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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丝绸之乡”文化底蕴 共议“丝路之源”学术地位

第六届中国（周村）旗袍文化节开幕

记者 杨峰 报道
晨报淄博10月19日讯 金

秋十月、硕果累累。为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要
指示精神，充分展示黄河流域文
化旅游资源保护、开发与传承方
面取得的成绩，由淄博市委宣传
部、淄博市文化和旅游局、中共
高青县委、高青县人民政府主办
的山东高青第二届黄河文化旅
游节于10月18日盛大开幕。来
自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及省市文
旅部门领导、沿黄九省各区县代
表、国际慢城联盟嘉宾、清华北
大专家、世界500强企业代表、
旅行社及媒体记者等共计500
余人参加了开幕式。

高青县委副书记、县长杨

新胜代表高青县委、县政府对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的到来表
示热烈欢迎。他在致辞中说，
近年来，高青县把文旅融合作
为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的新动
能，统筹黄河、温泉、湿地、文化
等优势资源开发，全力打造淄
博北部水系慢城精品旅游线
路，积极融入淄博市“南山北
水”的旅游大格局。在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
为国家战略的重要机遇期，高
青县举办这次黄河文化旅游
节，旨在立足自身特色展示黄
河魅力，进一步密切高青与沿
黄各市县的交流与合作，把具
有生态魅力的黄河风情旅游，
打造成高青文旅产业的一张亮
丽名片，让更多的人走进高青、

感受高青、畅游高青。
淄博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

周茂松指出，高青作为淄博唯一
的沿黄县，是淄博黄河文旅之
本。近年来，高青对黄河文旅资
源的保护与开发取得了先机，做
了先行探索与积极实践，综合效
益日益凸显，已成为黄河文旅融
合发展的新坐标。

山东省文旅厅产业发展处
王明强强调，高青作为我省重要
的沿黄县、依托黄河高质量高水
平打造了安澜湾、天鹅湖国际慢
城、（姜）太公广场、黄河文化博
物馆等文旅景区、场馆，为全省
黄河保护与开发起到了示范和
带动作用。特别是今年6月份，
天鹅湖慢城获批成为黄河流域
第一个国际慢城，这拓宽了我省

文旅产业国际化的新路径，打开
了国际交流的新窗口，希望将高
青天鹅湖国际慢城进一步做大
做强，推动黄河旅游资源保护与
开发上升到更高层次。

节会搭台、引智引力。来自
世界500强企业代表共同参观
了高青的文旅产业及工业企业
园区，寻找合作机遇。意大利东
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主任、意
大利“一带一路”交流合作中心
执行主席梅毕娜作了《东西双方
的和谐对话、两种文化的完美
融合》主题演讲。北京大学光
华管理学院博士后、清大文产
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中国文
化产业园区联盟主席李季举办
了《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如何推
动高青跨越发展》的讲座。国

际慢城联盟总部从意大利发来
视频，祝贺高青天鹅湖慢城正
式加入国际慢城联盟，并就高
青对慢城运动的支持与推广表
示感谢。

据悉，这次节庆活动将持续
到11月中旬，特色浓郁的资源和
文旅业态构建了丰富多彩的节
庆活动。高青县位于北纬37度
黄金纬度线，是“中国温泉之城”

“中国白酒名城”“中国黑牛城”，
是姜太公的首封之地，被誉为黄
河中下游难得的文旅复合高地，
加之通过近几年的创新保护开
发，为该县文旅产业异军突起创
造了条件，到高青“赏黄河安澜、
探早齐文化、泡富锶温泉、品国
井白酒、吃山东黑牛”已成为旅
游达人的新时尚。

走进高青 让世界倾听黄河的声音

山东高青第二届黄河文化旅游节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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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淄博10月19日讯
深秋的周村古商城，因一场
各界瞩目的盛会而备受关
注。今天上午，由中国殷商
文化学会、中国中外关系史
学会、淄博东夷考古研究中
心、中共周村区委、周村区人
民政府主办，儒商示范园建
设指挥部承办的中国·周村

“丝路之源”学术研讨暨第六
届中国（周村）旗袍文化节开
幕。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
部委员、中国殷商文化学会
名誉会长王宇信，中国社会
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
科学院历史学部副主任、中
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王震
中，淄博市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毕荣青等有关领导和嘉宾
出席开幕式。

周村区委副书记、区长
刘伟在开幕式中致辞。他表
示，丝绸是中华文明的重要
载体，两千多年前开通的丝
绸之路，开启了中国与西方
文明的对话与交流。万里丝
路，千年商都。今日之周村，

秉承两千年丝绸文化的传统
基因，正以海纳百川的胸怀
拥抱新时代、融入新世界。
本次活动的成功举办，必将
架起传承丝绸文化、振兴传
统产业、通衢八方客商、促进
文化旅游的桥梁纽带。他希
望到来的游客在周村多走
走、多看看，慢慢品味周村这
座独具魅力的城市，感受历
史悠久的丝绸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
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
部副主任、中国殷商文化学
会会长王震中指出，自2018
年5月开始，周村区政府与殷
商文化学会共同达成举办中
国·周村“丝路之源”学术研
讨会的合作意向，并由专业
人员组成课题组编辑出版了
《丝路探源——— 齐国於陵周
村丝绸之路货源地研究》著
作，形成了周村在早期丝绸
之路生产上具有重要地位的
学术观点。此次国内近30
位专家、学者将围绕周村“丝
路之源”课题进行广泛深入
的研讨和论证，进而确定周
村在早期丝绸之路的重要货

源地地位，明晰周村古商城
是古代齐国丝绸文化的主要
传承地和生产基地地位。

古老的大街，散发着古
朴的历史气息，书写着古商
业文化的传奇历程。当身着
美丽旗袍的佳丽走在青砖灰
瓦、痕迹斑驳的大街，举手投
足间雅韵与风情摇曳，一幅
醉人的生动画卷徐徐展开。
19日上午10点许，热情洋溢
的开场舞《点赞新时代》拉开
了中国·周村“丝路之源”学
术研讨暨第六届中国（周村）
旗袍文化节开幕式文艺演出
的序幕。合唱《我和我的祖
国》、旗袍舞蹈《旗·祭》、旗
袍走秀《青春》《丝路新绿》
《炫动》、诗歌朗诵与旗袍秀
《琵琶语》、女子合唱《我爱你
中国》等形式多样、精彩纷呈
的节目一一亮相，吸引了近
万名市民到场观看。

在开幕式现场，除了精
彩的文艺演出和旗袍走秀，
更有极具地方特色的民俗表
演惊艳亮相。人头攒动的周
村古商城内，两头活泼可爱
的“狮子”格外引人注意。伴

随着紧密而响亮的锣鼓声，
“狮子”或拾梯而上、龙腾虎
跃，或翻滚跳跃、辗转腾挪，
既威武雄壮，又憨态可掬。
舞狮欢罢，“芯子”登场。身
着华丽丝服、扮相可爱俊美
的孩子高悬空中，伴随着喧
天鼓乐和飞舞彩旗，表演生
动而又险奇。

精彩的旗袍走秀和独特
的民俗表演，既展示了周村丝
绸的美好形象，又传播了民
间文化、促进了商贸活动，成
为本届旗袍文化节的亮点之
一。为了丰富文化旅游活
动，周村古商城还特别推出

“一天一演艺，天天新风景”
活动，艺术节期间，广大市民
可欣赏精彩纷呈的文艺表演。

山东是丝绸之路的重要
源头之一。“桑植满田园，户
户皆养蚕，步步闻机声，家家
织绸缎。”周村更是素有“丝
绸之乡”的美称。周村古商
城作为见证和传承儒商文化
的载体，自汉唐以来，一直是
世界著名的海上和陆路丝绸
之路的重要源头。如今，周
村依托丝绸文化和古建筑环
境等资源优势，借助旗袍这
种“行走的艺术”广泛传播传
统文化，吸引了世人的关注。

与往届相比，中国·周
村“丝路之源”学术研讨的举
行，是本届旗袍文化节最大
的亮点。10月20日，将分别
召开学术论坛和专家论证
会，借此契机，有关专家学者
齐聚周村，共同论证周村区
作为“丝路之源”的学术地
位，共谋“丝绸之乡”未来发
展之路。

当旗袍遇到古商城，唤
醒了历史，也惊艳了时光。
精彩的文艺演出、“丝路之
源”学术研讨、《丝路探源》图
书发行……艺术节期间，丰
富多彩的演艺活动与科学严
谨的学术研讨交相辉映，周
村古商城这座百年商埠必将
焕发出别样的风情，周村区
作为“丝路之源”的文化品牌
价值也必将得以巩固提升。

旗袍秀。

T台旗袍秀。

古街上的旗袍秀。

参加旗袍节的演员在候场期间自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