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淄川区松龄路街道
依托辖区丰富的文化资源，着力
提升文化建设的服务水平，为群
众奉上一道道精美的文化大餐。

松龄路街道文化站文艺队
伍中有一支旗袍秀队伍，队员们
大多是已经退休的社区居民，出
于对旗袍的喜爱，她们聚到了一
起。街道文化站为她们提供了
专门的排练教室，配有相关的老

师组织教学活动，让这群追求美
的居民能在文化站里享受退休
时光，尽情绽放美丽。

“参加旗袍秀活动丰富了
我们的业余生活，提升了我们
的自信心。”旗袍秀队员孙跃荣
说。像旗袍秀这样的队伍在松
龄路街道文化站还有很多，老
年声乐队、老年书画协会松龄
路分会等文艺队伍时常开展各

类文体活动，参与人员达上百
人，活动深受辖区居民的欢迎。
松龄路街道文化站站长孙玲表
示，松龄路街道文化站有5支队
伍，全年开展活动。文化站每
天都开放，就是希望有兴趣的
居民，经常来学习，陶冶情操。

松龄路街道致力于“书香淄
川”的建设，打造柳泉、吉祥、三
里3处农家书屋提质增效示范

点，成立两处书吧，积极开展各
类读书活动。社区的明理亭也
发挥作用，让居民随时阅读，随
时了解时政热点，提高了全民参
与阅读的积极性，也提升了书
屋、明理亭的服务效能。“社区每
天都会将新的报纸放到明理亭，
方便居民取阅，让居民每天都可
以了解到新的时政内容。”柳泉
社区工作人员说。

截至目前，松龄路街道综
合文化站和12个社区的综合
性文化服务中心均已建成并
投入使用，配合“淄川文化云”
平台建设，实现文化活动街道
全覆盖。群众可就近到街道
文化中心参与文体活动，做到
资源最大利用，不断繁荣壮大
社区文化阵地。

通讯员 吕思蓉

烹制文化大餐 夯实基层阵地
淄川区松龄路街道实现文化活动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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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川区文化馆开展非遗文化进校园活动

非遗传承聚般阳聊斋俚曲唱响校园
淄博12月17日讯 近日，

淄川区文化馆文化志愿服务
队进校园，开展文化志愿服务
活动，活动主题为“非遗传承
聚般阳·聊斋俚曲进校园”，让
同学们欣赏聊斋俚曲，了解俚
曲文化。

日前，在淄川区洪山镇松
龄小学四年级二班，淄川区文
化馆馆员车倍娴为学生们介
绍了聊斋俚曲的相关内容，教
唱聊斋俚曲《金纽丝》，带领学
生欣赏聊斋俚曲《学究自嘲》，

感受聊斋俚曲的曲风特点和
方言土语的韵味。学生们走
上讲台，一起学习了简单的戏
曲手势。现场学生们学习热
情高涨，教室内充满欢声笑
语，体验了传统文化带来的不
一样的视听感受。此次公益
培训任务圆满完成。

“聊斋俚曲是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非遗文化进校
园，能让孩子们近距离认识
它、了解它、学习它，感受传统
文化的魅力。”淄川区文化馆

馆员车倍娴说，通过活动，不
仅让孩子们了解聊斋俚曲，也
希望他们能将家乡的这一传
统文化发扬下去。

今后，淄川区文化馆将继
续通过校园教育阵地，开展
更多非遗文化进校园活动，
通过现场指导培训、宣传报
道等方式，让学生们了解更
多的淄川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提高对文化遗产的认知
水平，为淄川非遗的传承与
创新储备人才，让传统文化

绽放出新的光彩。
通讯员 车倍娴

■ 相关链接

《聊斋俚曲》是明清时期的
“活化石”，是世界短篇小说之
王蒲松龄运用淄川一带方言、
土语和民歌俗曲创作的有人
物、有故事情节的说唱艺术，被
国务院列入首批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

青铜鍪：
战国时期。束颈，侈口，

鼓腹，平底，口、底均呈椭圆
形，腹一侧有半环形鋬。器壁
较薄。口径10.5厘米，底长7.4
厘米，宽6.4厘米，高9厘米。

通讯员 杨尧

青铜鼎：
战国时期。器口微敛，方

唇，折沿，立耳，三蹄足。两耳
外侧饰两周凹弦纹，口沿以下
饰曲纹带，腹部有凸棱一周，
腹下部和三足上部饰垂鳞纹。
纹饰用黑漆填平。底有烟熏
迹。通高30厘米，口径29厘
米，腹深15.5厘米。

近年来，双杨镇在发展经
济、满足群众物质需求的同时，
加大文化基础设施投入，建立
文化志愿者队伍，挖掘地方传
统文化，让老百姓的精神文化
生活质量得到了有效提升。

在双杨镇赵瓦村，经常有
村民到农家书屋借阅自己喜
爱的图书。自书屋建成后，每
天都有村民来借书，虽然最近
室外寒冷，但是阅览室里却是
暖意融融。在杨寨村，一场场

书法笔会如期展开，众多书法
爱好者在书法小屋里切磋
学习。

“文化活动中心建立以
后，群众经常在这里开展各种
活动，比如每周三都举行笔
会，大家互相学习，提升书写
水平。村里还有书画代表队、
舞蹈队、诗词戏曲学会，广场
上还有一个门球场，大家可以
一起锻炼娱乐。”杨寨村党委
委员高存永介绍，目前双杨镇

12个村居均配有农家书屋，配
备各类图书3000多册。设置
书法室、乒乓球室、戏曲排练
室等活动场所，为推进全民阅
读和开展文化活动提供了很
好的场所。

双杨镇根据自身文化优
势，深度挖掘资源，充分调动
镇内文化爱好者的积极性，组
建起了多支文化志愿者队伍，
各种文体活动开展得有声有
色。“大家在跳操、练瑜伽的过

程中得到了快乐，锻炼了身
体，村民的精神风貌都焕然一
新。”杨寨村村民高春芳说。

下一步，双杨镇在开展好
各类文体活动的同时，将着重
抓好龙头文化建设，依托赵瓦
村和月庄村两个全国文明村
以及杨寨村的人才、人文优
势，示范引领全镇各村，形成

“龙头带动，你追我赶”的良好
氛围，满足更多群众的精神文
化需求。 通讯员 吕思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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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您提供权威淄川
文化旅游最新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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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杨镇加大文化基础设施投入 挖掘地方传统文化

读书跳舞练书法 村民文化生活丰富多彩

学生们走上讲台，感受聊斋俚曲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