛书》编著出版
工程、乡村影像全纪录工程、民间代表性人物
访谈工程、乡村记忆征文工程、乡村餐饮挖掘
整理工程、民俗物品调查工程、民间博物馆建
设工程等这七大工程在为人们保留下“非物
质”的乡村记忆的同时，以其创新性荣获第二
届山东省文化创新奖嘉奖。

我省自 2 0 1 4年起实施“乡村记忆工
程”，希望通过建设民俗生态博物馆、社区
博物馆、乡村博物馆，收集和展览富有地域
特色、活态文化特色和群体记忆的文化遗
产，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留住乡愁。“在博
物馆中保留的是实物形态的乡村记忆，而很
多‘非物质’的、文化形态的乡村记忆更需
要保护。”东阿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旅游局

局长王宪民对记者说。早在2005年，东阿县
文化工作者就开始注意收集、整理东阿当地
历史文化类的资料。“这些文化形态的乡村
记忆是我们宝贵的历史财富，通过七大工程
的汇总，整体地、系统地推动了全县传统文
化的保护和研究。”

七大工程涵盖多方面

“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社会建设
大潮汹涌而来时，我们对于乡村的记忆还能
留下多少？”王宪民说，这种担忧是这七大
工程开始的缘由。但以往局部性、枝节性、
部门性的保护方式显然不够，需要全局性地
统筹安排，对东阿县内丰富的乡村传统文化
进行一次系统的梳理。

七大工程一经提出便涵盖全面，既有对
东阿古代政治史、沿革史的追述，也有对东
阿居民迁徙史、村落史的探寻，既有对东阿
人文史的总结，也有对东阿自然山水，名胜
古迹的摹写和整理。

为此，东阿县文化工作者走遍了县城区
和全县十一个乡镇、507个行政村和42个自然
村，对东阿历史文化进行了一次全境域、全方
位、全天候、多角度、大视角的全景式扫描记
录。编著出版了以文字记录为主的《东阿历史
文化丛书》；进行了“乡村记忆征文”并刊登在

《东阿文艺》杂志上；有以录像、摄像为主的
“乡村影像全记录”；还有以影像、录音为主的
“东阿民间代表性人物访谈”等。

“从古至今，从文化大事到居民的衣食
住行这些东阿县的文化记忆被我们用录像、
摄像、录音、文字等多种传媒手段，真实、准

确、清楚地记录了下来。”王宪民说，“多少年
后，这些文字和影像资料将在博物馆所保存
的实物之外为乡村记忆增砖添瓦。”

发动全社会参与七大工程

“父亲平素严峻而不苟言笑，唯有提到
他的家乡，脸上的表情会立刻活泛起来，他
会说到阿胶，说到御膳，村子里的黑枣树，
还有黄河的大鲤鱼……”在《东阿文艺》杂
志上的一篇篇关于东阿家乡的散文，情真意
切，触动心房。

通过“东阿县乡村记忆征文”工程，
《东阿文艺》杂志已经连续两年开辟专栏，
用一定版面刊发社会各界、各个年龄区段的
人士有关乡村记忆的记叙或抒情散文。“每
个人对于乡村的记忆可能有所不同，把这些
不同的片段收集起来就能集成一幅全景式的
回忆录。”《东阿文艺》杂志编辑王涛说。

在七大工程之一的《东阿县历史文化丛
书》编著出版工程中，王涛也承担了《东阿
民间故事》一书的编著工作。这些民间故事
将成为后人了解民俗的一项重要资料。
“《东阿县历史文化丛书》一共十二卷，这
套书的所有编写者都是东阿县本土成长和工
作的文化学者。”王涛告诉记者说。

“这七大工程既是对东阿县、乡、村三
级文化力量的一次大检阅，也是对各级文化
工作者的一次大锻炼，同时又是对全县各级
以及全县人民的一次文化大普及。”王宪民
说。据统计，东阿县“乡村记忆”七大工程
开展以来，发动了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进
来。参与者除了文化部门工作人员、各乡镇

(街道)文化站、各村文化指导员外，还动员
了国土、住建、民政、作家协会、摄影协
会、诗歌协会、楹联协会、音乐协会等有关
单位和民间组织参加，直接参与该项目的人
员达920余人。

让乡村记忆更有活力

截至目前，东阿县“乡村记忆”七大工
程已经初步完成，十二卷的《东阿县历史文化
丛书》已经编辑出版，“东阿县乡村影像全纪
录”工程已经记录下众多的影像资料、“东阿
民间代表性人物访谈”工程已经制作播出《民
间人物访谈》系列电视片，并编辑出版《东阿
县民间代表性人物访谈》一书。“这些成果已
经通过文字、图片展览和电视片等形式向广
大群众讲述东阿的历史文化故事，反响热
烈。”王宪民告诉记者，“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
拓展挖掘，让这七大工程的成果更多地展示
给广大群众，让‘乡村记忆’更有活力。”

按照计划，“东阿梵呗文化”、“东阿
黄河文化”、“东阿世族文化”、“东阿古
代建筑”、“东阿民间艺术”、“东阿民间
技艺”等一系列选题被列入东阿县历史文化
丛书第二辑的编纂计划中。在“东阿县民俗
物品调查”工程中，调查征集了包括长期以
来广大农村农民日常的生产生活的用具，建
国前与第一次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
放战争、土地改革相联系的革命文物及红色
物品等一批有价值的民俗物品，下一步将在
调查的基础上完成征集保护工作。在“东阿
民间博物馆建设”工程中，将进一步扶持民
间收藏爱好者成立首家民间博物馆。

近千万字的文字资料，一万余幅的图片

乡村记忆工程让乡愁记忆长久留存
□田静 报道
本报青岛讯 4月2日，青岛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将在青

岛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开馆。
青岛市少年儿童图书馆是青岛市首个专门为14岁以下

少年儿童提供独立公共文化服务的场馆。东临五四广场，
西接八大关，坐落于美丽的浮山湾畔，总服务面积1100平
方米，入藏各类少儿书刊文献3万余册。作为未成年人最
主要的社会教育基地，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将成为少年儿童
课外阅读和自学的一处主要场所，以补充、延伸、深化学
校教育。

近年来，“书香青岛”建设成绩斐然，阅读风气在岛
城日益浓厚，热爱阅读的小读者日益增多，市图书馆的少
儿服务空间因此日趋狭小。为改善服务条件，满足岛城儿
童阅读需求，2014年12月，青岛市政府决定投入专项资金
开辟专属场馆，成立青岛市少年儿童图书馆。新的少儿图
书馆充分考虑了少年儿童的阅读需求及年龄特点，面积比
原来增加了一倍，阅览坐席从50个增加到260个，分为儿
童借阅区、幼儿阅览区、少儿活动室(小贝壳快乐营地)、
小贝壳剧场、阅读工作坊五个独立服务空间以及数字体验
区、圆廊展览区，为岛城少年儿童提供各类儿童文献资料
的阅览、借阅、检索、咨询服务，以及开展丰富多彩的少
儿阅读推广活动。馆内设施比过去更加先进，功能更加齐
全，布局更加合理，环境更加优美。

青岛市少年儿童图书馆采用自助借还书系统，应用先
进的RFID技术，无须扫码即可识别图书标签，通过人性
化的语音提醒、快捷的身份认证，帮助小朋友用最简单的
方式实现自助借书、还书。

青岛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将开馆

□记者 孙先凯 实习生 秦婷 报道
本报济南讯 3月24日至25日，山东省文化厅直属机

关第七次党员代表大会在济南召开。会议提出，要充分发
挥文化系统行业优势，以迎接建党95周年为契机，创作一
批优秀党建剧目。

会议强调，新一届机关党委要把机关党建工作与实现
文化小康、建设文化强省、打造全国区域文化中心和道德
文化高地有机结合起来，真正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工作优
势，把党建成果转化为实际成效。

会议要求，在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廉政建设、作风
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品牌建设等方面，都要“走
在前，做表率”。其中，在品牌建设方面，要充分发挥文
化系统行业优势，以迎接建党95周年为契机，创作推出
一批像《共产党人》、《革命烈士刘谦初》等党建主题
的优秀剧目，创新党建活动载体、手段、内容、形式，
以喜闻乐见的形式教育党员干部增强党性修养，强化党
性锻炼。

以迎接建党95周年为契机

文化系统要创作一批党建剧目

□记者 卢鹏 通讯员 刘智峰 报道
 3月25日，东营市东营区史口镇中

心幼儿园开展“脸谱文化进校园”活动。脸
谱常见于以京剧为主的曲艺戏剧中，是我国
传统文化中韵味独具的视觉元素。当日，史
口镇中心幼儿园老师为学生讲解了脸谱的历
史和绘制技艺，并指导孩子们绘制各种脸
谱，学习传统文化，感受国粹魅力。

□记者 孙先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省政府正式公布山

东省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名录58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名录扩展项目名录59项。

自去年3月开始，各市及相关部门共推
荐申报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407个，经过专家严格评审、广泛征求意
见、面向社会公示后，筛选出花棍舞、章丘
梆子、高唐四平调等58项入选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鲁西南鼓吹乐、渔
鼓、梅花拳等59项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

据悉，此次名录评审涵盖了国家关于非
物质文化遗产划分的全部10个主要门类，每
个门类的项目都很丰富，充分显示了我省作
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大省的深厚底蕴，是
我省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就的
展现。

第四批省级非遗

代表性项目名录公布

□记者 孙先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由山东省文艺创作研究院主办的“当代

情怀——— 中国画名家邀请展”，3月26日至4月10日在山东
省文艺创作研究院美术馆(泉城公园西南角内)举行，此次
展览展出刘曦林、陈全胜、范扬、张志民、杨枫五位艺术
家的70幅精品力作。

中国画名家邀请展在济展出

□记者 孙先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3月26日，由山东大学(威海)和山东美术

家协会油画艺术委员会主办的“我与海——— 汪明强油画新
作展”在济南举行，共展出油画作品近40幅。汪明强是山
东大学(威海)艺术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
员。

汪明强油画新作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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