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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聚焦六方面深化文化赋能

打造文化繁荣的现代化新淄博

淄博12月3日讯 12月3日，
淄博市政府新闻办公室组织召
开“深化九大赋能”主题系列新
闻发布会第五场，向社会发布

“深化文化赋能 打造文化繁荣
的现代化新淄博”工作开展情
况。淄博市文化和旅游局围绕
市委工作部署，聚焦任务目标、
强化协调督导，与各责任单位形
成工作合力，扎实推进各项重点
任务落地落实。

市文化旅游局聚焦典型引
领，擦亮“厚道齐地、美德淄博”
城市品牌。常态化弘扬“凡人善
举”，推荐入选各类身边好人151
人，选树最美抗疫志愿服务典型
315个。建成文明实践中心8处，
实践所88处，实践站2937处，实
现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全覆
盖。开展“五为”文明实践系列
志愿服务，全市注册志愿服务队
伍1.2万余支，年累计开展活动10
万余场次。争创全国文明典范
城市，落实创建奖补资金900万
元。打造最美农贸市场、最美社
区、最美楼宇等精品示范点位
124个。

聚焦赓续红色基因，传承红
色精神成为城市文化底色。开
发焦裕禄精神纪录片、微视频、
党课和媒体教材26部，制作朱彦
夫精神党课《他的奋斗从未止
步》。推出《淄博党史直播间》4
期，《创新〈淄博党史直播间〉
打造党史学习教育“红色助推
器”》入选全市第一批“有解思
维”暨“十大创新”案例。举办淄
博市第四届红色故事讲解大赛
决赛暨颁奖仪式，传播红色文
化，传承红色精神。

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
创”，齐文化传承发展取得新突
破。在全省率先制定《淄博市推
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突
破行动方案》，深入实施“六大突
破”行动、24项工程，带动陶琉文
化、鲁商文化、孝文化等地域文
化创新发展，主动融入“山东文
脉”，打造“尼山淄水”交相辉映
的文化格局。以“申遗”工作为
抓手，加速推进齐国故城考古遗
址公园建设；完成大城西墙排水
道口项目建设，小城城墙保护展
示项目等有序推进。突出抓好
长城、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淄博
段）建设，全面加强齐长城本体
保护，提升齐长城沿线景点，打
造“齐长城宿集”品牌；重点推进
黄河淤背区百里生态廊道建设，
打造“黄河+湿地+温泉+慢城”
黄河文旅品牌。

聚焦文脉传承，文化遗产保
护与利用绽放新光彩。强化文
物队伍建设，在市文化和旅游局
增设革命文物科，组建市文物保
护和考古研究院。全面落实“先
考古、后出让”制度，将文物考古
调查勘探纳入基本建设项目联

合审批范畴，从源头上保证文物
安全。年内，共完成文物前置审
批项目304个，勘探面积达1965
万平方米。推进淄博市文物保
护利用“十大工程”，实施稷下学
宫遗址、赵家徐姚遗址、桐林—
田旺遗址等主动性考古项目，稷
下学宫遗址得到基本确认，赵家
徐姚遗址发现我国北方最早陶
器，填补山东地区史前考古学文
化序列的空白。印发实施《关于
加快“博物馆之城”建设 推进博
物馆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
见》，截至目前全市登记备案博
物馆71家，总数位居全省第二，
国家一、二、三级博物馆和非国
有博物馆数量均居全省前列。

聚焦文化品质提升，公共文
化服务提质增效。发布文旅惠
民二十条措施，打造“书香淄
博”，建成新型阅读空间110处，

“5+N”村（社区）基层综合性文化
服务中心96家，开展主题阅读推
广活动1万余场。以“齐舞·悦
动”为主题，策划开展了“淄博之
声”乐队音乐节、“多彩活力·齐
艺淄博”文艺展演等系列群众文
化活动，打造了淄博本土化群众
文化活动品牌。举办市区两级
全民健身运动会、社区运动会、
智力运动会等各类赛事活动
2066项，免费培训社会体育指导
员3382人。艺术创作推陈出新，
策划推出舞剧《黄河两岸是俺
家》《大染坊》、音乐剧《画皮》、五
音戏《追梦长歌》、电影《我的青
海》《六小时》、网络微短剧《非常
警事》、歌曲《同心淄博再战疫》、
长篇小说《天下人心》《老书记》
《王能好》等35部文艺精品。电
影《我的父亲焦裕禄》获全国第
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
程”奖，打破多年来淄博市乃至
山东省电影作品在全国“五个一
工程”奖零的突破。创排群众性
小戏小剧63部，在全省小戏小剧
打擂台比赛中淄博市获得金、
银、铜奖各1名。

聚焦高质量发展，文旅融合
释放发展新动能。实施文旅融
合发展攀升计划，年内实施重大
文旅项目69个，截至目前开工率
100%，累计完成投资102.73亿
元，投资完成率106.42%。创新
打造“山东手造·齐品淄博”品
牌，华光国瓷、金祥琉璃等10家
企业入选“山东手造·优选100”，
数量位居全省首位。在第三届
中国国际文化旅游博览会上，淄
博市及临淄区双获十佳展区奖，
小虾米陶艺、汉青陶瓷2家企业
作品斩获首届“振兴传统工艺·
鲁班杯”大赛两项全场大奖。深
入开展文旅惠民消费季活动，组
织发放文旅惠民消费券，截至目
前，全市消费券累计核销213.57
万元，直接带动消费848.74万元。
推动“齐惠游”旅游卡提质升级
工作，扩充市内外景区数量，新
增市内外景区10家，发行“齐惠
游”2.7万余张，累计持卡游园人
数超11.2万人次，激发了文旅消
费新潜力。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者 孙渤海 见习记者 吴昊成

近年来，淄博市在弘扬凡人善举，打造“厚道齐地 美德淄博”城市形象品牌，让正能量拥有大流量上
做了哪些工作？

弘扬凡人善举，让正能量拥有大流量

■ 答答记记者者问问

中共淄博市委宣传部三级
调研员王宝霞：

近年来，淄博市发挥媒体
优势资源，深挖群众身边好人
好事，深入开展道德典型选树
宣传，扎实推进新时代文明实
践和美德健康生活方式，坚持
全环境立德树人，“厚道齐地

美德淄博”城市形象品牌日渐
深入人心。

健全工作机制，凝聚宣传
合力。突出价值引领，讲好美
德故事。拓展文明实践，彰显
城市温度。坚持立德树人，培
育时代新风。

今后，市委宣传部将持续

围绕“厚道齐地 美德淄博”城
市品牌打造，进一步丰富精神
文明建设内涵，夯实思想道德
建设新高地，赋能全国文明城
市创建，为新时代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市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
动力和道德滋养。

今年年初市文旅局制定出台了《2022文旅惠民二十条措施》，这一年来，二十条措施进展如何？

2022年文旅惠民二十条措施提升群众获得感

淄博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
书记、局长宋爱香：

今年以来，市文化和旅游
局聚焦品质提升，围绕打造高
品质民生和提升群众文化生活

满意度目标，推出了2022年文
旅惠民二十条措施，有效提升
了群众对文化生活的获得感，
其中有三项亮点工作。

打通文化惠民“最后一公

里”，全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创新云端文化服务，实现

文旅惠民“不断线”。
守正创新打造文艺精品，

擦亮市民生活的文化底色。

今年以来淄博市在推进文物保护利用，让文物保护成果惠及群众方面有哪些具体举措？

淄博在全省率先推行文物长制

淄博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
成员、副局长吴晓晖：

近年来，淄博构建网格化
文物保护体系，实施考古前置
改革，加强文物保护修缮，强化
文保力量建设，推进博物馆改
革与高质量发展。

今年，淄博实施齐文化传
承创新突破行动，推进齐国故

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启动临
淄齐国故城遗址申报世界文化
遗产工作，制定了《临淄齐国故
城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
方案》。实施文物保护质效提
升工程，在全省率先推行文物
长制，建成五级文物保护体系，
全市共设立文物长与文物保护
员4390人；创新开发“淄博齐

长城”APP，组建齐长城公益性
岗位巡护队伍158人，通过APP
对巡护轨迹、时长进行线上实
时监督，数据交互便捷，巡查跟
踪有效。文旅融合持续深化，
淄博市省级及以上文物保护单
位对外开放达到100处，免费
开放博物馆68家，年均接待观
众游客200余万人次。

高青作为淄博市唯一的沿黄县，在黄河文化传承、旅游开发等方面做了哪些探索？

文化铸魂、项目为王、节庆造势 淄博积极探索黄河文化传承开发

高青县文化和旅游局党组
书记、局长胥志强：

近年来，高青县抢抓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
大国家战略机遇，围绕“文化铸
魂、项目为王、节庆造势”三个
方面统筹谋划，为推动淄博黄
河文化传承、旅游资源开发做
出了积极探索。

文化铸魂，增强黄河明珠
文化“势能”。举办了“大河泱
泱 盛世安澜—黄河文史资料
暨碑刻拓片展”“万里写入胸怀
间—黄河文化主题展”“大河清

风—黄河廉洁文化展”等系列
展览，成立了高青县黄河文化
研究会，完成《淄博黄河文化研
究》的组稿、专著《大河齐风》的
编撰，先后创作、推出了《高青
之恋》《安澜湾》《你从黄河来》
等一批文艺精品。

项目为王，培育文旅产业
发展“动能”。积极推进天鹅湖
罗曼园、伟光汇通千乘文旅康
养、黄河百里生态廊道等黄河
文旅重大项目的推进实施，在
黄河之畔高标准建设黄河楼博
物馆，打造省内重要的黄河文

化博物馆集群。深挖黄河文化
旅游资源，推出“大河湿地·绽
放之旅”等6条精品旅游路线，
被列入全省黄河生态旅游主题
线路。

节庆造势，释放城市文化
品牌“潜能”。成功举办由省文
化和旅游厅、市文化和旅游局
主办的山东·高青黄河文化旅
游季并配套黄河帐篷露营节、
黄河音乐节、黑牛节、龙虾节、
美食节等20余个活动，全面叫
响“万里黄河最高青”“省会城
市后花园”的城市形象品牌。

沂源许多网红景区深受游客和市民的热捧，沂源是如何推动文旅产业发展升级的？

文化旅游+自然生态+特色果业+项目建设 走出农文旅协同发展的“沂源路径”

沂源县文化和旅游局党组
成员、副局长卢兴民：

今年以来，沂源县立足地
域特色资源优势，积极推动全
县文旅发展与自然生态、特色
果业、项目建设等深度融合，走
出了一条农文旅协同发展的

“沂源路径”。
今年以来，沂源县充分发

掘村庄基础条件、生态资源禀
赋，通过环境整治、景观提升等
方式，将原生态自然、文化资源
优势转化为乡村旅游产品
胜势。

同时，沂源县依托县域内
葡萄、苹果、樱桃等特色水果种
植基地，建设提升停车场、旅游
厕所等旅游配套设施，嫁接现

代信息技术，大力发展休闲“采
摘经济”。

此外，沂源县以项目建设
为驱动，着力推进牛郎织女景
区、初心家园、虡盛文化产业园
等一批重点文旅项目建设，连
片打造了沂河源田园综合体、

“流水锶乡”等示范片区，全域
旅游承载力、吸引力有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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