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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菏泽

城事

本报菏泽3月23日讯(记者 王保珠)

每逢农历二月二十二与九月二十二，
在菏泽城区上班的李女士都要回牡丹区
都司镇唐庙李村老家逛庙会，“从小就跟
着家人逛庙会，庙会上有吃的、喝的、玩
的，还有大戏听。”可李女士并不知道，围
绕唐庙庙会，当地政府正在尝试流转土
地，将庙会打造成旅游文化景区。

3月22日(农历二月二十二)，牡丹区
都司镇唐庙李村连续六天的热闹唐庙会
拉开帷幕。22日一早，菏泽退休干部吴先
生领着老伴和三个孙子来到唐庙会进行
祈福，“老家就是都司镇的，每逢庙会都
会赶来烧香祈福，成了惯例。”

据介绍，唐庙地处牡丹区都司镇唐
庙李村、王庄与鄄城县彭楼镇唐杜庄、田
庄、王胡同五村结合部。相传为了怀念唐
高祖李渊，称关帝庙为“唐庙”，并将唐庙
与姓氏合一，定村为“唐庙李村”。

传统庙会经济，通过简单招商，庙会
地摊摆满街道，看起来甚是热闹，可庙会
一旦结束，人走茶凉，对当地经济发展促
进的后劲不足。为解决传统庙会经济遇
到的发展瓶颈，根据国家政策，当地政府
通过鼓励村民成立合作社，流转土地，进
行集约化发展，统一规划，将围绕千年古
庙，开发为当地旅游文化景区。

“现在已经流转土地1100多亩地，成立
了2个合作社，下一步还将流转1000亩土
地，进行整体规划。”作为招商引资与唐庙
会统一规划的负责人和见证者、鄄城县招
商局原局长刘希涛说，要盘活当地经济，
仅仅靠几天庙会无法做到，只有将庙会做
成一个旅游文化景区，才能持续发展。

“土地流转了，没有改变土地性质，
符合国家政策，当地农民可以在原来土
地上打工挣钱，还多了一份收入。”刘希
涛说，现在已流转的1100多亩地被合作
社承包后，有的种植蔬菜，有的搞起采摘
园，有的是林木育苗园，“农村走生态农
业和文化旅游景点相结合的路子，或将
具有持续性。”

菏泽牡丹区都司镇围绕土地流转做文章，重新定位庙会经济

接接轨轨““高高大大上上””，，让让庙庙会会经经济济更更持持久久

本报菏泽3月23日讯(记
者 赵念东) 22日上午，菏泽
市工艺美术协会成立大会暨
揭牌仪式在菏泽军分区召开，
山东省工艺美术协会副会长
宋新立当选菏泽市工艺美术
协会会长。该协会的成立为菏
泽市艺术家提供了一个展示

才艺的舞台，标志着菏泽市工
艺美术事业步入了一个新的
发展阶段。

据介绍，菏泽市工艺美
术协会是以菏泽市工艺美术
行业企业、事业单位及工艺
美术从业人员为主体，自愿
组成的跨所有制、跨部门、行

业性的非营利性社团法人，
是一个行业性、地方性的社
团组织。其为及时有效传达
国家相关法规、政策，为提高
政府对工艺美术行业监管提
供平台；便利相关行业和产
业沟通联系；反映工艺美术
业界呼声、建议，维护其合法

权益；方便于交流相关各类
实用信息，为工艺美术行业
制订研发、创作、生产、经营
等计划提供依据；抢救、保
护、传承、发展菏泽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协助传统文艺美
术保护管理部门做好传统工
艺美术保护工作。

菏泽市工艺美术协会成立

为为工工艺艺美美术术业业““保保驾驾护护航航””


传
统
唐
庙
会
吸
引
众
多
村
民

但
如
何
形
成
持
续
活
力
需
要

应
多
从
发
展
模
式
上
思
考
本
报
记
者

王
保
珠

摄


	P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