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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12月20日讯(记者

乔显佳) 本周日(26日)，由齐鲁

晚报、省旅游局、齐鲁文化研究中

心联合主办，景芝酒业特别支持的

“齐鲁文化新地标”评选活动将举

行专家定评会，届时，将选出“齐鲁

文化十大新地标”、各门类特色地

标以及本次评选活动的形象标识。

“齐鲁文化新地标”评选活动

旨在展示我省进入新世纪之后建

成的标志性建筑，反映我省日新月

异的城市变化。自本月9日启动读

者投票，至16日24时结束。其间，

各地读者纷纷通过评委会公布的

四种方式为自己心目中的“文化新

地标”投上一票。

经统计，12月9日至16日短短

一周内，评委会共收到读者投票
200多万票，一些读者还来到新闻

大厦，将自己填写好的选票交给评

委会。

根据“齐鲁文化新地标”评选

日程，评委会决定26日上午召开

专家定评会，将综合考虑读者投票

和专家投票，最终公布“齐鲁文化

十大新地标”以及各门类特色地

标的入选地标。据悉，参加定评

会的均为近年来我省旅游、文

化、建筑、美术设计等领域的知

名专家，保证评选结果公平、公

正、公开。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齐鲁文

化新地标”形象标识征集活动进行

了一周，收到近百件参评作品，评

委会已从中选出30件作品。26日

的定评会上，与会专家将从这些初

选的作品中选出最佳设计一件，奖

励现金3000元。另外还将选出10

件作品，并给予设计者特别的奖

品———“齐鲁地标游”。

专家定评会26日举行
将同时评出此次活动的形象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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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柔相济，文武有道
一年前建成的菏泽大剧院

宛如一朵盛开的巨型牡丹，

花瓣微微绽开，让人看一眼

就能明白：这里就是牡丹城。

和大剧院的婉约不同，演武楼

更显阳刚，武术之乡的力道和

气场被这三个字阐释得酣畅淋

漓。

自从有了菏泽大剧院和演

武楼，喜习武、爱戏曲的菏泽人

找到了享受文化大餐的地方，

一年多来大剧院承接了多次高

水平文艺演出，演武楼也承办

了全运会武术散打等多场比

赛。刚柔相济的两处地标建

筑，让菏泽焕发出别样神采。

沿着武术之乡的脉络，寻

觅到牡丹花开的地方，还会有

胡琴树下悠扬的乐曲，这就是

菏泽的独特之处吧。

隋代开凿的京杭大运河流

经聊城的西部，为这座江北水城

带来了数百年的繁荣。2005年大

运河畔的聊城建起了国内第一

座以运河文化为主题的大型专

题博物馆——— 中国运河文化博

物馆。

大运河畔的这座船型建筑，

收藏着运河的前世今生。在灯影

下观看博物馆内的图片和实物，

让人有重游历史的错觉：船歌作

桨，河灯为舟，青衣蓝衫的跑船

人饭后闲坐舱口，看层层涟漪在

运河的水面上绵延无尽。百舸争

流的运河到了夜晚显得沉静而

悠远，操吴侬软语的南方客商登

陆灯火通明的码头，惊诧地观瞧

江北汉子们大碗喝酒大口吃肉。

其实，运河文化博物馆收

藏的，何止大运河的前世今生，

还有数不尽的年华和故事。

文/片 本报记者 邱志强

大运河畔，历史悠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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