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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个中国文化遗产日启动

全市县级以上非遗项目291 项

本报泰安 6 月 9 日讯(记者
孙静波) 9 日上午，第七个中

国文化遗产日启动仪式在岱庙广
场开演，现场 5 个节目都是国家
级名录项目。截至目前，泰安市列
入县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项目 291 项。

9 日上午，第七个中国文化
遗产日启动仪式在岱庙广场开
演。汶河大鼓传承人葛业森带着
鼓乐团队，用俏皮幽默的语言表
演汶河大鼓传统小段《看财奴》，
吸引不少过往的市民观看。曾获
得中国戏曲大赛银奖的刘峰，一
出经典的山东梆子戏《王凤岭》获
得全场观众掌声。王笃浩带来的
东平渔鼓节目，用三尺三寸长的

竹筒，蒙上猪护心皮，配上木筒板
拍打发出响音。泰山道教音乐通
过音乐烘托、渲染，道教的斋醮仪
式更显庄严、肃穆、神圣和神秘，
在声乐中各种神仙意境得以和谐
生动地再现。

泰安市艺术馆馆长张鲁说，
本届文化遗产日主题“活态传承，
重在落实。”现场 5 个节目已列入
国家级名录的项目。“今天不仅有
丰富的文化遗产节目展示，还有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普法讲座，山
东梆子戏、东平渔鼓、泰山道教音
乐以及汶河大鼓，不仅是泰安历
史发展的见证，也是具有重要价
值的文化资源，今天到场的表演
者，除了文化传承人，其他表演者

都是获得过国家级文化奖项的艺
术家。”

今年是泰安市第四批市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审批，
从 2 0 0 5 年起，每两年举办举办
一次，截至目前，全市列入县级
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2 9 1 项，其中国家级 9 项，省级
2 4 项，市级 8 6 项；国家级代表
性传承人 2 人，省级代表性传承
人 13 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 32

人，县级代表性传承人 1 2 4 人；
山东梆子剧院被评为山东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示范基地，新
泰市、肥城市分别被文化部命名
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民间
舞蹈和桃木雕刻)。

艺术家表演经典国家级名录节目。 本报记者 孙静波 摄

泰山上看《今日泰山》

真是觉得亲

本报泰安 6 月 9 日讯
(记者 乔显佳 邵艺谋 )

9 日，齐鲁晚报泰山景
区 工作站和“走转改”联
络点揭牌仪式结束后，双
方 领 导 和 工 作 人 员 免 费
送游客齐鲁晚报。游客祝
愿“泰山越来越美，齐鲁
晚报越办越好”。

9 日上午，“泰山景区
齐鲁晚报泰山景区工作

站和‘走转改’联络点”揭
牌仪式结束后，泰山景区
管 委 会 工 作 人 员 和 本 报
记者一起，向登山游客赠
送当日的齐鲁晚报。在接
下来的新闻报道工作中，
齐鲁晚报将以践行“走转
改 ”为契机，宣传报道好
泰山，为泰安市经济社会
发 展 做 出 媒 体 应 有 的 贡
献。

拿 到 报 纸 的 泰 安 市
民刘树豪说，他从小在泰
山脚下长大，是齐鲁晚报
忠 实读者，“在泰山上看
到《今日泰山》感觉挺亲
切。泰山和齐鲁晚报强强
联 合，宣传泰安和泰山，
有 利 于 树 立 中 华 泰 山 的
品牌，传播美誉。”

仔细看完本报《泰山
要打造“四重”世界遗产》
的深度报道，青岛游客刘
根生高兴地告诉记者，5

年前爬泰山时，只是把她
当成旅游胜地，现在泰山
国际地位越来越高，高品
位 的 旅 游 景 点 和 项 目 让
人目不暇接，他会每年都
来玩。很多游客拿到报纸
时，送上真诚的祝福：“祝
泰山越来越美，齐鲁晚报
越办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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