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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魏东 李明
本报通讯员 高杜康 孙孟建

9月10日至10月10日，第十三届孙子文化
旅游节在广饶县隆重举行。自2005年以来，该
县已经举办了十二届孙子文化旅游节。文化
节以其独特的文化内涵、丰富的文化气息和
浓郁的地域特色，成为主题突出、特色鲜明的
知名节庆。

如今，广饶人已把文化融入到经济社会
发展的各个方面，文化产业成为当地经济发
展的新增长点。

三级文化设施网络全覆盖

“大家伙儿注意一下，咱今天排练的舞蹈
是《卷珠帘》。大家先准备一下，我去把数字广
场上的LED屏打开，咱们先照着视频练上一
遍。”9月11日傍晚，广饶县陈官镇碑寺村文化
管理员牛红娥，在给姐妹们“传授”新广场舞
时用上了“新媒体”，自己省事不说，大伙儿学
得还又快又好。

“现在俺村的数字文化广场有超清摄像
头，有LED大屏，还有免费WiFi。电子读报屏
也让村民随时过来浏览新闻，知晓天下事。”
说起数字广场的好处，牛红娥打开了话匣子，
以前每次学习新的广场舞都是我先去镇里培
训，然后回来手把手地教。除了现场教学视
频，授课老师不用来现场，通过高清摄像头和
LED大屏回传高清视频信号，就可以开展远
程同步辅导。

自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以
来，广饶县持续加大财政投入，完善公共文化

设施网络，筑起覆盖城乡、全民共享的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

该县设立农村文化建设专项资金，配套
“三馆一站”免费开放资金，县、镇街财政按1：
1比例，对参与“进千村乐万家”文化惠民活动
的庄户剧团给予2000元/场补助。2017—2018
年，示范区创建所涉及的村(社区)综合性文化
服务中心、文体广场等基础设施及配套建设，
享受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政策，按照投资额
的50%—60%给予补助。

目前，广饶县、镇、村三级文化设施网络
基本形成。在县城，图书馆、文化馆均为国家
一级馆，博物馆为国家二级馆。在镇街，全部
建成县图书馆、文化馆分馆，各镇街全部建有
单独设置的综合文化站。在村(社区)，全部建
有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并配套建设了149个
乡村剧场、29处数字文化广场、92个农家书屋
加入图书馆自动化管理系统，满足了群众文
化需求。

传统文化“开枝散叶”

从七八岁的孩童到80多岁的老人，一说
起吕剧谁都可以哼唱几句，在周边地区的百
姓眼中，广饶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戏窝子”。

就在不久前，广饶县自编自排的现代吕
剧《社区新风》入选国家文化和旅游部组织的
全国地方戏展演剧目，此次展演我省仅入选4
部，而该剧是唯一一部入选的吕剧作品。扬名
在外的“吕剧之乡”背后离不开广饶有关部门
的艰辛努力。

广饶县从2014年开始精品吕剧剧目创建
工作，每年复排2部传统剧目，每年原创4部小

戏，每2年原创1部大戏，5年时间内，《夫妻井》
《天地人心》《乡人俚曲》等多部原创好戏已在
全国范围内精彩上演。

如何让传统文化后继有人？广饶县创办
了“吕剧大家唱”栏目，邀请吕剧名家录制教
学视频，每周在当地电视台播出。包括吕剧在
内的“非遗”进校园活动也一直在当地坚持下
来，全县参与“吕剧进校园”培训的学生已达
3000多人次，获得“小梅花奖”的吕剧小演员
已有7人，创造了一个奇迹。

广饶县传统文化资源丰富，有许多群众
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也有光荣的革命传统，
历史文化也源远流长。他们充分挖掘历史、传
统文化，红色文化，做好传承、创新、弘扬文
章。每年一度的孙子文化旅游节期间，孙子文
化研究论坛都是一个必备项目，各地专家聚
集，为孙子文化的研究和传承打造了一个高
标准平台。

诗和远方的完美“碰撞”

9月1日，随着华东首家弹射式过山车载
人模拟实验成功，标志着广饶县中国孙子文
化园院内项目全部建成。依托“孙子文化”
这一主题，广饶县投资近30亿元打造了占地
42平方公里集休闲度假、生态观光、文化旅
游于一体的孙子文化旅游区。中国孙子文化
园是该旅游区的核心项目，占地1300亩，既
是全国最大的兵家文化主题乐园，也是传承
和弘扬孙子文化的基地，园内建设休闲项目
29项，年接待各地游客60多万人。

在传统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同样丰富的
广饶，诗和远方在这里来了一次完美“碰

撞”。广饶县从系统思维、内容挖掘、项目
运营等各环节有机结合、深度融合，文旅产
业已“火”遍全城。

“广饶县目前‘3A’级以上景区7家，
无一例外都是与传统文化结合。”广饶县旅
游局局长司会丽说，从上农休闲旅游区的渔
耕文化到孙子文化旅游区的兵圣文化，从红
色刘集旅游区的红色文化到千乘园休闲观光
园的汉文化，都已成为当地旅游产业发展的
“金字招牌”。凭借着这些成功的文旅融合
项目，广饶县每年吸引各地游客300万人，
为当地经济发展和百姓增收提供了强劲动
力。

此外，广饶县正全力打造南北两个大型
文化产业项目，北部打造乐安古玩城，南部
投资1 . 5亿元的“印象南街”也将于今年完
工。

深挖红色文化和孙子文化两大资源，广
饶县的影视基地打造也成绩斐然。近年来，
电视剧《宣言》《孙武》，电影《大火种》
《丑角儿》、动漫作品《百家姓》等都在广
饶相继开拍，带动了当地百姓增收致富的同
时，也让广饶这座文化古城名扬在外。

文化产业“遍地开花”，背后是当地政
府的政策扶持。广饶县2012年聘请中国人民
大学制作了《广饶县文化产业中长期发展规
划》，确定“文化旅游重点环、数字内容核
心区、国际交流核心区、文化制造助推带、
生态文化外围带”的“两核一环两带”的空
间格局，高标准、大视野绘就文化产业发展蓝
图。去年，该县又出台了《关于促进全域旅游
发展的实施意见》，每年设立3500万元专项资
金用作文化旅游业发展的扶持奖励。

守护城市之“魂”，文旅产业“火”遍全城———

广饶文化何以历久弥新

□本报记者 程芃芃
本报通讯员 刘长辉

8月29日，在山东玉兔食品有限责任公
司的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正在对一瓶瓶
酱油、醋等酿造产品进行灌装、装箱，随
后，产品随着传送带自动入库。“把熟米饭
放凉，加点乌衣红曲，放半个月，就是一碗
黄酒。再加点醋酸菌，等一天，就是醋的原
液了。等一个月，就能吃了。想味道更好，
那要三个月或更长的时间。食用一瓶500毫
升的醋，相当于吃了600粒大米。”谈起做
醋，公司副总经理王新文有很深的感情。

玉兔是位于淄博市周村区的一家中华老
字号企业，前身信芳园的号训，员工们如今
依然烂熟于心：酿酱不用往年粮，腌制用材
无皮伤。倒缸莫简勿惜力，柜台掌称足钱
两。

自2004年开始，原本名不见经传的酱油
加工厂，发展成为以酱油、食醋、酱类为主
的全省调味品行业龙头企业，并先后荣获中
国调味品著名品牌50强、山东省农业产业化
重点龙头企业等荣誉称号。这一切，源于农
业综合开发对社会资本的“撬动”。

近年来，玉兔共申报了6期国家农业综
合开发产业化经营项目，累计投资2 . 83亿
元。将酱油、食醋、黄豆酱三大系列主要产

品的产能从最初的2万吨扩大到8万吨，产品
市场也从以淄博为中心，拓展到以山东为中

心的河南、河北、江苏等地。同时，通过原
粮产地收购，带动了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

农企产业链更加牢固。
“企业的良性发展，一是要靠国家政策

引领，二是要靠自身不断创新，特别是我们
这种老字号企业，不能躺在功劳薄上吃老
本，只有紧跟消费需求，创新求变，才能在
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我们充分
发挥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的示范带动作
用，提高农产品深加工的产品附加值，实现
了产品结构提质升级。”董事长于金平说。
目前，通过创新，他们逐步淘汰袋装、桶装
低端产品旧动能，开发活性酱油、低盐酱
油、有机酱油、红曲米醋等新动能，提高劳
动效率30%以上，提高出品率10%以上，真正
实现原粮深加工吃干榨净零排放。

作为涉农企业，玉兔还发挥山东省调味
品发酵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科研优势，不断
进行技术改造提升，创新出具有各种功效的
保健调味料，丰富了市场。目前拥有国家发
明专利4项，实用新型专利8项。

在2018年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进行的品
牌价值评估中，玉兔以2 . 29亿元的品牌价值
位列淄博市中华老字号品牌价值首位。“不
远的将来，玉兔不一定是最大的酿造企业，
但立志在3—5年内，成为省内最受消费者喜
欢的品牌企业。”政策引领，创新先行，
“玉兔”百年老字号企业迸发新活力，让于
金平信心满满。

农业综合开发“撬动”社会资本

周村“老字号”迸发新活力

□程芃芃 报道
海外专家(左一)在玉兔公司进行技术指导。

□记者 白晓
通讯员 于舜 报道
本报青岛讯 9月7日，青岛市最大的街头24小时自助

图书馆在崂山区开馆，该馆位于青岛地铁11号线枯桃站附
近，占地30多平方米，可容纳图书1200册，市民可进行自
助办证、检索图书、借还图书、查看借阅记录、续借等服
务。

据介绍，24小时自助图书馆办证、借还图书过程操作
简单，凡青岛市公共图书馆注册的读者，只需要感应读者
证并输入密码，再输入想借的图书编码，书架就会立刻滚
动起来，将书籍自动转到小窗口交给读者，整个过程不超
过1分钟，操作十分方便快捷。没有读者证的市民，可凭
身份证在机器上按照操作流程自助办理读者证，便可免费
借阅图书。

据崂山区图书馆馆长孔令薇介绍，24小时自助图书馆
全天候为读者提供图书借阅服务，每人每次最多可借9本
书，借书期限长达1个月，不仅借书方便，而且还书也十
分便利，可在青岛市任何一家公共图书馆还书。该馆各项
智能设备系统已与市、区图书馆实现系统无缝对接图书通
借通还，进出馆人数也实时上传进入云平台系统，进行图
书出入合法检测、安全防盗和监控，馆内设监控系统实现
远程实时图像监控馆内运行情况。

目前，崂山区已建成了5处24小时自助图书馆，实现
了24小时图书服务街道全覆盖，并且可与全市各公共图书
馆通借通还。

岛城最大街头24小时

自助图书馆开馆

广告

□记者 王洪涛
实习生 张义霞 报道
本报沂水讯 9月15日，在沂水龙家圈街道公家疃村

残疾人贫困户武忠玉家里，武忠玉正熟练地使用电脑与买
家交流发货信息。“多亏了街道办把我送到县里进行电脑
知识培训，现在开了网上服装店，每月能有2000多元的收
入，生活也有了保障。”武忠玉说。

为了让贫困户在脱贫路上一个也不掉队，龙家圈街道
针对残疾人进行定向多策帮扶。利用“互联网+”，将20
位残疾人送到市县残联进行电子商务及创业培训，帮他们
开起了小卖部、淘宝店；帮助联系鞋底加工、手工编织等
手工活，让部分手脚灵活的残疾人做义工，每天每人可收
入50元；帮助15户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流转土地发展大棚
草莓、林果种植，并提供良种、肥料等物资优惠，按高于
合同价优先收购其产品；同时，通过富民生产贷、农户贷
等筹措资金，帮助18户残疾人搞起了獭兔、山羊养殖等项
目。通过系列政策帮扶，目前龙家圈街道450户贫困残疾
人实现全部脱贫。

□李东乾 盖新成 报道
本报利津讯 在前不久利津县东津文化旅游周期间，

承载地方特色的利津风情区内一处展馆成为吸引广大游客
的景观。这个不到100平米的小展馆，平均每天接待参观
游客在万人次左右，其中活动首天近2万人次，超出以往
全县所有展馆一年接待的参观总人数。

近年来，利津县挖掘盐文化、民俗文化、故道老街、
湿地物种等历史资源，大力推进镇村级历史文化展示工程
建设，县级重点依托利津博物馆，乡镇街道、村社区依托
综合文化站、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打造区域历史文化展示聚
集点。截至目前，利津全县已建成镇村级历史文化展馆30
个，着力打造覆盖全县的集档案文化、历史传承、旅游资
源于一体的历史文化展示网络。

在东津文化旅游周期间，为了让这些展馆里保存的老
物件活起来，利津县安排专人集中筛选了当地最具特色、
最能承载群众记忆的100余件展品，现场专门布置了一座
非遗和乡村记忆展馆，并组织织布、剪纸等技艺传承人进
行现场互动展演，备受广大游客青睐。

定向帮扶让450户
贫困残疾人全部脱贫

利津：
让乡村老物件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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