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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村古商城的年味，藏在
一座座百年商铺，一副副春
联，一盏盏花灯中……

2月3日晚7点许，随着“乾
隆皇帝”一声掌灯，整个大街
瞬间亮起，古城内所有街道的
花灯全部点亮，拉开了2024年
周村古商城花灯展的序幕。

今年的传统宫灯不仅赋
予本地民俗及文化故事，更是
将传统文化融入到了大型灯
组的设计，网红灯“钱龙”来到
景区，还有“凤凰衔茧”等富有
历史文化内涵与吉祥寓意的
灯组。

夜晚的古商城不仅有花
灯，还有“五路财神送福”“国
风大赏”等演出，向市民和游
客送上新春的祝福。除了华
丽的灯组、大灯组引人瞩目
外，小灯组也颇具地方特色。
当然还有一些灯组“隐藏”在
小街巷内等着你去找寻，也许
一不小心就惊艳了你。

夜幕降临，古商城内流光
溢彩、如梦如幻，游客结伴而
行，漫步在古城长街，置身于
祥和的节日氛围里，感受着古
城的独特魅力。

景区工作人员介绍：“古
商城夜间活动丰富有趣，举办
的‘齐乐龙龙—周村民俗过大
年’主题文化旅游系列活动从
小年夜亮灯开始，整体活动分

春节、元宵节两大系列。春节
期间主题为‘齐’乐龙龙游古城，
共八大主题，分别是看·非遗闹
春、拍·国潮大片、赏·国风大秀、
接·泼天富贵、感·鲁商文化、赶·
烟火庙会、炫·水幕光影、祈·龙
年大吉；元宵节期间主题为鲁
商故里·齐乐龙龙，有多种玩法，
分别是“钱龙”驾到、龙凤呈祥、
财神送福、国风大赏、寻龙记、品
美食、赏非遗、放河灯、幸运红包
墙。”

“每天吃完晚饭后都会和

家人来古城逛一下，亮灯以后
大街更是韵味十足，处处充满
着浓浓年味。”在附近居住的
刘先生说。

“‘钱龙’的网红灯很有气
势，寓意也好，一进门就能牢牢
抓住游客的眼球。古城现在有
演出，有互动，有大型灯，有小
型灯，有民宿，有商铺，有古建
筑……业态多样化，来看的游
客也越来越多了，感觉有过年
的那种味道，特别好。”来自淄
川的游客王晓悦告诉记者。

周村民间挂花灯的习俗
自唐宋时期就已经盛行，尤其
是周村开埠后的上世纪初至
30年代，周村的春节文化活动
更是达到了鼎盛时期。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
曾有这样的描述：“康熙乙亥
间，周村商贾云集，趁虚者，车
马辐辏。”周村自古商业发达，
晋商徽商云集周村，周村也是
八大祥的发祥地，北京、山西、
陕西、江南等客商涌入周村，
每到春节周村各街道、各商号

纷纷挂灯。
当时周村街上有“上不见

天，下不见地”的说法，意思是
谁家的花灯挂得越多、越高，
门前的鞭炮纸越厚，谁家的生
意就越红火。各方商贾互相
攀比之下，每家的花灯都选用
周村当地织造的上等丝绸精
心制作，规模也越来越大。

夜晚的灯光给古商城披
上一层神秘的面纱，正等着你
来一一解开。一盏盏花灯在
古商城已经悄然绽放，正等着
你来观赏。

当然，在周村，你不仅仅
能看到花灯……你可以从遇
见周村开始，一路追寻古城岁
月的痕迹。时间为古城留下
的，不仅是古色古香的美景，
更是一种文化。民俗展览馆、
票号展览馆、大染坊……从丝
绸到金银，无不诉说着周村深
厚的鲁商底蕴。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
心记者 杨峰 通讯员 陈
怡霏

周村古商城花灯十里迎新春

高校老师当上了“孩子王”

这里的孩子寒假里有好去处

2月3日，腊月二十四。
安排好自家读初中的孩

子学习后，淄博职业学院副教
授高红新匆忙赶往离家10公
里的张店区体育场街道柳毅
社区，社区“家学苑”的孩子们
还在等着她上课。

高校教师变身“孩子王”

从“学院”讲台，到“学苑”
讲台，高红新的执教经历有了
新的变化。“孩子们，下面我们
做一个试验，请5个孩子上台
做个小游戏！”教室里传来了
孩子们的热烈响应。2月3日
下午，在柳毅社区妇儿家园

“家学苑”的教室里，孩子们眼
中有趣的课开始了。

从大学教师变身“孩子
王王””，让社区孩子们假期有去

处，这个寒假，已是高红新当
“孩子王”的第四年了。

这也是柳毅社区开展假
期托管服务的第六个年头，截
至目前，共服务青少年儿童
341人次。

让孩子们体验丰富多彩
的课程、让孩子们假期有去
处，还要有趣味，这是许多家
庭的所需所盼。

地处张店东部老城区的
柳毅社区为了缓解社区双职
工家庭假期“看护难”的问题，
依托妇女儿童家园打造创新

“童梦童行·家学堂”。张店区
妇联“姊妹花”巾帼志愿者们
和街道、社区妇联执委们一起
联动，根据孩子们和家长的所
想所愿，专业优势，精心策化
课程，提高美育品质。

“2020年暑假，我看到了

张店区妇联暑期托管招募志
愿者的通知，立即就报了名。
很快就来到了柳毅社区‘家学
苑’开展志愿服务工作。”说起
孩子们，高红新脸上洋溢着当
上“孩子王”后特有的幸福：

“上完课，孩子们争着跟我拍
照，还不停地问我明天还来
吗。孩子们那种迫切的需要，
让我感到了责任，更坚定了自
己的选择，会坚定地走下去。”

“学苑”的老师很专业

“有些内容是在学校不开
的课。”“我学习了海姆立克急
救法，知道鱼刺卡喉怎么办？”
跟了一下午的课，孩子们与记
者也熟悉了起来，争相与记者
分享这个寒假长的见识。

“让每个孩子进行古琴实
操，通过这样的课程设计，孩子
们对传统文化产生了兴趣。”淄
博市稷下琴院院长、古琴艺术
非遗传承人曹叶文上完课后
说：“得知高红新教授连续4年
利用假期在社区义务给孩子们
上课的行动后，我也加入到了
志愿服务中来，播种美的种子，
传播中华传统文化。”

而在张店建桥中学英语
教师马鹏的“趣味英语课堂”
上，课前热身环节通过魔术表
演，让孩子们快速进入本节课
的主题。

她来了，他来了，各领域
的专业老师纷纷来到了“家学

苑”：张店杏园小学美术老师
刘龙超的《手工绘画》、淄博职
业学院护理学院老师任美健
的《居家儿童安全防范》、山东
齐诺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
张珂的《法律宣讲》……

从最开始的一个人，到30
多人攥指成拳，作为张店区

“姊妹花”巾帼志愿服务指导
师的高红新，陆续带动高校老
师、政协委员、中小学老师、行
业专家、医务工作者等参与志
愿服务队，先后走进柳毅社
区、积家村等“家学苑”，开展
了45场次“童梦童行·家学堂”
的志愿服务，受益儿童达到
2000余人次。

“学苑”的课程趣味多

“让孩子们在这个暑假学
有所得，让坚守岗位的家长们
少操心、放宽心。老师们奉献
他人、服务社会的行动，也成为
立德树人的‘最美实践’。”张店
体育场街道柳毅社区党委书
记、居委会主任、妇联主席朱
伟告诉记者：“采用‘乐教乐
学’的托管模式，教育和引导
孩子们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
习惯，增进知识，开拓视野。”

“我孩子是第3年来社区
办的‘家学堂’了，孩子在这里
感受中国传统文化，学习文明
礼仪，这个学堂办到了家长的
心坎上。”2月3日，家住阳光馨
园的张女士高兴地说。

社区将妇儿家园服务阵
地细化为儿童乐园、图书馆、
舞蹈室等活动区域，以文体活
动、趣味手工、传统文化、健康
急救四大类课程为主，提供个
性化、专业化、系统化的“童梦
童行·家学堂”服务。

经过四年的服务实践，
“家学苑”的课程内容不断完
善，形成了以少儿美育为主的
《少儿礼仪》《经典诵读》《手工
绘画》《少儿形体艺术》等系列
课程，扩展到了《少儿法律宣
讲》《居家儿童安全防范》《禁
毒宣传》等多个领域的对儿童
成长有意义的课程。

“缓解社区双职工家庭假
期‘看护难’的问题，解决群众
后顾之忧，不断加强精细化服
务水平，真正把儿童关爱服务
送到老百姓的家门口。”张店
区妇联党组书记、主席曹晓萌
表示，各社区妇儿家园也将继
续以群众需求为切入点，充分
发挥社区“家学苑”阵地优势，
进一步拓展“家学堂”服务
内容。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
心记者 赵志斌 通讯员
张兆祎 陈妍吉

高红新正在给孩子们上课。

周村古商城的花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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