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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10月17日讯 九顶山
灯光秀、乡村赛马节……近年
来，淄博高新区积极推动文化事
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繁荣发
展，不断绘就“诗”和“远方”的新
画卷，吸引市民游客纷至沓来。
10月17日，淄博市“推进文化繁
荣发展”高新区专场新闻发布会
召开，淄博高新区有关负责人介
绍了淄博高新区文化工作取得
的进展。

文化创作持续繁荣，推动满
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
力量相统一。淄博高新区打造齐
文化“两创”基地、摄影创作基地，
成立“火炬”艺术团、作协、书协、
美协、摄协、诗词学会等群众性文
艺团体。实施文艺作品质量提升
工程，创作音乐剧《齐地之“礼”》、
大型国画长卷《大美淄博》等作品
100余个，其中，13个获省级以上
荣誉；推出《识字班的故事》等红
色课本剧12部;开展各类文化惠
民活动1920余场。

文化产业发展格局多元，以
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激活发展新
动能。硅元瓷器、华光国瓷分别
被认定为山东省文化和科技融合
示范基地，并入选“山东手造·优
选100”；硅元瓷器获评“齐文化
产业转化基地”；超越轻工连续七
次被评为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
业，其“中美(西)文化融合创意设
计出口基地”列入国家文化出口
重点项目名单。持续推进“山东
手造”五进活动，“山东手造·品质
高新”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

现代公共文化体系日趋完

善，促进人民精神生活，走向共同
富裕。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持
续发力，建设城市书房、阅读吧等
公共文化空间35处，推出“九顶山
灯光秀”“齐艺共舞”等高品质文
艺活动。文化赋能新引擎，区内
文旅建设遍地开花。创新“旅游
+”发展模式，乡村旅游焕发新生
机，推出2条乡村旅游精品线路，
打造郭家村“乡村赛马节”、军屯
村松鼠部落等旅游项目。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弘扬成效
显著，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加强文
物保护，落实建设用地考古前置
要求，启用淄博市智慧文物管理
系统开展文物巡查工作，确保文
物安全。聚力开发利用，探索文
物活化利用新模式，依托区内博
物馆举办活动58场次，发挥博物
馆教育职能，让静止的历史遗存

“活起来”。
加强文化人才队伍建设，抓

好思想政治建设，全面提高能力
素质。加大文化骨干人才培养力
度和文化人才平台建设，扶持人
才培养项目开展，引导形成科学
合理的人才评价导向，激活文化
人才体制机制，强化文化人才宣
传推介，营造良好人才环境。

下一步，淄博高新区将围绕
“3510”发展目标和“强富美优”
城市愿景，立足淄博高新区“五大
新高地”目标定位，不断推出文艺
创作精品，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推动文化和旅游高质量
发展，努力为“文化淄博”建设作
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淄博高新区已建设城市书房等公共文化空间35处

公共文化空间建设让市民享文化红利

在17日的发布会答记者问
环节，淄博高新区民政和文旅事
业中心负责人介绍了高新区在
文化惠民活动、全民阅读开展情
况方面工作情况，淄博高新区新
闻宣传中心负责人介绍了打造

“红火炬”文化品牌和“山东手
造·品质高新”品牌的进展情况。

开展群众文化活动332场

今年以来，淄博高新区开
展了“元宵节民俗扮玩暨非遗
手造进街区”、民俗秋季展演、

“乡村好时节”文化惠民活动等
各种群众文化活动332场，其
中，“元宵节扮玩暨非遗手造进
街区”活动线下观众上万人，线
上直播观看人次达16万。

为进一步丰富群众户外文
化生活，在社区、公园绿地等公
共场所开展“光影同行·清凉消
夏”等公益电影放映活动1391
场，得到群众一致好评。

同时，积极推动文化两创
工作，济南市文物保护利用中
心在山东百年课本博物馆成立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工作站
淄博站，推动济淄文旅同城化，
济南的“新年祈福会、孔子诞辰
日纪念、文庙讲堂、礼伴成长古
礼体验、我爱读经典”等多项品

牌公益文化将与高新区现有资
源进一步互融互通，进一步丰
富 高 新 区公益性群众文化
生活。

打造“15分钟阅读文化圈”

淄博高新区高度重视全民
阅读工作，持续引导各界关心
关注、积极参与、大力支持全民
阅读和书香高新建设工作，今
年以来，以提升阅读品质为突
破口，致力于打造“15分钟阅读
文化圈”。截至目前，已组织开
展“同城共读 书香高新”阅读
推广活动425场，邀请山西大
学、山东理工大学等高校教授
作中秋等传统文化主题分享，
以高质量阅读铸就书香高新的
底色。定期举办“近悦远来，齐
风韶音”经典诵读大舞台等高
品质文化活动，为全区群众搭
建经典文化活动的公益平台，
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到阅读
朗诵中，在全区形成“全民阅
读”的优良风气，提升群众的文
化素养和精神风貌。

实施阵地建设等四大工程

近年来，淄博高新区以“红
火炬”宣传思想文化品牌为引

领，结合工业文化、红色文化、
冶铁文化、陶瓷文化等，实施了
阵地建设、精品创作、志愿服
务、人才培育四大工程，打造了

“红火炬·耀高新”文化品牌。
实施阵地建设工程。在黑

铁山省级风景名胜区、生态文
化发展中心基础上，打造东部
红色文化片区。整合文明实践
所（站）、党群服务中心、综合文
化中心、博物馆、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等450余个阵地。

实施精品创作工程。推出
文艺精品创作扶持政策，鼓励
文艺创作。建立区级重点文艺
创作项目库，10部作品入选市
重点项目。

实施志愿服务工程。依托
作协、书协、美协、摄协、诗词学
会等群众性文体团体，成立“文
化高新”志愿服务队，实施“点
单—派单”机制。

实施人才培育工程。发挥
书法、绘画、文学、摄影、非遗等
领域专家示范带头作用，推出一
批文化经营管理人才、文化传承
传播人才、文艺创作表演人才。

在“山东手造·品质高新”
品牌打造方面，制定下发实施
方案，成立工作专班，建立了由
华光国瓷等30家企业和非遗在
内的重点项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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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高新区教育事业发展情况发布

淄博科学城第一实验学校项目正推进中
淄博10月17日讯 科学城

实验中学建成投用，新增学位
1600个；不断优化校车配置，标
准校车增至53辆，增加定制公交
助学专线18条，日接送学生
5400人次，有效缓解了“上学远”

“上学难”问题……10月17日，淄
博高新区教育和体育事业高质
量发展新闻发布会召开，淄博高
新区教育和体育事业中心有关
负责人介绍了教育事业高质量
发展情况。

提升教育“硬环境”
跑出扩容提质“加速度”

淄博高新区（含先创区）现
有中小学25所，幼儿园66所，在
校学生2 8 3 5 4人，在园幼儿
10215名，教职工4073名。淄博
高新区不断优化教育布局，充分
考虑出生人口变化、乡村振兴和
城镇化发展趋势，科学编制中小
学、幼儿园布局专项规划。今年
9月份，投资2.39亿元的淄博高
新区科学城实验中学建成投入
使用，新增学位1600个，极大缓
解城区招生压力。淄博科学城
第一实验学校项目正在积极推
进。引进优质教育资源，科学城
实验中学与淄博柳泉中学开展
合作办学，全力打造全市一流中
学。实施集团化办学，组建高新
区实验中学、第一中学、实验小

学、第一小学、第三小学、第八小
学6个教育集团，充分发挥优质
学校示范引领作用，实现优质教
育资源共享共用。

在去年春风、尚园等5所幼
儿园投入使用，扩增1800个公办
幼儿教育学位后，淄博高新区今
年着力推进佑园、珑悦等5所公
办幼儿园建设，将新增公办学位
1350个，全面缓解中心城区幼儿
入优质园难的问题。

拿出教育“好成绩”
提升教学质量“硬指标”

加强骨干教师培养，提升教
师队伍水平，淄博高新区开展各
学科公开课展示、送教下乡等活
动，发挥骨干教师的示范引领作
用。深化教育科研，淄博高新区
累计立项市级以上教研课题54
项，立项率淄博市第一。国家级
社科课题《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
学校走向优质的路径研究》实现
山东省基础教育在国家最高级
别课题零的突破，《乡村学校“五
农融合式”育人模式十二年探
索》获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省
教学成果特等奖。

积极探索教育信息化与教
学融合发展，淄博高新区现有淄
博市教育信息化首席信息官9
名，教育信息化硕果累累。根据
近几年中小学教学情况分析来

看，淄博高新区中小学教育教学
质量各项指标不断提高，优秀学
校数量不断增加，教学成果得到
社会各界认可。

保障学生“上好学”
答好公共服务“民生卷”

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教
育领域财政投入“只增不减”。
淄博高新区扎实落实学生资助
工作，建立健全覆盖各级各类教
育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今年以
来累计对1569名困难学生发放
各类补助资金100.2万元；全面
落实午餐补贴民生工程，财政补
贴拨付资金225万元，惠及10所
农村中小学的5905名学生；不断
优化校车配置，标准校车增至53
辆，增加定制公交助学专线18
条，日接送学生5400人次，有效
缓解了“上学远”“上学难”问题，
保障了学生交通安全。

配强教育“引路人”
锻造教育发展“主力军”

强教必先强师。近年来，淄
博高新区依托北师大优质教育
资源，大力实施教育质量整体提
升工程，建成“新秀—骨干—名
师—专家”的教师成长梯队，淄
博高新区现有正高级教师、高级
教师340人，市级及以上名师、名

校长、教学能手54人，淄博高新
区教师教育能力和业务素质得
到全面提升。

进一步强化师资配备。今
年来，淄博高新区通过公开招
聘、引进高层次紧缺人才等方
式，先后招引教育人才130人，为
淄博高新区教师队伍注入源头
活水，应对城市人口增加、“二
孩”高峰更加有力。

家门口“健身房”提质扩容
打造升级版“15分钟健身圈”

近年来，淄博高新区立足实
际，改革创新，锚定全年发展目
标，将体育事业作为重要民生项
目去推进，成果显著。

全民健身基础设施不断提
档升级。淄博高新区投资3.5亿
元建设高新区文体中心，建成网
球场、足球场、篮球场等13处健
身驿站、37个健身站点，打造特
色健身驿站16个；在村居、社区
新建6处健身场地、3个多功能运
动场。

近两年，淄博高新区争取财
政资金270余万元，为淄博高新
区（含先创区）村居、社区配备健
身器材1681件；购买第三方服
务，巡检村居、社区健身器材
7068件，免费维修器材889件，
很大程度上满足了群众健身
需求。

全民健身赛事活动覆盖面
更加广泛。今年以来，淄博高新
区累计开展全民健身运动会周
末足球赛、广场舞比赛、乒乓球
赛等活动210余场，惠及群众8万
余人次。

今年以来，淄博高新区体育
协会增至16个，开展“六进”活动
30余场。举办太极拳、广场舞、
五子棋等5期社会体育指导员培
训班，新增指导员352人，淄博高
新区每千人社会体育指导员数
达5人。

体育社会组织进校园成果
显著。目前，淄博高新区足球、
散打、象棋、武术等体育社会组
织走进校园，开展体育项目28
个，惠及学生3万余人。

今年以来，淄博高新区组织
开展“奔跑吧·少年”主题健身活
动100余场，参与人数达6.5万余
人次。

下一步，淄博高新区教育和
体育事业中心将以优秀师资、优
质资源、优质课堂为抓手，不断
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学生终身
发展奠基，为加快建设“教育新
高地”、办好淄博高新区群众满
意的教育不懈努力，为淄博高新
区实现高质量内涵式发展作出
更大贡献。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刘金昌 通讯员 王
炳尧

淄博高新区开展群众文化活动332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