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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300万元对区文化馆、图书馆改扩建，设立200万元扶持资金支持文化产业

长长清清文文化化事事业业产产业业为为群群众众幸幸福福加加码码
“胳膊再抬高点，眼睛往手的位置看……”在长清区孝里镇马岭

村的文化大院里，妇女们正排练着“四德歌”广场舞。“这边，快点传
过来啊……”长清区万德镇马套村文体广场上，篮球健将们正在激
烈对抗。而在扩建后的长清区图书馆，读书爱好者们正安静地在书
海里遨游。

这，仅仅是长清区绚丽多彩群众文化生活的一个缩影。如今，随
着该区文化建设的加快推进，文化事业产业的凝聚力、服务力、感染
力和竞争力与日俱增，一处处文化惠民亮点不断为群众幸福加码。

近年来，长清区紧紧抓住
省、市文化惠民工程实施机
遇，积极筹措资金投入1200余
万元，推进全区文化设施建
设，文化硬件水平不断提升，
区、街镇、村居三级公共文化
服务设施网络实现基本覆盖，
百姓喜得实惠。

2013年以来，该区先后投
入近300万元对区文化馆、图
书馆进行改扩建，严格按照国
家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标准建
设，改建后的文化馆面积达
2800㎡，图书馆面积2900㎡，
两馆设施更加先进、功能更加
健全、服务更加优质高效，
2013年底区图书馆还被评定
为国家一级图书馆。为加强农
村文化硬件设施建设，长清区
投入200万元对全区10个街镇
综合文化站进行了优化提升，
投入360余万元新建社区文化

中心23处、村文化大院123处，
投入30余万元扶持16个特困
村文化大院建设，投入80万元
新建公共电子阅览室8处，农
家书屋、文化资源共享工程实
现全覆盖，广播电视“村村通”
入户率达100%，为文化事业
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文化硬件提 升 的 同
时，长清区文化软件建设也
不容小觑。该区高度重视基
层文化队伍建设工作，不断
加强措施，壮大文化队伍，培
养领军人物，破解基层文化
建设难题。

“多亏了咱文化馆的老师
来教课，我们现在跳得越来越
有模有样了。”说起最近区文
化馆的广场舞培训，张大妈连
连竖起大拇指。为加强文化队
伍建设，区图书馆、文化馆常
年坚持免费开放，举办各种形

式的辅导培训班。区图书馆
举办农家书屋管理员培训
班，开设了国学大讲堂，举办
公益性讲座，建立图书馆分
馆3处，图书流通点19处。区
文化馆举办广场舞培训、少
儿舞蹈培训、老年书画培训、
老年二胡培训等多种多样、
群众喜闻乐见的培训，面向
社会，分批辅导。

群众文化队伍建设、队伍
素质高低、作用发挥好与坏则
取决于队伍带头人，在壮大、
扶持文化队伍的同时，该区也
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文化带
头人，文化馆的闫新玲、豫剧
团的高世德、文化站长徐文
明、乐天庄户剧团的王本珍、
曲艺说唱团的徐立平等等就
是群众文化活动的典型代表
和领军人物，是群众文化活动
中的鲜红旗帜。

图书馆、文化馆是群文艺
术传播者的主体和中坚力量，
对于活跃本区群众文化基础
活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长清区图书馆积极探
索“图书馆+书院”服务模式，
扎实推进“尼山书院”建设工
作，举办了国学经典、“茶文
化”等多类讲座，让书籍变活，
入眼入耳入心。

“尼山书院”丰富多彩的
为民服务活动是“图书馆+书
院”模式的一大亮点。文化体
验室根据群众需求，开展琴棋
书画和当地民间艺术传统等
文化及体验活动。通过媒体、
网站、宣传栏及各种现代化通
信手段等形式，邀请、吸引群
众参与和互动。截至目前，该
馆共组织举办“弘扬国学传播
文化”暑期广场视频放映、中
华传统经典诵读、“迎新春，送

春联”、谜语有奖竞猜、“品茗
人生，茶韵灵岩”茶文化讲座
及体验、孝道国学讲座、硬笔
书法讲座等读者服务活动12
次，参与人数达4万余人。

该区文化馆把着力点放在
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上，服务
网络在“广”字上下功夫，坚持以
政府为主导，以乡镇为依托，以
村为重点，以农户为对象，构建
区、镇、村、户“四级文化阵地网
络”。积极开展送文艺辅导“进社
区、进农村、进企业、进军营、进
校园”五进活动，深入基层、深入
群众，积极扶持民间艺术人才和
业余文化团队，变送文化为种文
化。目前全区有庄户剧团20余
支，社区舞蹈队200多支，培养了

“长清区曲艺说唱团”等8支山东
省农村优秀文化团队，王本珍等
60名山东省农村优秀文化人才，
全区群众文化活动精彩纷呈。

让服务方式“活”起来是
该区文化馆的另一发力点。该
馆坚持城乡文化一体化的理
念，借鉴军企民共建、城乡结
对等模式，促进城市现代文明
向农村辐射、文体设施向农村
延伸、文化服务向农村拓展，
通过经常性地开展文化下乡、
广场文化节、文化常驻村等活
动，为群众提供丰盛的“文化
大餐”、“文化鲜宴”。济南市豫
剧团、高跷秧歌队、曲艺说唱
团、武术团队、庙会表演等本
土文化队伍长期活跃在农村，
形成了传统特色文化品牌，在
农村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
用。文化馆紧紧瞄准这一庞大
的文艺队伍，对这些“乡土文
化”、“草根文化”持续扶持，并
大力发掘、培养文化骨干，为
农村培育出一支永不带走的

“乡土艺术家”。

长清区生态良好，人文荟
萃，旅游资源丰富，交通便捷，
而大学科技园11所高校提供
了充足的智力、人才优势，具
有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优势
条件。近年来，区委区政府高
度重视文化产业发展，强化各
项工作措施，初步形成了特色
园区，培植壮大了一批文化企
业和文化旅游品牌。

在长清区刚刚出台的《关
于进一步加快文化产业发展
的实施意见》中 ,该区将设立
200万元扶持资金 ,用于支持
文化产业发展,通过建设一批
产业聚集、优势突出、特色鲜
明的文化产业园区,打造一批
文化产业新产品、新项目、新
业态,力争到2020年,文化产业
成为全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
性产业。

经过近几年的发展 ,长
清基本形成了“五园两线一
区一谷”的文化产业发展格

局。“五园”即以大众报业、
济南红霖实业、佳怡包装、
东灏文化为主的印刷出版
产业园、济南园博园、济南
西区数字创意产业园、齐鲁
文 化 产 业 园 、济 西 湿 地 公
园；“两线”即 1 0 4国道文化
旅游观光线、2 2 0国道民俗
文化旅游观光线；“一区”即
五峰山高尔夫旅游度假区；

“一谷”即创新谷。
特别是长清区通过做好

资源整合、质量提升文章 ,以
园博园、灵岩寺、五峰山、齐长
城、乡村节庆等为重点 ,将文
化资源和旅游资源融合发展、
捆绑发展,推出了长清生态休
闲游、宗教文化游、采摘体验
游、中医养生游等主题游。全
区2014年实现旅游业总收入
57 . 5亿元,长清茶、木鱼石、泰
山玉逐步打造成为济南乃至
山东的知名旅游产品。

同时,长清区新兴创意产

业发展迅速。济南西区数字创
意产业园,已经拥有山东志诚
动漫游戏专修学院、远赢数码
科技有限公司等26家创意企
业,从业人员2000人,初步形成
集动漫人才培训、动漫制作、
软件开发与技术服务、服务外
包为主的业态框架。

“长清区下一步将实施
重点项目、园区带动战略 ,加
快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全
力做好创新谷、济南西部印
刷 出 版 产 业 园 、济 南 园 博
园 、济 西 湿 地 等 项 目 的 服
务、协调工作 ,促进项目尽快
落地投产。”长清区相关负
责人表示 ,将整合政策加大
对文化创意产业扶持力度 ,
打造山东数娱广场 ,山东广
告示范园基地品牌 ,提升志
诚通达动漫、远赢数码等企
业数字动漫研发水平。

（王新勇 刘学谦 李娜
孟祥江）

硬件软件双提升 文化建设“火”起来

两馆走进百姓中 群文艺术“活”起来

打造济西印刷出版产业园 文化产业“亮”起来

济南市豫剧团表演的大型报道剧山东梆子《好人刘成德》

长清区图书馆一角

万德镇玉皇庙村留守儿童在村文化大院图书室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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