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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川博物馆首次亮相陶博会
展现淄砚魅力 弘扬历史文化

淄博9月10日讯 9月6日，
以“多元赋能 品质再造”为主题
的第二十届中国（淄博）国际陶瓷
博览会在淄博会展中心开幕。作
为参展方的淄川博物馆首次亮相
陶博会，成为今年陶博会的一大
亮点。

“以往陶博会参展的都是陶
琉企业、陶琉大师和国内外客商。
博物馆参与、进驻陶博会，淄川博
物馆还是首家。通过走进陶博会
举办淄砚展，既展现淄砚的魅力，
又弘扬淄川深厚的历史文化，让
更多的人了解淄砚，让淄砚成为
宣传淄博的一张文化名片。”淄川
博物馆馆长蔺开庆说。

此次展览的是淄川博物馆联
合砚铭文化传承人常宗林先生开
展的“镌铭书典·金石传承”庆祝
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当代名家题
刻中华传统文化典故淄砚铭文作

品展，共展出淄砚92方。
近年来，淄川博物馆积极响

应淄博市委、市政府建设文化名
城战略要求，深入挖掘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进一步加强金石篆刻
艺术交流、展现淄砚文化魅力。
在淄川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结合淄砚产业复古、创新悄然
起步的现状，2018年12月，在淄
博市政协委员、山东省工艺美术
大师常宗林先生的协助下，淄川
博物馆与中国百年文人精英名
社——— 西泠印社合作举办《文心
在兹·金石华彩》淄砚铭文展，全
国文联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
兼秘书长陈振濂先生率印社40
余名艺术家参展，取得了非常好
的社会效果，对淄砚振兴起到了
积极的推动作用。2019年9月，
再次成功举办“镌铭书典，金石传
承”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当代

名家题刻中华传统文化典故淄砚
铭文创作展，为淄砚发展开创新
的篇章。两次展览的所有藏品全

部捐献给淄川博物馆，为淄博市
文博事业和非遗保护工作留下一
笔宝贵的财产。

“淄砚作为淄博市优秀历史
文化品牌，只有‘走出去’最大程
度地释放淄砚活力,讲好淄砚故
事,让优秀传统文化深入人心,才
能展现出永久魅力。”淄川区文化
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唐加
福说。

有着1300多年历史的淄砚，
起始于唐，盛行于宋，宋朝时曾与
端砚、歙砚、苴却砚一起，并列全
国四大名砚，在历史上具有较高
的地位，先贤名家如范仲淹、苏
轼、米芾等都留下了关于淄砚的
文史资料。此次陶博会淄砚展，
既展现了淄砚的文化魅力，又是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舞台，
对加快推进淄砚文化产业发展，
打造特色城市文化名片，建设区
域性文化高地具有重要意义。

通讯员 王茜 杨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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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9月10日讯 9月8
日，淄川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全域旅游发展理念与示范区创
建专题辅导报告会在区人民会
堂三楼会议厅举行。

报告会上，中国旅游协会
副会长、山东省旅游行业协会
会长、山东大学旅游产业研究
院院长王德刚教授以“全域旅
游发展理念与示范区创建”为
题，作了精彩的报告，对淄川区
深刻把握全域旅游发展的新课
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为

淄川区抓好全域旅游工作具有
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

会上强调，全域旅游发展
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强化政治
自觉和责任担当，凝心聚力、攻
坚克难，以全域旅游的发展理
念统揽全局，把发展全域旅游
作为破解新旧动能转换、产业
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创新理
念、完善措施、融合发展、共建
共享，将全域旅游打造成引领
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引擎。

通讯员 徐晓倩

发展全域旅游 淄川理念先行齐文化研究院向淄川区图书馆捐书
淄博9月10日讯 日前，齐

文化研究院向淄川区图书馆捐赠
《齐文化简明读本——— 齐文化知
识100问》、《齐文化外宣读本》、
《历代诗咏淄博总汇》、《齐文化与
稷下学论丛》等著作。

齐文化研究院自建院以来不
断加大对齐文化核心要义和当代
价值的研究、阐释，先后编纂出版
了一大批地方文献著作，并创办
了《稷下学刊》（季刊），研究成果
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欢迎和好
评。为切实推进齐文化的宣传普
及工作，齐文化研究院联合淄博
市委宣传部、市社科联在全市范
围内开展了齐文化“进机关、进企
业、进学校、进社区、进农村、进社
团”六进工程，本次赠书活动系其
中之一。

此次赠书完善了淄川区图书
馆的馆藏结构，丰富了文献资源，
填补了部分馆藏文献空白，极大

地满足了淄川区读者的齐文化阅
读需求，提升了文化传播力，助推
了“书香淄川”建设。赠书交接完
毕，双方在增进文献开发利用等
方面交流了意见，希望能有更多
互相交流、互相合作、互相学习的

机会。捐赠的书籍现已在淄川区
图书馆地方文献室的专柜阅览区
上架，欢迎各位读者前来查询、阅
览、品读。

通讯员 于宁

图书捐赠仪式。

“淄川文化云”惠民培训工程启动
淄博9月10日讯 伴随着淄

川区文旅局主办的《赶牛山》广场
舞和“热土欢歌”大赛推荐歌曲培
训的开展，近日，淄川区2020年

“淄川文化云”惠民培训工程全面
启动。

淄川区文旅局主办的《赶牛
山》广场舞和“热土欢歌”大赛推
荐歌曲培训，覆盖全区13个镇、
街道、开发区，是配合第15届社
区广场文化艺术节和2020年热
土欢歌大赛举办的“文化云”培训

“首秀”，充分调动了文艺爱好者
参与活动的积极性，累计参与人
数达到1500余人次。

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
各镇办、村居公益性培训活动逐
渐回暖，通过“淄川文化云”惠民
工程，线上线下同步发力，为居民
提供高质量的“文化大餐”，声乐
培训、舞蹈培训、葫芦丝培训、阅

读推广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更
好地满足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和
公共文化服务需求。

下一步，淄川区将不断开展
丰富多彩的文化培训活动，打造

“贯穿全年、覆盖全区、群众参与”

的文化惠民格局，全力保障文化
民生建设，更好地满足群众对公
共文化服务的需求和美好生活的
向往，进一步打通群众公共文化
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通讯员 刘人源

群众参加文化培训活动。

■ 淄川非遗学堂

《李吉清传说》
2010年，《李吉清传说》被

淄博市政府公布为第三批市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

李吉清，淄川区下岛坪村
人，家境贫寒，13岁时，父母相
继去世，随其姑母居住东峪村，
并到孙家坪村放牧牛羊。有一
年，他在石沟村东的昭阳洞附
近放羊时，因搭救狐仙得以修
炼得道，常为人治病疗伤、预测
农事、勘验水井，还常做些造福
百姓、福荫乡民的善事。

民间流传，李吉清曾在当

地引进了众多优良的农作物品
种，如谷子品种“铁腿红”、玉米
品种“大马牙”，都成为峨庄当
地延续种植的当家品种；同时，
还引进了果树的嫁接管理技
术，嫁接柿子、扁珍杏、水杏等，
成为当地居民喜爱的经济树
种。故而被当地群众供奉为

“玄武老爷”，意为玄武大帝下
凡。在峨庄、淄河多地均建有

“玄武庙”,逢每年三、六、九月
均有庙会，虔诚的善男信女前
往祭拜，祈求丰收和平安。

淄川博物馆淄砚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