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马景阳
本报通讯员 闫盛霆 仇慧清

老旧瓷窑车间变身创意休闲餐厅，琉
璃烧制工厂成为热门旅游景点，陶瓷博物
馆、琉璃文创园等向公众免费开放……如
今的淄博市淄川区，依托现代化发展手
段，用活“文化+”思维，融合创意产业、
旅游、互联网等多个领域，带活区域发展
“一盘棋”，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新期待。

淄川区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最具说服
力的证据就是在这块大地上延续不断的陶
琉文化。但多少年来，淄川区的陶琉产业
一直局限于小作坊式的单一生产，缺乏创
新创意的“老几件”难以得到现代社会的
认可，陶琉产业渐渐萎缩。

创新创意

支撑培育产业新动能
淄川区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传承创新

悠久的产业文明，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
为陶琉产业的转型升级奠定了最坚实的文
化基础。

目前，淄川区琉璃制品已成为国内生
产琉璃品的中心。淄川也先后建立起“李
梓源艺术中心”“张广庆内画艺术研究
院”以及1954陶瓷文化创意园、中华巨型
园林陶瓷文化创意园，为陶琉文化传承发
展搭建起良好平台。目前，全区共有淄川
籍及在淄川工作的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11
人，省级工艺美术大师33人。

淄川区依托自身资源优势，采取本土
培养与引进大师相结合、文化传承与时尚
元素相结合、传统技艺与科技研发相结
合、打造专业化平台与建设网络渠道相结
合等方式，不断增强创新能力，品牌知名
度不断提升。

鲁青瓷是中国顶级文化瓷种之一，名
列世界四大青瓷，目前淄川已形成泰山、

鲁青等几大著名品牌，产品先后获中国陶
瓷行业名牌、山东名牌、山东省著名商
标、产品质量国家免检、当代国窑称号。
“淄博陶瓷烧制技艺”被认定为第三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淄川拥有山东产量
最大的手工琉璃艺术制品生产企业，拥有
“zhenhualiuli”一个国外商标、“领尚”牌
和“宝泉”牌两个国内商标。

漫步在熙熙攘攘的1954陶瓷文化创意
园内，陈旧红砖的老厂房、锈迹斑斑的老
旧设备、不知年月的碎瓷片……60多年前
的历史痕迹依稀可见。它的前身是建于
1954年的原国有重点陶瓷企业淄博瓷厂。
上世纪90年代，全国陶瓷业不景气，淄博
瓷厂也破产了，只剩下一片破旧的老厂
房。

如何让老工业企业焕发生机？在淄川

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从淄博瓷厂
走出来的昆仑瓷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任
峰开始对该片区进行规划设计：车间成了
创意陶瓷博物馆，老窑炉成了工业展厅，
旧仓库成了咖啡厅……老工业废墟成了一
个让人叹为观止的文化特色小镇。

文旅融合

释放“乘法效应”
在实施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的大背

景下，文化创意、精品旅游等优势产业的
提升发展被摆上显著位置。淄川顺势而
为，文旅融合正凸显“乘法效应”。

仲春四月，春暖花开。伴随着外出踏
青游人的增多，各地景点逐渐火爆起来。
位于淄川区龙泉镇的中华琉璃文化创意园

内也迎来了熙熙攘攘的人群。令许多人意
想不到的是，该企业竟然是世界规模最大
的手工热塑琉璃生产基地，年产各类琉璃
艺术品 1 2 0余万件，产品远销美、英、
法、意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在机
械化生产遍布全球的今天，他们返璞归
真，反其道而行，全部产品纯手工制作。
热塑车间古朴的八卦炉，原始而宏大的生
产场景，传统而古老的操作形式，给人一
种深深的震撼；大型展厅内充满历史沧桑
韵味与厚重感的琉璃文物，琳琅满目的热
塑工艺品、灯工料景、琉璃内画、琉璃雕
刻令人目不暇接，成为当地一道亮丽的风
景。

同时，企业不忘对中国琉璃制作技艺
的传承与保护，以文化促发展，以发展兴
文化，投资兴建中华琉璃文化创意园。文
创园由德国著名的标恒公司策划设计，充
分融合了传统、现代与古典元素，深度结
合了源远流长的中华琉璃文化艺术，全面
建成后，将成为中国第一个高端琉璃艺术
品基地和中国琉璃文化向国内外展示的前
沿窗口。

“中华琉璃文创园”成了当地一条特
色文化旅游线路。“从开园起，我们就确
定了以琉璃生产、加工和文化旅游融合发
展的策略，去年，园区接待游客6万多人
次，实现外贸销售额2500多万元。”中华
琉璃文创园总经理陈京田介绍，为延伸产
业链，该园区还建成一个400多平方米的淘
宝区，每天推出30至50个库存版产品限量
促销，既释放了顾客的购买力，又吸引了
更多人关注琉璃艺术。

如今，淄川陶琉文化发展搭上了互联
网的快车，在“淄川文化云”的助推下，
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在兆霞陶瓷生活
馆，借助“淄川文化云”培训平台，每周
的茶艺体验课都如期举办。“我们提供茶
艺师进行免费指导，既是企业品牌的推
介，也解决了群众基本文化需求，是一举
两得的好事。”负责人赵林绪说。

□记者 李明
通讯员 刘辉 刘福春 报道
本报广饶讯 4月3日一大早，广饶县

大王镇吴家村卜晓芳在手机上点开广饶县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融媒体工作平台，惊
喜地发现自己前一天申请的广场舞、扇子
舞大赛通过了审核。她赶紧来到村委，打
印出活动报名二维码张贴到显眼位置，然
后通过广播发出通知。

“现在参加活动只要扫描二维码报名
就可获得相应积分，积分攒起来还可以兑
奖呢。”卜晓芳边忙活边说。卜晓芳是吴
家村在村里工作的唯一女大学生，自打新
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开展以来，她就在村里
干起了管理员。由于她年轻、点子多，做
事有激情，村里的文明实践活动也开展得
红红火火。

“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向纵深开
展，必须规范化管理，设立村级管理员很

有必要。”广饶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孙
玉平介绍，广饶在全县8个镇街、473个村
（社区）分别设立1—2名管理员，并制定
出台了考核奖励办法。同时，发挥村级管
理员贴近群众的优势，广泛征求群众建
议，精心设计接地气、有生气、聚人气的
文明实践项目。

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的开展少不了组
织者和参与者。全县整合组建5类志愿者队
伍163支，梳理100多项文明实践活动项目供
群众“点单”，并发布了2批25个新时代文
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将“大杂烩”变成
“小灶”，提高了实践活动的针对性和精
准度。

4月1日是广饶县李鹊镇小张村赶大集
的日子。集市上熙熙攘攘，而大集南侧的
李鹊镇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中心内也是人流
不断。在1楼的书画室内，趁着赶大集凑在
一起的“民间书画家”们正在挥毫泼墨，

学习交流。这些“书画家”全部是李鹊镇
书画协会的会员，随着分中心的建成，十
里八村的80多名民间书画爱好者也终于有
了固定的活动场地，从原来单纯的爱好转
变为专业的志愿服务团体。

“分中心运行成熟后，我们还准备将
镇区内原有的党群文化服务中心改造提
升，建设第二个分中心。”李鹊镇宣传委
员张广鹏说，位于该镇南部的李鹊镇基层
党校也要提升，今后小镇东西南三个主要
聚居区就能实现“三位一体”全覆盖的阵
地结构。

去年以来，广饶县打造了中心、分中
心、村(社区)实践站和村级互助会四级新时
代文明实践体系，并整合建设了一批具有
文明实践特色功能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基
地，搭建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城乡基层综合
平台。

此外，该县还开设了新时代文明实践

融媒体工作平台，平台集信息发布、“微
课”点单、文明实践学习、“微心愿”发
布认领等功能于一体，通过线上文明实践
课程学习、线下文明实践活动网络打卡、
认领“微心愿”等方式获得相应积分。目
前，平台已吸引3 . 8万余人注册，发布活动
784场，完成“微心愿”100余个，首批积分
兑换物品272件。

为让文明实践活动融入社会生活，广
饶县各村(社区)每年开展1—2次仪式感强、
利于增强向心力和认同感的集中活动，并
通过村规民约或社区公约予以固定。全县
依托总管讲堂、“新农村新生活”培训，
围绕文明家庭、移风易俗等课题，开展文
明实践活动。同时开展自选文明实践活
动，各镇(街道)、各村(社区)可根据群众实
际需求，组织传习员采取上门拜访、公益
帮扶等方式，帮助群众解决困难，弘扬时
代新风尚。

百项活动供群众“点单”，25个项目精准服务———

新时代文明实践的“广饶答卷”

淄川融合提升文化创意、精品旅游等优势产业———

“文化+”助力陶琉名都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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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盛霆 报道
陶瓷文化创意园成为工业旅游新亮点。

□记者 张海峰 通讯员 张娜 曹伟 报道
本报平原讯 4月10日，2019山东平原(北京)双招双引推介

会暨北京平原企业商会成立仪式在北京举行。推介会上，平原
优选新型医药产业园、绿色化工产业园、京德智造产业园、高
端装备制造产业园等9大产业园，邀请京企“拎包入住”“搬
新家”，企业“入园即开工”。中关村军民融合产业联盟项
目、中金投融环保设备制造基地项目等项目现场签约。据了
解，本次活动共签约项目20个，总投资102 . 26亿元，引进高端
人才45人。

“平原将秉承‘政府创造环境、企业创造财富’的营商理
念，成立工作专班，以最大的诚意、最优的服务、最好的政
策、最快的效率，全力支持北京企业在平原落地发展。”平原
县委书记王洪霞表示，下好承接北京产业转移“先手棋”，平
原争做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产业转移的基地和“飞地”，把北
京的生产基地设在平原，把平原的研发中心设在北京，加强北
京平原生产、科研“结亲、走亲”，实现协同发展。此次推介
会上，“北京平原企业商会”“平原县引才工作站(北京)”揭
牌成立，聘请在京人才专家和中关村人才协会工作者为“引才
大使”。

平原20个双招双引项目

在京签约

□记者 姜国乐 马文青 通讯员 李声晨 报道
本报梁山讯 4月11日，第十五届中国(梁山)专用汽车展览

会新闻发布会在梁山举行。据介绍，展览会将于9月17日至19日
在梁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主题为“创新、创造、创品牌”。

车展组委会将与德国汽车工业协会首次开展深度合作，引
进欧洲知名企业参会参展。依托德国百年造车底蕴，打造梁山
制造新引擎。本届车展组委会将引入“互联网+”元素，运用
3D展示技术，打造全年不落幕的展会。同时开通线上展会直
播平台，建立线上线下立体化宣传渠道，关注产业发展。

第十五届中国(梁山)

专用汽车展览会将于9月举行

□记者 石如宽 通讯员 杨倩 报道
本报寿光讯 4月10日上午10点，寿光古城卫生院建筑工

地，秦延斌收到寿光市行政审批服务局通过中国邮政发来的快
递。快递里面有工程质量监督注册、安全施工措施备案、施工
许可3项业务的7张审批证照。“基本上1个工作日就拿到了施
工许可手续，效率太高了。”这位项目经理说。

“我们不断梳理审批流程，作了很多创新，力求审批更加
精简高效。”寿光市行政审批服务局规划建设科科长张可志
说。

据介绍，在建筑工程施工许可审批中，寿光市行政审批服
务局把工程质量监督注册、安全施工措施备案、防空地下室质
量监督登记、施工许可等4项业务合并办理，实行“一张受理
表单、一份申报材料”。而以前，办理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报监
要看现场，办理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也需现场踏勘。如今，该
局通过对审批流程再造，实行告知承诺制，取消现场勘验环
节。

在审批过程中，寿光市行政审批服务局与项目方建立“一
对一”长效包靠机制，实行审批前、中、后全程帮办代办。原
来多项业务需企业人员到场参与审批衔接环节，现相关材料实
行容缺后补，施工许可无需见面审批。

寿光施工许可

审批“不见面”

□记者 张海峰 通讯员 田彬 报道
本报齐河讯 “进驻县融媒体中心，我们将秉承责任和担

当，传播正能量，弘扬真善美。”4月4日，在齐河县融媒体中
心自媒体交流座谈会上，齐河在线微信公众号负责人曲殿忱
说。

齐河融媒体建设秉承宜融则融、能融尽融原则，在做好主
流媒体融合的基础上，把社会上有影响、有品质的网站、自媒
体、公众号都融进来。4月2日，齐河县融媒体中心揭牌成立。
新媒体中心在融进了9个县级内部主流新媒体的同时，吸纳齐
河在线、齐河圈、齐河吧等5家社会自媒体资源进驻，初步构
筑起“3+9+N”的媒体融合格局。

齐河构建融媒体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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