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河县文广新局：

舞舞台台搭搭起起来来，，““好好戏戏””连连起起来来
文化传承秧歌跑出新特色，旅游服务温泉泡出新感觉

本报记者 李云云
通讯员 王玲 付来涛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覆盖全县，不少市民成

为图书馆常客

近几年来，商河县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成效显著，公共文
化服务网络覆盖全县。目前，商
河县已形成覆盖县乡村三级的
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城乡群众的
文化生活十分热闹”。

图书馆成了市民王先生最
近常去的地方，每当吃完早饭就
吵着让家人带他去图书馆，一呆
就是两三个小时。每次离开的时
候，他心情会变得特别好。记者
询问得知，这一切要归功于图书
馆新增加的“盲人浏览器”。王先
生说：“这盲人浏览器是我们盲
人的福音，有了它，我们就可以
了解更多的人间百态。”

记者在商河县文广新局了
解到，商河县图书馆增置了图书
馆添置3台电子阅报机，为了满
足视力有障碍市民的需求，新增
盲文书籍、引进“盲人浏览器”，
实现资源无障碍共享。工作人员
说：“这样一来，我们图书馆就可
以满足更多人的文化需求了，自
开馆以来，我们的文化设施不断
完善，图书馆已经成了商河新的
文化地标。” 目前商河县图书
馆的藏书量10万册，共办理借阅
证4000多张，累计接待读者9余
万人。

城区居民往图书馆跑，乡镇
居民也没闲着。在玉皇庙镇的公
共电子阅览室里，每天晚上都聚
集了大量的村民。村民刘女士
说：“自从有了电子阅览室后，我
们晚上没事就来查点农业知识，
晚上的生活充实了不少。”据了
解，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社
区文化中心、文化大院、农家书
屋均已实现全覆盖，乡、村形成
了文化站、广场、大院、书屋一体
化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

“送文化”变为“种

文化”，文化幸福指数不

断攀升

有了日益完善的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商河县的群众文化生
活自然接连不断，文化幸福指数
不断攀升。用家住温馨花园刘女
士的话说：“我们一年到头都是
活动，看都看不过来。”

迎新春文艺晚会、鼓子秧歌
汇演、元宵节广场文艺晚会等民
俗文化活动，外加“五四”青年

节、“六一”儿童节、“七一”建党
节、“九九”重阳节等节庆活动，
让刘女士应接不暇。五一前后刚
刚举办的广场舞比赛也成了刘
女士的“心头爱”。看着别人跳得
起劲，她也忍不住学起来。刘女
士说：“平时跳跳，锻炼身体的同
时，心情也变好了。”

谈到自己最喜欢的节目，刘
女士说得最多的就是在玉皇庙
镇举办的乡土文化演出。刘女士
说：“活动当天很多节目都是玉
皇庙人自编自演，具有咱商河特
色，看着亲切。”

据商河县文广新局的工作
人员介绍，前几年的时候，他们
会带着文化节目下乡演出，现在
基本上都是乡镇自己编排自己
演。春节殷巷镇高楼村举办迷戏
盛宴、孙集镇推出2015年“舞动
孙集”系列活动、贾庄镇枣林村

“庄户剧团”、怀仁镇储家村“文
化大集”，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
乡土文化品牌。

商河县文广新局的工作人
员说：“之前我们是送文化，现在
将文化‘种植’在全县的每个角
落，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收获文化
成果了。”据了解，原创话剧小品

《国法不容》、山东琴书《村主任
劝架》在第四届泉城人口文化节
演出中获奖。音乐舞蹈快书《乡
村巡礼》、《喜看商河新变化》、小
品《百善孝为先》、《俺也变身城
里人》、《村支书收礼》等活动也
深受群众喜爱。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传

承，鼓子秧歌“跑”进广

场舞

商河是远近闻名的“中国民
间文化艺术之乡”、“中国秧歌之
乡”，鼓子秧歌已经成为商河的

“名片”。在商河，老老少少都爱
跑秧歌。年过花甲的老人敲锣打
鼓，朝气蓬勃的少年跑伞打棒。
对于商河老百姓来说，每年正月
十五前后的鼓子秧歌汇演成了
商河人的文化盛宴，迄今为止，
鼓子秧歌汇演已经举办了35届。

鼓子秧歌已经成为了商河
的文化品牌，为了使文化品牌继
续发展壮大，“非遗文化进校园”
成了重头戏。以第一实验小学的
鼓子秧歌、第二实验小学的花鞭
鼓舞为试点，“非遗进校园”活动
已在各乡镇（街道）全面铺开。少
年非遗传承队伍达到24支，孙集
镇9所学校已实现鼓子秧歌队伍
全覆盖。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传承
人杨克胜说：“鼓子秧歌就得从
娃娃抓起，让咱的鼓子秧歌世世
代代传承下去。”

最近城市展馆门前的广场
舞吸引了市民李女士的注意，李
女士看着广场舞的伸展动作，觉
得越看越像鼓子秧歌。一经询问
才发现，正在演出的广场舞为

《鼓乡豪情》，将鼓子秧歌的动作
编进广场舞中。

参加广场舞演出的马先生
说：“将鼓子秧歌编进广场舞后，
广场舞不仅有了商河特色，咱鼓
子秧歌也赶上了广场舞的大
潮。”据了解，新编鼓子秧歌广场
舞《鼓乡豪情》代表济南市参加
山东省首届中老年广场舞大赛
荣获全省第一名。

泡温泉享生态，采

摘火了、腰包鼓了

温泉旅游已经成为商河旅
游的新名片，随着济乐高速的开
通，火车的运行，商河的旅游将
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不少市民
说：“我们的交通短板在逐渐弥
补，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坐火车来
我们商河泡温泉。”

据商河县文广新局旅游办
的工作人员介绍，依托丰富的地
热资源，商河正在发展以温泉度
假、农业观光、休闲采摘为一体
的特色旅游产业。除此之外，全
力打造“一心两带”为主体的乡
村休闲与温泉度假区。以县城为
中心，打造温泉旅游综合体，建
设成为省内外知名的温泉度假
胜地。发展湿地生态休闲旅游带
和生态休闲旅游带，将“泡温泉
享生态”变为一种时尚。

德州市民郭先生在今年“十
一”期间，就来商河体验了以“泡
温泉、享生态、乐采摘、赏民俗”
的短途旅行。在商河城区泡了温
泉，去贾庄“乡情缘”采摘葡萄，
最后在商河县城市展馆看了抗
日文物展和民俗展。郭先生说：

“这一趟没白来，以后没事就来
商河玩，听咱当地人说在大沙河
野餐也不错。”

除了温泉旅游外，近几年商
河的“农家乐”“采摘乐”如雨后
春笋般开展起来。桂芬御果贡梨
采摘节、珍珠红西瓜采摘节、张
六真金杏采摘节和瓦西生态瓜
果采摘节等采摘活动纷至沓来。

“采摘乐”成了农民创收的新形
式，如珍珠红西瓜采摘节，“五
一”三天假期头茬西瓜便采摘一
空，销售额突破了100万元。郑路
镇村民郑先生说：“采摘活动开
始后，比我们直接去市场卖赚钱
多了，我们的腰包都鼓了起来，
我们明年好好种，争取迎接更多
的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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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秧歌”和“温泉”已经
成为了商河的名片，商河人
一直在思索着如何将名片
扮美扮靓。近年来，县、乡、
村三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
已经形成，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日益完善；从“送文化”到

“种文化”的转变，商河人的
创作热情高涨；文化遗产保
护传承成果丰硕，秧歌融入
了新的时代特色；温泉旅游
服务升级，“农家乐”“采摘
节”红火，农民的腰包鼓了，
心里乐。“舞台”已搭好，商
河人准备唱“大戏”了。

今 日 商 河

鼓子秧歌从娃娃抓起，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市民来商河采摘哈密瓜。

各种文艺活动接连不断。

图书馆成了市民的新选择。

来商河泡温泉越来越成为一种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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