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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送“定制文化菜单”、帮助培养高素质文化队伍……

汇聚文化力量 助力脱贫攻坚战
文/图 通讯员 张宁

晨报讯 今年以来，淄川区
文旅局完善体制机制，注重设施
建设，在不断完善基层文化阵地
的基础上，注重提升文化服务能
力，激发脱贫攻坚内在动力，形成
了文化扶贫“淄川模式”。

近日，淄川区文化脱贫攻坚
工作会议在区文旅局会议室召
开。会上，通报各村居在文化脱
贫领域存在的问题，要求坚持问
题导向，建立问题整改清单。淄
川区文旅局制定了《文化旅游脱
贫攻坚工作实施方案》，进一步明
确任务目标，细化建设标准，把文
化扶贫各项工作抓细、抓实、抓
深入。

该局成立7个文化脱贫指导
组，采取“四不两直”的工作方式，
对文化活动室建设情况进行全面
调查，重点围绕文化活动室是否
按时按需开放、是否有专人管理、
文化器材利用率、群众文化需求
等6个方面，累计排查问题111

项，现场完成92项问题整改。建
立问题整改台账19项，限时整
改，逐项销号，夯实基层文化阵地
建设，提升文化效能发挥。

通过不断走访、调研发现，贫
困地区的群众多为老人，他们更
喜欢有“淄川味儿”的文化大餐。

对此，通过实施“一村一年一场
戏”“淄川文化云”惠民培训等工
程，为贫困地区源源不断地输送

“定制文化菜单”。同时，安排专
业骨干，帮助村居培养造就一支
高素质文化人才队伍，不断增强
贫困村文化发展的“造血”功能。

全城征集最令你动容的一瞬间
庚子年这个春天，似乎更适

合在阅读中去感悟时光的流淌。
也许那本小说中的某段话、也许
这本传记中的那个人、也许一本
社科读物中的某个现象……突然
就让你心中动容，似乎一个字眼
便带你穿越到了一段往事……

摘下书中那段文字、写下令
你动容的故事，还可以配上几张
图片，抑或添上你曾拍下的视频
片段……主角儿可以是你不认识
的人，也可以是你身边的TA，或
者是你日常生活中的花花草草、
万物生灵……记下和分享这些令
人动容的瞬间，成为我们这座城
市永恒的记忆！

一、活动详情
活动主题：
阅读时光、点赞感动——— 全

城征集最令你动容的一瞬间
主办单位：淄川区图书馆
活动时间：2020年5月6日-

2020年5月31日
活动内容：
可以是战疫照片，美丽家乡

风景，人，事，物；让你印象深刻并
乐于分享的一本书等，并将感悟
文字等参评资料或作品在规定时
间上传至图书馆小程序征集活动
平台。同一用户可上传多个作
品，但最终排名时只保留一个最
高名次。

活动要求：
提交的作品必须是作者原

创。活动主办方有权对征集作品
公开发表、结集出版、播出推送、
展览展示等。本征集活动解释权
属于主办单位。

作品类型：
图片、视频（视频大小不超过

25M）
活动奖项：
根据作品点赞数进行排名颁

发奖项，具体领取奖品相关事宜，
馆方会另行通知。

二、参与方式：
1.关注“淄博市淄川区图书

馆”微信公众号。
2.在公众号菜单栏中点击

“服务指南”→“超星读书”进入小
程序，然后点击“精彩活动”即可
进入活动页面。

活动
报名微信
二维码

诚邀关注淄川文化旅游微信公众号和淄川文化云
微信公众号，为你提供权威淄川文化旅游最新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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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查“文化云”站点 优化服务效能
文/图 通讯员 田鑫铭

晨报讯 近日，淄川区公共
文化服务中心成立督查小组，实
地走访落实2020年各镇办“文化
云”站点培训计划及志愿教师资
质情况。

此次督查对开展培训的站
点、教师、内容进行详细审核，针
对“文化云”培训开展以来存在的
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整改。每
到一处，督查组都详细核对站点
开放情况、教师培训时间、内容等
基本信息，并对惠民培训活动开
展是否常态化、活动资料是否齐
全等问题进行全面检查，就文化
站点运行机制进行认真探讨，对
督查中发现的培训教师上课不规
范、服务效能低下等突出问题，要
求限期整改。通过实行扫码签
到、微信群视频打卡、制定备课记
录本的课程验证方式，依托培训
教师奖项证书、编创能力、会员资

质审核的教师审核机制，进一步
创新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更加
广泛、有效地开展文化惠民培训

工程，从各方面切实提升文化站
文化服务效能，不断开创淄川区
群众文化工作新局面。

文/图 通讯员 李玲
晨报讯 近日，淄川区文

化和旅游局联合区消防救援大
队组成2个检查组，对淄川区的
47家文化娱乐场所和星级酒店
开展消防安全检查活动，进一
步强化文化娱乐场所和星级酒
店消防安全检查，督促淄川区
各文化娱乐场所和星级酒店落
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有效防
范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

对淄川区范围内的文化娱
乐经营场所重点检查了是否存
在占用、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
口现象和室内外消防用水是否
满足灭火救援需求，建筑消防

设施及灭火器设置是否符合消
防技术标准要求并保持完好有
效等内容。

此次联合检查，共发现安
全隐患23处，检查组针对存在
的安全隐患，已责令经营单位
当场整改完成。检查组要求各
经营单位要确保消防安全工作
各项要求落实落细，不断提高
消防安全工作管理水平。

下一步，淄川区文化和旅
游局将不定期地联合区消防救
援大队开展消防安全检查活
动，全力为淄川区消费者营造
一个安全的消费环境。

淄川检查文娱场所消防安全

检查组对淄川区一家网吧进行消防安全检查。

督查小组与文化云教师座谈。

文化队伍下乡演出。

■ 淄川非遗讲堂

鲁作家具制作技艺

2013年，鲁作家具制作技
艺被淄博市政府确定为第四批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鲁作家
具产于中国古典红木家具之
乡——— 淄川区西河镇。西河镇
始建于宋代，距今已有千年历
史。鲁作家具，是中国家具行
业的代表作，已有600余年历
史。西河地区是鲁作家具的发
源地和制造基地。相传，“土木
工匠”祖师鲁班及其弟子曾在
西河镇的天际山下生活多年，
为这里的人民带来了先进的生
产工具及制作工艺，奠定了鲁
作家具的雏形。

西河地区的天际山及其周
边山脉，槲柞成林，梨树、柿树、

香椿树、楸树、柳树等木材为早
期鲁作家具生产提供了充足的
原材。明崇祯年间（公元1631
年），时任兵部侍郎的西河人翟
凤翀，返乡时带回了老红木圈
椅、紫檀木月洞床、黄花梨亮格
柜、红酸枝书橱等红木家具，首
次让西河人真正认识了古色古
香的红木家具。之后，四方工
匠纷纷探访学习，各家作坊悉
心研究家具制造工艺，闻名遐
迩的“西河大床”正是当时鲁作
家具的代表作品。家家有作
坊、户户有木匠，形成了鲁作手
工制作的传统工艺，一直延续
到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