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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莒州文街

打造文化平台
5月10日上午10点，记者来

到位于莒县东部新区的莒州文
街。二期项目主体工程已经完
工，正在紧锣密鼓地装修中，

“计划六七月份开门纳客。”城
阳街道社会事务办公室副主任
董静说。

于先生既是莒州文街开发
的开发者，也是一期的一个商
户，他是去年6月份搬过来的，
主要经营古玩、字画、根雕等艺
术品。他介绍，他们家从事古
玩、字画行业已经有30多年了，
之前虽然也有一些店铺，但都
比较小，而且也不成规模。

“莒国文化非常有名，在我

们收藏界的吸引力也非常大。”
于先生说，“但之前一直没有一
个交流中心，所以很难形成规
模。”

据了解，莒州文街主要以
弘扬和宣传莒国文化为主，打
造成一个集莒国文化研究、交
流、开发为一体的艺术交流中
心。二期建成后将不只局限于
商铺间艺术品的买卖，“我们要
打造成一个全省乃至全国的艺
术交流中心。”董静说。

“二期建成后我们店将定
期举办全国性的书画艺术展，
把全国知名艺术家请到这里
来，与广大艺术收藏者共同交
流。”于先生说。

据了解，对于进入莒州文
街的商户不设门槛，有资金的
可以租一间商铺进行经营，缺

少资金的可以在商铺两侧的走
廊里摆摊交易，“只要喜欢艺术
都可以进来。”于先生说。

将莒州文街

打造成文化礼品基地
对于未来的莒州文街，董

静介绍说，他们将不仅局限于
对古文化的交流与弘扬，还要
将现存的一些民间艺术等一
起引进来。将在莒州文街建设
民间艺术展示亭，这种展示亭
每隔 5 0 米一个，展示从古到
今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莒国文
化。

同时还计划在莒州文街搭
建永久性、高档次的莒州大舞
台，用定期演出和每天表演的
方式把莒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展

现出来，如莒县周姑戏、剪纸、
渔鼓、莒酒文化、彩绘葫芦、浮
来砚、莒国乐鼓、民间说唱、民
俗表演等一大批体现莒县特色
的民间舞台艺术在莒州文街一
一展现。

“我们还考虑将莒州文街
打造成集文化研究、开发以及
生产加工为一体的综合性文化
基地。”董静说。

在原有的基础上，拓展为
莒县文化礼品的设计、开发、
生产加工基地。以捆绑式外销
文化高档精细礼品为主，内销
作为单位走访交流礼品或莒
县大型活动纪念品为辅，打造
莒县文化产业加工生产集群，
全方位打造宣传莒文化研究
交流、传播创新的文化宣传基
地与平台。

本报5月15日讯 (记者 彭彦伟
通讯员 潘维强 马晓华) 莒县

城阳街道办事处在岳家村、大湖等
13个社区、75个村街建起了文化大
院、农家书屋。每个大院配备2000余
册图书。文化大院成了村民休闲娱
乐的好去处。

“俺儿子以前爱玩麻将，小两口
经常吵架，自从村里有了文化大院，
儿子和儿媳妇就经常去参见活动，
如 今 小 两 口 的 日 子 越 过 越 甜
蜜……”城阳街道大湖社区的王女
士谈起文化大院来交口称赞。近年
来，莒县城阳街道办事处把文化建
设作为提升街道整体形象的一项重
要举措。

据介绍，全街道有 75 个村街建
起了文化大院、农家书屋，每个社区
配备 2000 余册各类图书以及各类报
刊、杂志，内容涉及农业、文化、法
律、卫生、计生及生活等方面。

如今，在城阳街道，各村文化大
院不但建起了图书室、老年活动室，
还成立了秧歌队、腰鼓队等各种文
艺演出队。这些文艺队伍活跃在各
个社区，有力地推动了农村文化活
动的健康发展。

据介绍，现在街道文化活动队伍
已达 300 余人，琴棋书画室、文体活动
场所遍布每个社区，文化大院已成为
城阳街道推动新农村建设的主阵地。
目前，街道已初步形成了以文化站为
中心，文体广场、文化大院、农家书屋
辐射周边群众的文化服务网络。

莒县城阳街道丰富村民生活

每个文化大院

配2000余册图书
再有两个月时间，

莒州文街二期工程就
将开门纳客。莒县城阳
街道办事处岳家村投
资5000万建设的莒州
文街，将以莒国文化为
中心，大力弘扬莒地文
化，发展民俗文化旅游
产业，搭建一个全国知
名的文化交流平台。

莒州文街将被打造成
为全国性文化交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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