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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9月20日讯(记者
杨淑君) 日前，记者从聊城

水上古城获悉，“十一”黄金周
期间的精彩活动基本确定，分
为民俗展示、儿童舞台剧、运
河特色美食、文化体验等六大
类活动，在展示古城文化内涵
的同时，更加注重游客的参与
性。

据透露，10月1日至7日期
间，古城除了上演精彩的豫剧
演出，还将汇聚各色美食：杭州
炸响铃、西湖香辣螃、苏州生煎
包、浙江绍兴臭豆腐、老北京鲜

梨汤……。另外，这次还将有神
秘雨林，到底是什么，具体位置
在哪，景区负责人表示，还需耐
心等待几天，节日开始前就会
揭晓答案。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
“十一”古城设置了一系列参
与体验类的活动，包括结合
古城文化特色设置的古城文
化知识游，活动期间还将向
游客发放精美文明旅游小册
子或景区宣传小扇子，利用
古城内的七贤祠、卫仓、契约
博物馆、民俗博物馆等景点，

还将举办“啄木鸟”慧眼查找
错别字，游客收集景点错别
字达到一定数量可领取古城
小礼物一份。美丽古城随手
拍活动，关注水上古城官方
微信或微博。拍摄三张精美
照片配上水上古城活动相关
文字，即可参与。

互动活动中还有古城小勇
士活动，根据任务卡完成任务，
需在指定景点找到东昌雕刻葫
芦、木板年画、剪纸、泥哨、东昌
毛笔、面塑、陶艺等制作地点
(其中一个)，并完成制作其中

一种。还设置了亲子涂鸦活动，
在古城区设置涂鸦专区，由爸
爸妈妈和小朋友画出心目中的
大英雄。

记者了解到，日前，古城四
个片区的商住、景点园林工
程正在紧张施工，已完成总
体工程量的75%，在景点建设
上，古城区规划建设1 3处景
点和3处古典园林，其中七贤
祠、卫仓、县衙、清军厅、万寿
观、任克溥故居、依绿园、小
西湖公园8处已建设完成，考
院、府文庙、名人堂、东南角

园林4处正在施工，相府、城
隍庙、启文书院、状元府4处
因二技校、原区武装部和实
验小学未搬迁，尚未开始建
设。在博物馆建设上，古城区
计划筹建3 5处博物馆，契约
博物馆、老照片博物馆等8个
已对外开放;新建的10个博物
馆中5处已建设完成，5处博物
馆正在施工。其他博物馆也已
陆续开始布展。

对了，古城还有神秘活动
等待揭晓，怎么样？这个“十
一”，我们继续相约在古城！

古城老街巷之：前王园街

花花园园有有奇奇古古今今赏赏，，画画家家战战士士美美名名扬扬

名人任克溥故居

康熙皇帝曾驻跸

前王园街东端是十字路
口，东为城隍庙街。民国时，
城隍庙街与前王园街十字路
口才以此为界。“文革”中，前
王园街与城隍庙街合并成

“红星街”，1982年恢复原名，
1987年两街再度合并称“红
星街”至今。

前王园街东首路北，明
至清初为任氏府宅。任氏为
明代平山卫军籍世家，世袭
九代平山卫指挥佥事。明朝
后期，任府又成为书香门第。
任克溥于清顺治六年(1649)
成进士，历经升迁，于顺治十
七年(1660)任翰林院提督四
驿馆太常寺少卿。其父任怀
茂被诰封同等职位。于是宅
前树立起两座牌坊，一为任
克溥立的“兰省正堂坊”，一
为 任 怀 茂 立 的“ 恩 纶 重 褒
坊”。康熙年间，任克溥曾任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刑部左
侍郎等职，后加刑部尚书衔。
任克溥为官清正，勇于为民
请命，几百年来关于他的逸
闻佳话广传城乡。任克溥故
居在前王园街(今红星街西
段)路北复建。

任府建有花园，名绮园，
园中楼台亭榭，多有奇景。园
东南角旧有楼阁，传说康熙
南巡经东昌府，曾来任府居
住，帝妃在楼上梳妆，因此称
为“梳妆楼”。园中还有一棵
巨槐，人称“唐槐”。园内“松
桂堂”，是康熙题写的匾额，
两块长方形大青石立于堂
前，分别镌刻一副对联：“绿
水本无忧，因风皱面；青山原
不老，为雪白头。”

东昌参将护城堤

名人故居兴学校

雍正十三年(1735)，东
昌置参将，参将衙门建于本
街东段路北，原任宅的一部
分。参将直辖部队为东昌营，
有兵丁1200名，分防各县。东
昌营参将岳金堂，在光绪十
六年(1890)和十七年(1891)
聊城连续发大水之时，昼夜
立于风雨中，率领兵丁和百

姓一起堵筑防守护城堤，保
堤完整，使水不得进城。人民
感念他的德行，为他立碑记
录 此 事 。光 绪 二 十 八 年
(1902)，东昌营及参将衙门
撤销。

民国初年，高等小学堂
由西口南街迁前王园街东段
路北，占据原任宅的一部分，
更名为“卫仓小学”。卫仓小
学是民国年间聊城的著名小
学，停办于1946年，30多年间
为省立三师和省立二中输送
了大批人才。

1951年，在卫仓小学原
址及周围建花园，面积约30
亩。1955年后，增种了花木，
并饲养动物，建设竹亭4个。
1958年，山东省委书记舒同
来聊视察，题名“人民公园”。
1964年，建花砖院墙和大门，
将竹亭修建为木亭。1983年，
园内动物移居“聊城公园”。
原任氏故园中的那棵“唐槐”
至人民公园建园之初已开始
枯萎，1953年左右，有人在树
洞中栽了一棵小槐树，仅几
年就长成了大树。

唐槐以西有块两米多高
的青灰色石头，据传是明万历
年间东阿于慎行送给聊城王
泓阳的礼物。王氏后人世代
保。60年代初，公园凉亭附近，

还有一尊释迦牟尼铜铸坐像，
高约2米，“文革”中被毁。

革命战士勇杀敌

画家居此扬美名

新中国成立后，聊城县
图书馆建立，初名聊城专属
文化馆图书股，1952年归聊
城县，称聊城县文化馆图书
室，1956年10月，从文化馆中
分出来，正式成立聊城县图
书馆。馆址几度更换，后长期
在人民公园内办公。上世纪
8 0 年 代 图书年 借 阅 量 达
12000人次，报刊借阅量达
16000人次。

公 园 西是红 星 影 院 。
1954年始建，1956年开业，初
名人民电影院。1964年重建
更名。创建之初经常爆满。
2000年左右停业，后被酒店
租用，2010年改为“聊城杂技
训练基地”。

在前王园街的中、西段
路南偏西处即今印刷所大门
处，解放前有一条向南的小
胡同，名为“磨盘胡同”，该胡
同南端通往楼北大街。清末
到抗战前，聊城著名国画家
王式昭先生就住在这里。王
式昭尤其偏爱绘画，画技娴
熟，独有风格。晚年担任东昌

医院院长，每天回家后仍然
坚持作画。

王宅东邻，清末民初的
高凤仪先生，光绪年间任职
漕粮房老总，并在古楼东街
开设“书宝堂”书庄，“义安
成”酱菜店及饭馆、杂货铺
等，由家人守店经营。民国
时他的曾长孙高同文毅然
投入范筑先将军部队抗日
救国。在聊城保卫战中，他
随营长林金堂巡视南门时，
与守城战士一起与敌人展
开肉搏战，用大砍刀连伤数
敌。林金堂战死西门，他在
西南角受到百姓保护，夜晚
逃出城外。当年，被误认已
牺牲，梁水镇范公祠抗日殉
国烈士纪念碑上至今仍镌
刻着“高同文”的名字。后来
他定居于城西南齐北村，解
放初曾担任村长。高家另一
位革命者，名高士诚，是高凤
仪的堂孙，1947年春季参军，
易名高金铭。他勇敢杀敌立
功。解放后，在沈阳某军工厂
担任领导职务。

王姓和高姓等人家居住
的这里，自日伪占据时期起，
居民渐少。1952年，附近的哈
利生二分院扩建后，原磨盘
胡同消失。1958年院址改为
聊城地委印刷所。

古城楼北大街北半部路东，有前王园和后王园街。清初，王姓官宦曾在此建有花园，后形
成了两条街巷，分别命名为“前王园”和“后王园”，前王园街即今红星街西段。

本报记者 杨淑君

复建后的任克溥故居已开门迎客。 记者 杨淑君 通讯员 杨阳 摄

本报聊城9月20日讯(记者
杨淑君) 中秋节期间，中华水
上古城免费送月饼，古城内的陕
西民俗村还举办了品美食、看表
演活动，吸引大批游客尤其是一
些家庭游客，这个中秋节，因为
城在水中，还成为游客市民首选
的赏月好去处。

据悉，今年中秋节期间，中
华水上古城推出“花好月圆，情
满中秋”水上古城中秋节免费送
月饼活动：凭七贤祠门票即可领
取超值月饼大礼包，领略千年古
城胜景，还能品尝到特色月饼。
活动吸引大批游客参与，据悉，
参与活动的古城景点七贤祠占
地4000多平方米，大殿内供奉着
聊城的七贤，他们或为政清廉，
或勇斗贪官，或为民谋福，被世
人称为楷模。送的月饼是古城名
店“一点心意”家的特色月饼，汇
聚传统中式点心的味道，唤起人
们的儿时记忆。不仅有美食美
景，更是有历史文化蕴含其中。

位于古城楼北大街的陕西
民俗村特色小吃街，还举办了精
彩的节目表演，包括舞蹈、川剧
变脸、魔术表演、歌曲演唱/二人
转，绝活表演，美食街内美食阵
阵飘香，再加上古城特有的文化
气息，整个美食院落古朴典雅、
清新别致。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
时”，一位游客说，聊城没有
海，水就代替了，而古城就在水
中，站在城楼上赏月，别有一番
风味。

古城成游客赏月
好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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