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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磊
通讯员 崔立来 陈卫华 报道
本报淄博讯 7月9日上午，“齐文化成语故

事”新媒体电影新闻发布会暨“齐风齐语齐文化·
齐人齐裔齐参加”演员海选活动启动仪式在淄博市
临淄区齐文化博物院举行。

据了解，此次发布会由中共临淄区委宣传部、
临淄区文化出版局、浙江帝视影视制作有限公司联
合主办。“齐文化成语故事”新媒体电影共分为36
部，影片集中体现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文化思想和
发展历程，致力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深
入挖掘发扬“齐文化”，倡树“齐文化”传承，促
进家庭和顺、民族和睦、社会和谐、世界和平。该
系列电影计划将于7月25日开机拍摄，于9月初制作
完成，并将于9月12日“齐文化艺术节”举办首映
式。

“齐文化成语故事”

发布会在临淄举行

□记者 程芃芃 通讯员 王慧 报道
本报桓台讯 6月29日，省直机关传统廉政文

化教育基地揭牌仪式在桓台县王士禛纪念馆（忠勤
祠）举行。

忠勤祠建于明万历年间，是为纪念清朝“一代
廉吏”王渔洋的高祖王重光而建，距今已有410余
年的历史。王士禛纪念馆现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淄博市反腐倡廉教育基地，分为忠勤报国、
石刻瑰宝、齐鲁望族三大主题展区，建成“新城王
氏家族文化展”，通过文献资料、石刻珍品，并辅
以现代化的陈列手段，突出展示“齐鲁第一进士家
族”新城王氏“忠勤报国 洁己爱民”廉政家风和
教育哲学。

桓台县王士禛纪念馆

成廉政文化教育基地

□记者 杨淑栋 报道
本报淄博讯 7月7日，记者从淄博市文物事业

管理局获悉，全市23个省级文物保护项目获山东省
专项补助资金。光被中学旧址济美楼、曲廊平房修
缮保护工程、齐长城风门道关石门长城村落修建性
详细规划编制、金岭清真寺维修保护工程、苏秦墓
保护工程等省级文物保护项目入选，申请到专项补
助资金2359万元，比2016年增长75．4％，创历史新
高，获得专项补助资金数额位列全省第一。

淄博23项省级文物

保护项目获补助

□记者 杨淑栋 报道
本报淄博讯 6月30日—7月2日，《文化淄博丛

书》编纂工作第一次会议在山东理工大学举行，来自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开大
学、山东大学、山东政法学院等高校、科研机构的专
家学者及淄博地方文化专家30余人参加会议。

与会专家、学者对《文化淄博丛书》编纂方案作
了深入研讨，就《丛书》的编纂意义、特点要求、内容
设计、编纂组织、工作进度安排、编纂经费的使用、编
撰体例与编排格式等作了统一规划部署。

《文化淄博丛书》

编纂工作会议召开

□记者 程芃芃
通讯员 李大志 报道

本报淄博讯 记者从淄博市经信委了解到，该
市借助省“好品山东”工业品牌央视推广活动制作
的工业品牌联播，7月10日至9月9日在央视1套、13
套并机直播的《朝闻天下》栏目中陆续播出。

市经信委经过积极沟通协调，省里将本档期5
家企业的联播名额全部安排给了淄博市，鲁泰纺
织、华光陶瓷、大染坊丝绸、海思堡服饰及唐骏汽
车五个工业品牌在央视集中亮相。同时，本档期宣
传主题还将入“千年齐国古都 百年工业名城———
山东·淄博”标题，特别突出了淄博地域元素。

淄博5家工业品牌

亮相央视

□ 本报记者 程芃芃
本报通讯员 张凯 胡正鹏

从“幕后”到“台前”

“在家门口就能看到博物馆珍贵的馆藏文
物，真长见识啊！”桓台县兰香园社区居民王
霄指着展板兴奋地说。

今年“五一”之后，“‘流动博物馆’社
区文化行”活动在桓台城区街道各社区陆续展
开，文物“动”起来，人气旺起来，社区居民
纷纷聚集在展板前，饶有兴趣地听讲解、观展
览。“史家遗址出土的甲骨文、康熙御赐王渔
洋湘竹金扇这些只有在博物馆里见到的宝贝，
今儿从展板上都看到了。‘流动博物馆’不仅
让居民不出社区就能欣赏到馆藏文化，还能了
解博物馆，感受悠久的馆藏文化。”云涛社区
居民李温贤感慨地说。

“博物馆的真正价值，不在于拥有多少馆
藏，而在于用这些馆藏如何传播文化，以史鉴
今，启迪后人。因此，提高馆藏文物利用率，
让沉睡的文物苏醒，促进文物与群众之间的互
动，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桓台博物馆馆
长孔令涛说。

为盘活馆藏文物资源，他们变“被动服
务”为“主动上门”，积极探索实践“五进”
活动，将馆藏文化从“幕后”推向“台前”，
打造接地气、聚人气、有生气的“流动博物
馆”。

“流动博物馆”社区文化行就是“五进”活动
之一。“流动博物馆”集文物展示、多媒体互动、
传统展板等丰富的展示内容和互动内容为一
体，以“让文物说话、讲桓台故事”为主题，制作

“馆藏文物精粹”、“桓台历史文化名人”等展板
内容，让沉睡的文物走向大众。

近年来，桓台博物馆还先后走进220个村
(居 )，向5万余群众现场讲解、宣传馆藏文
物，普及文物知识。同时，以博物馆丰富馆藏
及免费开放政策为主要内容，制作成《桓台博
物馆》微电影，利用公益电影下乡播放，每年
放映350余场次，覆盖全县各个村(居)。

此外，桓台博物馆打破以往完全靠阵地教
育的模式，开展“流动博物馆”进校园活动，
结合“人文桓台”“桓台史韵”主题讲座，将
历史文化知识送进校园。截至目前，已走进20
余所城乡中学，举办历史知识讲座50余场，成
为桓台中小学生名副其实的第二课堂。同时，
“流动博物馆”还走进山东金诚石化集团、武
警桓台中队等地，以图片展示、现场讲解等形
式，宣传桓台历史文化。

以“五进”为载体，把文物展览办到普通
公众的家门口，把厚重的历史文化知识以通俗
易懂的方式和朴实的言语传达给参观者，让更
多的群众享受博物馆的文化服务，“没有围墙
的博物馆”广受基层群众欢迎。

从“观众”到志愿者

在桓台博物馆里，有一群中学生讲解员，
他们来自桓台实验中学，是博物馆里的志愿
者。于昕未算是一位“老志愿者”了，从初二
开始她就成为志愿者中的一员。“从上小学爸
爸妈妈就经常带着我到博物馆参观，那时虽然
不懂，接触多了就慢慢有了兴趣。上初二时，
学校里组织选拔桓台博物馆志愿者，我就报名
被选中了。主要是利用节假日、双休日到馆里

做讲解员和引导员。”于昕未说。
为了架设博物馆与青少年沟通的桥梁，桓

台博物馆成立了春蕾志愿者服务队，与桓台实
验中学牵手，每年选拨20名优秀学生，参与博
物馆义务讲解、游客引导等志愿服务，目前共
选拔了中学生志愿者40名。深奥的文物知识通
过春蕾志愿者通俗易懂的讲解，激发起群众的
探知兴趣。近年来，桓台博物馆和中小学校建
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已与5家学校和单位建立
合作关系。

博物馆里的文物涉及专业知识较多，大多

中小学生看不懂。为此，桓台博物馆在组建春
蕾志愿者服务队的时候，根据青少年的特点，
以特殊的教育形式针对不同的学生群体开展了
“品桓台古韵，赏家乡美景”“感悟家乡历
史，弘扬传统文化”“我是小小讲解员”等活
动，利用学生的实践活动课，有计划地开展文
博教育活动，提升学生人文素养。

从“参观”到“体验”

“快来看，我找到金错刀钱币了！”“我
发现瑞兽葡萄铜镜了”，寻到“宝贝”的同学
们脸上洋溢着兴奋的表情，这是桓台博物馆组
织开展的寻“宝”文化体验活动——— “嗨”翻
博物馆活动。

活动开始前，将同学们分成红、黄两队，
每支队伍各领一张任务卡，每张卡上分别标明
了需要寻找的4件“宝贝”，哪支队伍能够把
任务卡上的“宝贝”全部找到并用手机拍照，
且用时最短，哪支队伍就取得胜利。

随着裁判一声“开始行动”的口令，红黄
两队的同学们四散奔向各个展厅，开始了紧张
的寻“宝”之旅。有的一边寻找一边口中念念
有词“双鹤纹瓦当，快出来”，有的左顾右
盼，瞪大眼睛仔细察看两边的橱窗，找寻任务
中的“宝贝”，有的找到“宝贝”后开心得大
叫起来，活动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经过近半小时的寻“宝”之旅，红队以微
弱优势最先完成任务。“在博物馆里寻宝很开
心！既学到了课本上没有学过的文物知识，又
能通过游戏的方式，见到博物馆里的许多宝
贝，觉得很有意义。”唐山镇第二小学学生田
谨铭说。

“要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书写在古
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不仅要提高馆藏文物利
用率，还要注重提升互动体验，让博物馆变得
有趣起来。”孔令涛说。

走出去，请进来；“活”起来，“动”起
来。桓台县博物馆，一个流动的“文化风景”
正在深入走进基层，走向大众。

走出文化殿堂 走进群众生活

桓台“流动博物馆”让文物“活”起来

□记者 程芃芃 通讯员 房静 报道
本报淄博讯 7月1日晚，淄博市淄川区

鲁泰体育场庆祝建党96周年暨第四届“热土
欢歌”总决赛颁奖晚会现场，灯火辉煌，舞
姿翩跹，歌声飞扬，掌声阵阵，3000余人齐
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至此，历
时6天、参与群众5万人次、惠及30万百姓的
“热土欢歌”系列文化活动和第十二届社区
广场文化艺术节圆满落幕。活动的举办，浓

厚了节日氛围，丰富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
生活，受到了全区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为确保活动的顺利开展，淄川区科学策
划、周密布置。区委宣传部、区文旅新局在向各
相关部门、单位和镇办征集活动项目的基础
上，制订下发了《关于组织举办2017年淄川区

“热土欢歌”群众文化活动的通知》，通知中对
任务进行层层分解，确定责任部门和责任人，
确保各项工作紧密衔接，活动安排准确高效，

各项筹备工作有序进行。
活动历时近3个月，参与海选的舞蹈、歌

唱节目共计800余个，参与海选人员2万余
人。系列活动涵盖了第四届“热土欢歌”大
赛启动仪式、各村居镇办海选、总决赛等一
系列环节，并通过“淄川文化云”平台，将
举办活动的时间、地点、内容等事项及时向
社会公布，方便群众参与，满足了广大人民
群众对文化生活的多元化需求。

淄川“热土欢歌”系列文化活动圆满结束

2 0 1 7年国际博物馆日的
主题是“讲述难以言说的历
史”。怎样讲述“难以言说
的历史”？如何对接群众、
接近群众、服务群众，已成
为时下博物馆思考和急需解
决的问题。

多年来，桓台县博物馆
不断创新文化教育方式，由
“守物”转向关注人，开展
“五进 (进农村、进社区、进
校园、进军营、进企业 )”、
春蕾志愿者服务队、游学博
物馆文化体验等系列活动，
激活了历史文物资源的生命
活力，让沉睡的文物“活起
来”，融入群众生活。这不
失为博物馆工作的一项创新
之举。

□记者 刘磊 报道
本报淄博讯 7月5日，淄博市卫计委官

方网站发布《关于成立淄博市公立医院药品
采购联合体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
“意见”)。意见指出，为做好淄博市公立医
院集中挂网药品采购管理工作，本着自愿的
原则，现拟成立“淄博市公立医院药品集中
采购联合体”(以下简称“联合体”)。意见反
馈时间截止到2017年7月26日24:00。

意见指出，根据省相关文件精神，应组建
以市为单位药品采购联合体。成立“淄博市公
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联合体”，可以发挥集中
批量采购市场规模优势，实现带量采购，逐步
形成全市同一药品、统一市场、统一价格，达到

降低药品采购支出和减少群众用药负担的目
的。其次，可以减少医院各自为战的资源浪费，
满足临床用药需求，配合公立医院改革，健全
完善药品供应保障体系。此外，区县级医院、实
施基本药物制度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按照自
愿原则，可以与企业签订议价协议，执行市级
公立医院药品联合采购议价结果，维护市场的
稳定和统一。

同时，意见对于相关采购范围也给予明
确，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政策，对妇、儿
专科非专利药品，急(抢)救药品、基础输液、
临床用量小的药品实行集中挂网采购。具体
品种范围以省卫生计生委公布为准。

意见规定，淄博市将成立淄博市公立医

院药品联合采购体领导小组，采购体办公室
设在淄博市中心医院药剂科，负责本区域药
品联合采购具体工作，制订《淄博市公立医
院集中挂网采购药品议价目录编制和议价细
则》。联合采购的监督工作由淄博市卫计
委、人社局、物价局负责。

此外，对纳入我省基本医疗保险报销范围
内的药品，通过联合议价确定价格后，将由医
保主管部门按医保支付标准进行结算。物价部
门要加强对医疗机构价格行为的监管。并且还
将建立联合采购体评审专家库，集中采购前抽
调具有一定威信和经验的7-10名专家组成专
家委员会，负责药品遴选，建立采购目录，
负责与供应商面对面议价等工作。

淄博市公立医院将成立“联合体”
抱团向药企“砍价”

桓台县博物馆春蕾志愿者服务队的中学生志愿者义务为游客讲解。（资料片）


	28-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