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北一都会”——— 聊城市东昌府区：

文文旅旅融融合合发发力力，，昔昔日日繁繁华华重重现现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谢晓丽 通讯员 席真

明清时期，东昌府区依托京杭大运河漕运之便利而成为“江北一都会”。东昌府区是受运河文化影响比较早的地区。隋隋代开凿的京
杭大运河北段的永济渠就流经现在的东昌府区西部，对于隋之后唐、宋、金时期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元元代对古运河进行
了比较大的改造，特别是开凿了纵贯东昌府区腹地的会通河，东昌府区运河段全长50公里左右。元之后，明、清两代又对会通河进行了
多次的疏浚和改造，使其成为贯通南北，连接东西的交通和经济大动脉，为东昌府区带来了数百年的经济和文化的繁荣荣。

竭尽全力抢救

宝贵的文物资源

文物是不可再生资源，具
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是一个地
方文明的延续和精神的寄托。
东昌府区尽全力保护辖区内的
文物资源。目前，东昌府区共有
各级文物保护单位56处，其中
国家级1处，省级6处。聊城运河
段隶属于东昌府区的文物点共
有4处。

近年来，共发掘各类文物
遗址、墓葬90多处，出土整理有
价值文物300多件。抢救性发掘
了因雨水冲刷、棚户区改造等
原因出土墓葬15处，出土整理
文物100多件。同时，加强历史
文化街区活化利用，2019年对
山东聊城军分区营房旧址进行
布展，共展出展品350件。为米
市街、小礼拜寺街等安装文化
旅游标识牌。将省级文物保护
单位道署西街粮库改造成东昌
府区博物馆。东昌府区博物馆
座落于聊城市古城区府衙街，
总占地面积4867平方米。主展
厅以“东昌古城印记”为展览主
题，充分运用了文物实物、沙
盘、图片和多媒体等多种展览
形式。展览内容分为古城沧桑、

武定太平、文明兴礼三个部分，
展品涉及青铜器、瓷器、陶器、
石器、金银器、铁器等各类精品
文物558件(套)。

目前，东昌府区有各级“非
遗”保护项目104项，其中，国家
级2项，省级9项。水城小学“非
遗传习基地”被教育部列入第
二批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文化
艺术传承学校。出版《东昌府民
间故事》、《聊城八角鼓》、《东昌
饮食文化》等非遗书籍，让我国
优秀传统文化深入人心，融入
百姓生活。2014年和2015年，中
央电视台老故事频道《文化中
国》栏目分两次对“运河伞棒
舞”进行了全方位的拍摄，2018
年道口铺办事处“竹马舞”参加
大型山东民间舞蹈诗《俺的山
东大秧歌》晋京演出，受到观众
好评。

葫芦产业是东昌府区大运
河沿线重要的文化产业，葫芦
种植面积1 . 1万亩，并在新疆、
河北、河南、陕西、山西等地建
立了种植基地，葫芦加工企业
1000多家，从业人员万余人，产
品远销海内外，形成了种植、加
工、销售、技术输出等环节的葫
芦产业链，年综合效益10 . 2亿
元。使东昌府区成为“买天下葫
芦、卖天下葫芦”的集散地。

2018年11月9日至11日，第十二
届中国江北水城·运河古都(聊
城)葫芦文化艺术节成功举办。

深挖运河文化遗产

打响城市品牌

近年来，东昌府区高度重
视运河的保护利用工作，深入
挖掘运河文化遗产，坚持生态、
可持续发展原则，兼顾历史与
现状，把丰富的运河文化内涵
注入了旅游产业发展中，积极
打造运河旅游景观，初步形成
布局合理、格调高雅、独具特色
的运河文化旅游体系，打响了

“江北水城·运河古都”的城市
品牌。

深入挖掘开发运河文化旅
游资源，按照发展运河大旅游
的目标，做到以运河为纽带把
沿运河人文自然景点串联起
来。开挖的运河基本上保留着
原来运河的流向，对湖岸进行
了硬化、绿化、美化，构筑了一
条运河风景带，同时以东昌湖
为依托，将运河与东昌湖、徒骇
河连接起来，使光岳楼、海源
阁、铁塔、山陕会馆等重要文物
古迹联成一片，形成一个相对
集中的运河文化游览区。

培育运河沿岸旅游精品项

目，依托龙堤美食岛和摩天轮
欢乐城，提升打造互动体验、休
闲娱乐、餐饮购物等多功能为
一体的综合性主题乐园。依托
江北水城欢乐小镇文旅融合项
目，打造国家国家4A级旅游景
区。整合运河沿岸护国隆兴寺、
清真寺、基督教堂、天主教堂等
宗教文化资源，保护性开发米
市街、礼拜寺街两大历史文化
街区，打造宗教旅游区。依托梁
水镇丰富的水域资源和运河文
化资源，打造以乡村旅游为主
题的运河葫芦风情文创小镇。
依托土桥闸遗址，改善周边生

态环境，辅以休闲游憩设施，打
造以运河古船闸为主题的遗址
公园。

为充分开发、利用运河文
化资源，加强运河文化遗产资
源利用，保护开发了东昌雕刻
葫芦、木版年画、东昌毛笔、牛
筋腰带、东昌剪纸、铜铸雕刻制
作技艺等民间艺术品，黄屯米
酒、魏氏熏鸡、沙镇呱嗒等特色
美食，通过旅游节庆活动和旅
游商品展销、设计比赛等方式，
将这些极具地方特色非遗文化
打造成为山东乃至全国知名旅
游商品品牌。

歌曲《东昌非遗名扬天下》被广泛传唱。

诗中自有桃花源，落笔便成水云
间。中国诗词多如繁星，一首首古诗
词就像缕缕清风为秋天送来了凉爽。
近日，东昌府区风貌街小学七十五名
位选手及全体语文教师相聚在诗词
大赛决赛的现场。

整个活动分为谁与争锋、诗词接
龙、飞花令三个环节，内容围绕古诗
及国学经典为根本核心，旨在使学生
感受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博大精
深。刘学奎校长以诗词接龙的形式宣

布活动开始，“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
荷花别样红”他希望孩子们像夏日的
朵朵荷花一样娇艳动人。

诵读经典诗文，营造书香校园，
让优秀的民族文化在我们的血脉中
流淌。弘扬传统文化，传承华夏文明，
让坚毅的民族精神指引我们成长。在
这里祝所有孩子们在古典诗词中徜
徉遨游，茁壮成长。成为一个“胸藏文
墨怀若谷，腹有诗书气自华”的人。

(东昌府区风貌街小学 冯媛)

诵中华经典，做星级少年

东昌府区风貌街小学举行古诗词诵读大会

为进一步将扶贫工作做实做细，
近日，聊城开发区北城街道集中开展
了“精准扶贫大走访”活动。街道帮包
干部及村扶贫专干逐户走访，详细了
解贫困户家庭基本情况、生产生活情

况、“两不愁三保障”落实情况，仔细
察看了庭院、卧室、厨房的环境卫生
情况，宣讲了扶贫政策，听取了对扶
贫工作及帮扶的建议，为进一步抓好
巩固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

聊城开发区北城街道

开展“精准扶贫大走访”活动

近年来，聊城开发区爱心众筹平
台坚持党委、政府主导，品牌化运作，
社会化运营的理念，实行点对点精准
帮扶，为热爱公益的爱心企业和社会
人士与贫困群众之间搭建起一个帮
扶平台，营造了“奉献爱心、人人参

与”的良好社会氛围。自运行以来，通
过平台开展志愿服务活动756人次；
举办募捐活动42场，募集物资合计41
万元，发放贫困户物资1533件，受益
建档立卡贫困群众1900人次。

聊城开发区爱心众筹平台助力脱贫攻坚

扶贫攻坚战以来，聊城开发区
把改善贫困村道路作为改善民生、
促进发展的一项民心工程来抓。在
加快贫困村主次干道建设的同时，
把精准扶贫的触角向胡同延伸，高
标准硬化了所有胡同道路，切实把

“致富路”、“便民路”修到群众家门
口，解决了贫困村村民生产生活和
出行难题。截至目前，17个省定贫困
村的胡同全部硬化完成，老百姓出
行更加方便，切实打通了交通扶贫
的“最后一米”。

聊城开发区修通“脱贫致富路”

B02
2019年10月18日 星期五

编辑：李璇 组版：郑文


	L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