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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2月5日讯 欢
腾的锣鼓，喜庆的秧歌。
5日上午8点，随着鼓点
声声密集，桓台县果里
镇姜坊村的大街上逐渐
挤满了村民。秧歌扮玩
锣鼓喧天，黄发垂髫笑
声连连，姜坊村的这个
元宵佳节，很是热闹。

“等会儿还有唱戏的
呢。”9点钟，果里镇2023
年民间剧团戏剧展演也
在此举行，为村民们带
来一场戏剧文化盛宴。

“我宣布演出正式
开始。”9点整，在村党支
部书记、村主任姜宗浩
的宣布下，3个民间剧团
陆续登台，给村民们带
来了《小姑贤》《四郎探

母》《李二嫂改嫁》等耳
熟能详的剧目选段。

上到80岁的老人，
下到3岁的孩子，就连平
时对戏剧不怎么感兴趣
的中青年也出来“凑热
闹”，将近300名村民挤
在姜坊村的大街上。每
至精彩之处，大家或是
连连拍手叫好，或是用
手机记录美好一瞬。“出
来大门口就这么热闹，
三四年了这是第一次，
今年的元宵节很难忘。”
村民张霞对记者说，刚
刚她参加了秧歌表演，
是第一次摸扇子，虽然
从接到通知到当天表
演，她和姐妹们只排练
了3天，但看到朋友圈乡

亲们纷纷点赞，“感觉这
几天的辛苦值了，开
心！”

开门就有秧歌队，
出门就有大戏台，群众
自演自赏，一场结合传
统佳节的文化下沉展
演，切切实实给姜坊村
村民带来了欢乐。“这次
演出不仅给了很多村民
一个展现自我的机会，
而且也给全村带了一顿
丰富的文化大餐，就是
在这样的日子里，村民
的文化水平和生活幸福
感在不断提高，我们村
的传统节日氛围也越发
浓厚。”姜宗浩表示。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
体中心记者 黄文姣

桓台县

戏剧比拼锣鼓响 村民欢庆元宵节

周村区

古商城里这些好玩的项目别错过
淄博2月5日讯 人间至味是团圆，

2月4日—2月5日，张店区和平街道办事
处联合爱心单位在淄博市中心广场举
办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我们的节日·元
宵节”元宵喜乐会活动。

有奖猜灯谜、糖画制作、艺术型棉
花糖制作、民俗剪纸、中国结编制、秧歌
锣鼓演出、舞龙表演……现场活动丰富
多彩。大红灯笼高高挂，烘托出节日的
喜庆氛围，活动形式轻松有趣，广大市
民积极参与，现场人山人海，欢声笑语
不断，喜庆温馨。

“元宵节的活动太丰富了，仿佛又

回到了小时候，找回了那时的节日氛
围。”张店的刘女士带着孩子玩了一整
天，每个项目都让她流连忘返。

元宵安康，相守才是圆满。此次元
宵喜乐会为广大市民带来一场精神文
化生活的“饕餮盛宴”，传递了浓浓的节
日气氛，家人好友齐相聚，共同参与活
动、观看表演、参加现场小游戏，更好地
诠释了元宵节团团圆圆、幸福美满的节
日气氛。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者
徐晓会 通讯员 翟潇

成语拜年 诗词闹元宵

齐文化成了今年春节新时尚
“太平村舍家家酒，乐岁弦歌户户灯。”“甲第笙歌连夜月，旗亭灯火散天花。”“美景与良辰，赏

心苦不早。”
“这些诗句都出自咱淄博著名大文学家蒲松龄，描述的就是元宵佳节。”2月5日是元宵佳节，市

民郑娟向女儿推荐了一组H5，这是齐文化研究院所做的齐文化推广之一。

其实，从今年的大年初一
开始，淄博市民的朋友圈就在
热传一组齐文化成语的拜年
视频———“过年‘齐’天乐 每
天一成语”：大年初一推出的
拜年成语是康庄大道，正月初
二是平易近人，正月初三是风
调雨顺，正月初四是不忘初
心，正月初五是五谷丰登，正
月初六是尽善尽美，正月初七
是一鸣惊人……

“你看，初一推出的成语
‘康庄大道’，用来比喻光明的
前途，让人感觉寓意吉祥。”市
民王东说，这组拜年成语视频
不但有详细的解释，还介绍了
春节的相关民俗，比如初三的
民俗是“小年朝 睡到饱”，意
思是到了初三拜年告一段落，
可以晚点起床，睡个懒觉。而
视频最后有一条管子赠送的
祝福，初七的祝福是“祝你新

春开工大吉，新的一年大展宏
图、一鸣惊人！”

“挺好挺好，学习了齐文
化知识，还让孩子了解了我们
的春节习俗。”王东转的这些
成语拜年视频，获得了众多亲
友的一致好评。

今年春节，成语拜年成了
齐文化爱好者们的新时尚，也
成了淄博一道独特的城市
风景。

“成语拜年”新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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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淄博市齐文化的
“两创”提升、研究阐释、宣传
普及、传播交流、产业融合发
展、人才培育“六大突破”入
手，在多个场景中寻求突破，
以文化赋能，让齐文化融入大
众生活，激活淄博城市中流淌
千年的齐文化脉搏。

2022年7月，淄博就开始
借助齐文化成语这一宝藏，来

普及齐文化。通过齐文化成
语进餐厅，在肯德基里进行齐
文化成语普及，让典籍中的故
事和智慧留在孩子们的心中。
通过美食的加持，擦亮了齐文
化金字品牌，加快打造国家历
史文化名城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两创”标杆城市。

淄博作为齐文化的发祥
地，如何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

化相互交融、创新，扛牢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两创”使命担
当，提高文化创造力、传播影
响力、宣传引导力，一直是齐
文化工作者们的努力方向。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
淄博市齐文化的“两创”

探索，显得格外有意义，而且
有章法。

淄博探索“两创”标杆城市

美食遇见齐文化，这并不
是一次毫无征兆的邂逅。

2021年，二者就因“五好”
概念而结缘，全省首家齐文化

“五好”主题餐厅最终落户淄
博肯德基中心店，餐厅以齐风
古韵的装修、穿越古今的装
饰，让食客们体验一秒穿越的
沉浸式就餐感受，结合各种传
统文化活动，中西跨界融合的
就餐氛围给孩子们耳目一新
的文化体验。

在知味斋大酒店，客房的
房间号就是齐文化成语：以民
为天、门庭若市、中流砥柱、老
马识途……房间内还设置了
书签和立牌，对成语进行解

释，增添了趣味性和文化味，
让人耳目一新。齐文化研究
院通过一系列的工作促进齐
文化主题在酒店落地落实。

实际上，齐文化研究院在
寻求传统文化大众化、具象化
的道路上一直寻求新的切入
点，以跨界思维让厚重绵远的
传统文化充满活力，这是近年
来推动齐文化“两创”的创新
举措。

根据齐文化研究院专业
人员研究统计，起源于齐国的
成语可达1500条以上，这些
成语典故或是简单易懂，或是
隽永深刻，因其简洁生动、音
律和谐等魅力成为文化传播

中不可或缺的元素。齐国成
语是齐国历史的重要承载者，
可以说，对于学习了解齐文
化，成语是一个非常好的切
入点。

目前，淄博齐文化“五好”
主题餐厅，会定期举行一些小
课堂，由来自齐文化研究院的
老师们为就餐的孩子们带来
了一场场别开生面、妙趣横生
的齐国成语故事主题小课堂。

孩子们在成语的熏陶下，
了解齐国历史知识和成语典
故，结合餐厅里生动直观的图
片和视频，加深了对齐国成语
的理解和记忆。

齐文化与美食擦出美妙火花

淄博不仅有让人垂涎的
齐文化“五好”主题餐厅，更有
涉及社会各个方面的文化
大餐。诚如齐文化研究院负
责人所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宝藏，不能总是深藏在历史
长河中，要让齐文化在淄博的
沃土上重新活起来、火起来，
需要特别接地气的活动，让孩
子和家长感受到齐文化的魅
力，以此来触发大众对齐文化
的兴趣和热情。

去年10月11日，山东硅元
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布

“泱泱齐风”系列日用陶瓷产
品，以瓷器之美再现了“海岱
清风”“太公封齐”等齐文化经
典场景，形象阐释了齐文化以
人为本、尊贤尚功等理念，成
为齐文化产业融合的一个成
功范例，带动更多企业参与到
齐文化与产业的互动中来。

齐文化研究院与岜山集
团深化合作，整体推动“齐地
中医药+产业”齐地大健康文
化品牌建设，打造齐地中医药
研学游、康养游，推动齐地中
医药文化走向基层、贴近大
众。同时，还将与青岛泽灵集
团合作，探索推广齐地婚俗礼
仪服饰等文化活动，让齐文化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活起来。

齐文化研究院将加强与
华侨城稷下湾、文昌书院、齐
盛湖钟书阁等重点商圈的对
接，融合齐文化与美食、演艺、
文创、零售等业态。推进与淄
博三水源生态旅游度假区合
作开发甘德星空研学游项目、
与青岛泽灵集团合作进行齐
文化主题动漫的开发，在齐文
化与新兴业态上不断创新，让
齐文化在融合中活起来、潮起
来、旺起来。

淄博市一系列的齐文化
普及活动，不但让齐文化更加
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更因其
覆盖面广、影响力大，在抖音、
微博等社交媒体上引发不小
关注，给市民带来满满的文化
获得感。

对此，齐文化研究院将在
齐文化“两创”事业上不断推
陈出新，在餐饮、文旅、文创等
多领域惠及百姓生活，通过大
众化、生活化、故事化的形式
创新，让齐文化和地域文化在
实践中绽放光彩。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
心记者 李波 通讯员 陈
振奇

淄博谋篇“齐文化”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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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经开区傅家镇宋家村上演流传百年的民俗活动——— 打铁花。

张店区

元宵喜乐会 欢声笑语气氛浓

华侨城淄博欢乐山川稷下湾文创街广场上
的糖画艺术摊位吸引不少市民。

桓台县果里镇姜坊村村民的秧歌表演原汁原味。

淄博经开区傅家镇宋家锣鼓队在进行表演。

“现在开工！”随着
“陈掌柜”的一声吆喝，淄
博周村古商城景区大染
坊内的情景剧《陈六子开
工》正式拉开帷幕，游客
们在“陈掌柜”的带领下，
观看了整个染布的过程，

“隆隆”的整布、压布的声
音 ，让 人 感 到 新 奇 而
振奋。

“景区内有鸣锣开
市，还有舞龙舞狮、划旱
船、骑毛驴……”2月5日，
淄博周村古商城景区解
说员马心恬告诉记者，景

点内有很多表演项目，为
了提高年轻人的参与度，
他们还设置了卡通兔互
动环节。

马心恬说周村古商
城有几个非常好玩的地
点，逛大街的时候千万不
能错过。比如在民俗展
览馆内有京剧表演，还有
传统民俗表演抛绣球的
互动节目；在大街三岔口
的今日无税碑前面，有乐
队演出，还有京剧表演配
合；在状元府这个景点
内，有武术表演和京剧武

戏，十分精彩……这一系
列活动一定让大家满意
而来，乘兴而归。

在银子市街上，有三
名年轻的女孩穿着汉服
在街边小憩，记者一问才
知道她们是游客，特意租
了汉服来逛大街。“请一
定拍得好看一点。”这几
名身着汉服的年轻人真
的很会玩，这样走在古老
的大街上，人和街巷都成
了别人眼中的风景。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
体中心记者 李波 杨峰

市民在周村古商城猜灯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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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2月5日讯 2月5日是正月十
五元宵节，在这阖家团圆、吉祥如意的
美好时刻，淄博高新区2023年“黄河大
集”元宵节传统民俗扮玩暨非遗手造进
街区活动拉开帷幕。精彩绝伦的扮玩
节目是传统艺术与现代感美感的结合
体，引人入胜，流连忘返。淄博高新区
通过举办本次活动，坚持用好“黄河大
集”品牌，拉动文化赋能“强引擎”，为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本次活动由淄博高新区民政和文
旅事业中心、淄博高新区宣传新闻中心
联合主办，淄博华侨城实业有限公司承
办，11支村居社区扮玩队伍现场进行表
演。淄博市文化和旅游局、淄博高新区
工委管委会、淄博高新区有关部门及各
镇街、中心、淄博华侨城实业有限公司
等单位到场观看。

上午9点，华侨城淄博欢乐山川稷
下湾文创街广场上早已人头攒动，等待
欣赏民间扮玩节目的观众在警戒线外
有序排队，远远望去即将入场表演的扮
玩队伍已换好服装，正在集结。很多观
众架起了摄影装备，要留住这一年一度
的美妙瞬间。

伴着铿锵有力的音乐，首个登台展
示的节目是《龙腾盛世》，21位女鼓手尽
情表演着，每个人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
笑，鼓声阵阵，节奏欢快，一下就将现场
的气氛推向高潮。

随后，腰鼓队、旱船和大头娃娃方
队也悉数登台，并在巡游表演过程中向

现场观众拜年问好。
正月十五闹元宵，重在一个闹字，

参加本次扮玩巡游活动的11支表演队
伍分别来自四宝山街道办事处、宝山管
理中心、高端装备中心及中埠镇的11个
村居、社区。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民间扮玩节目
中增添了不少形式新颖的传统艺术，如
扇子舞、打花棍、打花杆、耍花伞、舞蹈
表演等。多名观众通过自己的娱乐平
台账户，对扮玩活动进行现场直播，并
与扮玩演员即时互动。

扮玩巡游活动尾声，由彭官村带来
的锣鼓表演再次将热闹喜庆的气氛推
向高潮，铿锵有力的锣鼓声响彻云霄，
节奏感强烈，鼓手动作整齐划一，引来
现场观众的拍手叫好。

在元宵节民间扮玩活动的现场还
设置了“非遗文化传承 山东手造展
示”专区，集中展示高新区的非遗传承
者及手造作品，内容丰富、艺术造诣较
高，为广大观众奉上一场传统艺术与现
代美感融合的“文化盛宴”。主表演场
地设置高新区文化旅游资源宣传展板，
集中展示高新区文旅资源，提高高新区
旅游资源知名度。

为了更好地烘托愉快祥和的节日
气氛，稷下湾的现有商户均推出了优惠
让利活动，现场发放优惠券、小礼品，为
提振市场经济活力，贡献应有力量。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培 潘赞名

淄博高新区

鼓舞闹元宵“文化盛宴”庆佳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