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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通讯员 冯璐
晨报讯 随着“博物馆热”

的不断升温，越来越多的市民
走进博物馆，淄川博物馆正是
在这股热潮的基础上，将“历
史”和“文化”搬出博物馆，将历
史文化展览办到了校园、企业
和偏远乡镇，近两年，相继组织
开展了“流动博物馆”进校园、
进社区、进乡镇系列活动。

据了解，“流动博物馆”以
《般阳记忆》为主题，将淄川地
区的历史沿革、重大事件、重要
人物、人文民俗、红色文化等用
图文并茂的形式呈现在11块A
型双面展板上，每次展板的搬
运、布置都有博物馆组织专门
人员负责，并且每周在展览的
同时，还会组织馆内讲解员前
往进行同步讲解。

“流动博物馆”自2018年5

月份开展活动至今，已在40多
所乡镇学校进行了展览，每所
学校停留展览时间为一周，方
便孩子们充分阅读观看。并且
在假期里“流动博物馆”继续进
乡镇、进社区，已走过经济开发
区、双杨、岭子、昆仑、龙泉、西
河、太河、寨里、罗村9个乡镇社
区。每次活动的开展总能得到
学校以及镇办社区的称赞与支
持，让在校学生及乡镇、社区居
民更加直观地了解淄川的历史
文化，感受淄川历史文化的
魅力。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
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
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
来。”本周，流动博物馆继续启
程，第58站来到了寨里中心小
学。流动博物馆每到一所学校
总能得到孩子们的喜爱，大家

簇拥在讲解员身边认真聆听的
样子最是可爱。

听完讲解，大家凑在一起
寻找讲解员留下的“课后作业”
的答案，仔细从国家、省级、市
级、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
寻找各自感兴趣的地方。此次
活动，在孩子们的心里种下一
颗知识的种子。

如今的博物馆在传播作用
上早已超出了传统的观念，博
物馆的传播与推广也走出了特
定地点的束缚。淄川博物馆组
织的流动博物馆系列活动是基
于日常展览下探索的一种新型
展览模式，架起博物馆与群众
的桥梁，将“文化”和“历史”送
进校园、镇办社区，让更多的人
可以享受公共文化服务。

“流动博物馆”走进寨里中心小学

让学生感受淄川历史文化的魅力

通讯员 赵科理 报道
晨报讯 为激发农民的阅

读热情，有效培养农民的阅读习
惯，经中央宣传部及农业农村部
两部委联合发文，2019年新时
代乡村阅读季特别组织“畅阅
读”线上读书打卡活动。

据了解，该活动围绕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开
展主题出版物展示展销活动和
惠民售书、流动售书、书刊捐赠、
农民自主选书、阅读辅导等乡村
阅读活动。运用新媒体开展数
字阅读活动和宣传工作，广泛动
员农家书屋管理员、“三农”从业
人员、乡村阅读志愿者、农民群
众，登录中国移动咪咕阅读
APP，参与“畅阅读”读书打卡活
动。该活动由中国移动咪咕公
司承办，以“农家书屋重点图书
推荐目录”为基础，提供涵盖政
经、文化、科技等各类电子书
5000余种，供参赛选手免费阅

读，农业生产者、乡村文化志愿
者、农家书屋管理员、农民群众、
农村青少年等群体均可自主参
与“阅读达人、主题荐书、优秀管
理员、优秀组织”四类项目。

奖项设置
1.达人奖获奖对象：“阅读达

人”“主题荐书”“优秀管理员”排
名前3的参与者；奖品：每人将获
得“价值1000元的移动话费、价
值688元的咪咕KINDLE电子阅
读器及价值576元的咪咕中信年
卡”，同时，特邀获奖者参加在四
川成都举办的阅读季颁奖盛典。

2.优秀奖获奖对象：“阅读达
人”“荐书达人”“优秀管理员”排
名4-70的参与者；奖品：每人将
获得“价值300元的移动话费及
价值200元的咪咕阅读书券”。

3.入围奖获奖对象：“优秀
管理员”排名71-700的参与者；
奖品：每人将获得“价值100元

的移动话费及价值100元的咪
咕阅读书券”。

4.全勤奖获奖对象：累计参
与线上活动70天的参与者；奖
品：每人将获得“3个月的咪咕阅
读全站包会员权益”。

参与方式：
1.扫描下方二维码，下载安

装包。
2.安装完毕打开客户端，点

击首页顶部新时代乡村阅读季
通告栏进入活动页；或者搜索

“乡村阅读季”，点击搜索结果中
的活动入口进入活动页。

畅阅读

新时代乡村阅读季邀你来参加

通讯员 赵科理 报道
晨报讯 为展现非遗文化

无限魅力，开发符合时代需求
的非遗产品，在交流融合中推
动非遗文化创新发展，近日，第
二届中国（淄博）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发展大会在淄博举行。
本次非遗大会以“交流-互鉴-
传承-发展”为主题，共有来自
省内外150个非遗项目及传承
人进行技艺展示。

国家级非遗项目淄博陶瓷
烧制技艺，省级非遗项目淄博

琉璃烧制技艺，市级非遗项目
豆腐干制作技艺，区级非遗项
目剪纸、青瓦琉璃瓦制作技艺、
纪氏肴鸡制作技艺、虎头鞋帽
制作技艺、锯瓷技艺、铁壶制作
技艺、快速修复抑菌膏、木版画
制作技艺、董佳斋香肠制作技
艺等12个项目代表淄川区参
展，充分展示淄川区悠久历史
文化和近年来非遗传承保护取
得的成果，极大地提高了淄川
区非遗项目的知名度和美
誉度。

第二届中国（淄博）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大会举行

12个项目代表淄川参展

舌尖上的淄川——— 南韩豆腐干

淄博市陶瓷琉璃博物馆，镇馆之宝——— 青釉莲花尊吸引了与
会嘉宾的目光。 资料照片

□ 田鑫铭
在淄川区罗村镇南韩村，十

几年前这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
小村庄，可是如今那里却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过，南韩村
最早扬名还不是因为这些，而是
一种出自南韩的淄博名吃———
南韩豆腐干。

南韩豆腐干沿用传统的手
工工艺，以制作精细、配料讲究、
风味独特、味美而驰名齐鲁大

地。相传，明朝的仇尚书回乡省
亲，吃了韩柳沟（现名南韩村）的
豆腐干后大加赞赏。因留恋家
乡的风味特产，经常捎家书给宗
亲，专门定做韩柳沟的五香豆
腐干。

南韩村生产的韩柳沟牌豆
腐干，已成为淄川甚至淄博的名
小吃之一了。因是纯手工制作，
产量较低。制作过程严格按祖
传工艺：一是不揭油皮，以保留

其精华；二是包干两次，经两次
压制成型，其质地细密，更具韧
性；三是用料讲究，添加茴香、花
椒、大料、干姜、肉桂等调料，既
香又鲜，久吃不厌，有“田园之
肉”的美称。

历经岁月沉淀，“非遗”美食
浓缩了这一群人、一座城地道的
生活习惯，也成为淄川人独特的
味觉记忆。品味真正的淄川美
味，少不了我们的用心寻觅。

学生们在认真观看展览。

豆腐
干在制作
中。

美
味的豆
腐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