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去这一年，济宁市文化
馆在“文化+科技”的路上创新
不断，馆内活动形式愈加丰富
的同时，又力争突破空间的限
制，依托互联网、科技设备，将
国内外形式多样的文化展览、
文艺展演、文化体验等引进来，
让市民的文化生活可以实现

“走出去”。
而当线上、线下亮点纷呈

的同时，市文化馆在严格做好
防疫措施的前提下，传统的文
化活动则精彩依旧。据统计，
2020年在疫情得到控制后，先
后持续举办“众志成城 抗击
疫情—全市美术书法摄影作品
展”、“庆祝建国71周年美术书
法作品展”等美术、书法、摄影
等各类展览近20场，观看展览
人数近10万余人次。

针对不同社会群体的需
求，开办了“全市六艺太极拳教
练员培训班”、“全市六艺太极
扇教练员培训班”各两期、“民
族民间舞基础骨干教师培训
班”、“曲艺创作培训班”等各门

类公益辅导班多期。在“济宁文
化云”线上加力的情况下，全年
馆内的艺术辅导培训参与度更
加广泛，十余位非遗传承人通
过“济宁文化云”举办线上公益
课程，此外，像香道、茶道、古琴
等众多传统文化课程也同步上
线，收看人数不断增加。此外，
明星活动“百姓讲堂”坚持每月
两场，并适度增加课程安排，截
至目前完成授课20场，线上观
看直播观众突破20万人次。

在文艺创作方面则涌现出
了一批精品。在2020山东省群
众艺术优秀新创作品评比中有
10件作品入围，数量居全省第
一位；市文化馆选送的音乐作
品《中国路》、《天下如意》、舞蹈
作品《距离》、曲艺作品《鳖塘风
波》获得山东省群众艺术优秀
新创作品。山东梆子小戏《心
灯》获华东六省一市戏剧小品
大赛银奖；舞蹈作品《美丽乡村
奔小康》在“山东省第三届优秀
广场舞蹈作品展演”中荣获优
秀展演奖。参加“彩山特曲杯”

2020大家唱第三届山东省青年
歌手大赛，获得一等奖1个，二
等奖1个，三等奖3个，并获优秀
组织奖。

此外，作为市文化馆一直
最具人气的文化品牌之一，这
一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与传承也继续彰显出新的活
力。通过打造“非遗小课堂”品
牌活动，利用周末以及节假日
时间组织传承人深入社区开
展非遗培训活动，已累计开展
教学活动23场。持续不断的展
览汇演，也让非遗又“火”了一
把。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
间举办非遗抗疫作品展，举办

“骑游运河 传承非遗”济宁
市“非遗传承 健康生活”骑
行宣传活动等。尤其是通过时
尚新颖的融合创新，让非遗

“新”起来，举办了济宁市首届
非遗购物节活动，邀请全市非
遗产品单位和非遗传承人3 0
多家参加，以现场展示和直播
带货的方式，探索出了非遗销
售新路径。

看咱济宁人的文化生活，线上线下皆精彩
济宁市文化馆迈入“数字化”时代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汪泷

所谓数字文化馆建设，就是通过拓展多条文化传播的渠道，让
线下数字化实体馆变得生动有吸引力，在科技给人们带来缤纷视
听效果的同时，其智能化的使用，也使得文化传播的深度、广度都
获得提升。2020年，济宁市文化馆正是朝着这个方向不断努力，传统
文化活动依旧精彩纷呈的同时，新增诸多线下体验设备，继续丰
富、完善“济宁文化云”平台建设内容，打造出更具济宁特色的本地
文化服务。

最近这几天，来济宁市文
化馆游玩的市民不难发现，馆
里多了不少“新鲜玩意儿”。
2021年1月份的最后一个周末，
当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走
进馆内注意到，在做好疫情防
控的前提下，不少市民在这里
体验着这些“新玩意儿”，其中，
人气最旺的大概就是位于二层
半展区设置的“VR双人蛋椅”
和“VR智慧骑行”。

顾名思义，这台以高度沉
浸感作为亮点的科技设备，出
现在以“传统文化”体验见长的
文化馆里，着实让不少年轻人
眼前一亮，尤其是与许多购物
中心里付费体验所不同，在这
里可以免费体验更是让这两台
蛋椅前常常出现排队的“盛
况”，“很刺激，很逼真，有骑行、
有过山车，感觉在娱乐的同时
还能感受到VR科技的强大。”
一名正在排队的市民对记者
说。

而从2020年下半年至今，
像“VR双人蛋椅”这样的科技
设备陆续在文化馆内亮相。走
在二层南侧展区的市民也会注
意到，智慧文旅互动墙的出现

则让文化展览不再仅仅局限于
馆内有限的空间。记者在文化
志愿者的指引下进行了简单的
操作，触摸式的界面可以在“国
家艺术展览”一栏里，看到来自
于全国各类顶级文化场馆内的
书法展览、绘画展览、摄影展
览，文艺爱好者们可以通过这
面“墙”，“走出济宁”观赏到国
内外顶级的艺术佳作。

记者了解到，除了上述这
些设备之外，同时新上的还包
括“画屏”、资源服务宝、电子古
琴、成语争霸等一系列可玩、可
看、可听的科技设备。尤其是在
二层通往二层半的多个楼梯
处，堪称“网红”的智能音乐阶
梯也正在紧张的施工中，未来
来此游玩的市民即便是上下楼
梯，也能演奏出美妙的旋律。

市文化馆馆长纪文杰介绍
说，像这类新的文化服务手段
的引入，可以扩展延伸传统的
文化服务职能，通过文化与科
技的高度融合，既能提高文化
服务的覆盖率、渗透度，增加服
务内容的多样性，又能提高群
众文化生活的参与度，提升群
众的文化素养。

科技设备助力传统文化

市民到馆有了线下文化新体验

“济宁文化云”线上助力

足不出户也能感受多样文化魅力

2021年1月份的最后一天，
剪纸传承人张跃广有些忙。今
年2月4日即将迎来一年一度的
济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月系列
活动。但因为疫情影响，很多需
要在场馆举行的展览、体验活
动不得不推迟举办或取消，这
无疑让马上迎来2021年新春佳
节的济宁市民，失去每年春节
假期都非常重要的一环文化体
验。

所以，在济宁市文化馆的
组织下，铺上写有“非遗过大年

文化进万家”的背景布，支上
补光灯和直播设备，他和其他
几位非遗传承人端坐在镜头
前，双手灵巧的把红纸剪成一
张张“福”，亦或是在坚硬的瓷
盘上刻出惟妙惟肖的人物肖
像。而在镜头的另一侧，无数热

衷于传统文化的网友则守在屏
幕前，一边跟着学习，一边还不
忘留言点赞。

这场直播结束之后，所有
的视频同时自动上传到了手机
客户端“济宁文化云”中，手机
用户只需要点开其中的“文化
慕课”选项，就可以回看任何一
位传承人的教学视频，然后便
可以在春节假期里自己动手制
作一件喜庆的非遗物件，为一
家人再增添一份不一样的喜
庆。

其实在很多痴迷于济宁文
化的市民手中，“济宁文化云”
早就已经不陌生了。这个由市
文化馆打造的线上文化平台，
在疫情防控期间成为了许多市
民享受文化生活的新空间。“去
年受疫情影响，文化场馆的各

类活动全部暂停，但考虑到居
家的市民这时候其实更需要文
化生活，所以我们将更加庞大、
丰富、多样的文化内容数字化，
上传到了济宁文化云，让市民
足不出户也能看百姓讲堂、文
化展览、文艺演出等。”济宁市
文化馆副馆长樊云松介绍说。

记者点开“济宁文化云”看
到，首页不仅有全市的文化资
讯，文化馆的明星品牌“百姓讲
堂”的内容也全部都可以回看，

“文化慕课”则集纳了包括传统
文化、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
等门类齐全的学习内容。此外，
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文化场
馆陆续恢复往日的热闹之后，
市民们还可以在该平台查看公
益培训的课程安排并进行线上
报名。

线上线下吸引数十万人次

济宁人的文化生活让人羡

优秀新创作品涌现出许多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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