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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村不断讲好丝绸故事，让丝绸文化“活”起来

擦擦亮亮““丝丝路路之之源源””品品牌牌 助助推推文文旅旅融融合合发发展展
日前，中国周村“丝路之源”研讨会成功举办，这个高规格的会议重量级嘉宾云集，会议研讨并确认周村作为“丝路之之源”的历史地位。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

的背景下，这对于提高周村乃至淄博知名度，提升“丝路之源”品牌具有重要意义和推动作用。回望历史,丝路驼铃悠远回荡，丝绸之路架起了中西方文化交流
和贸易往来的桥梁。放眼未来，周村将借力加快文旅融合，做好丝绸文化传承，加快丝绸产业发展，让“丝路之源”焕焕发新的光彩。

追溯周村的丝绸历史，春
秋战国时期，於陵 (今周村地
区)就是齐国纺织和丝织生产
基地和丝绸的集散地，先秦时
期齐国丝绸文化在这里得到传
承发展，明清时期成为规模宏
大、独具特色的商贸城市，是中
国北方商业重镇及丝绸生产和
贸易中心，北方“旱码头”的称
号由此而来，“丝路之源”的称
号周村名副其实。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周
村一直走在丝绸发展的前列，

丝绸产业闻名全国。淄博大染
坊丝绸集团有限公司是亚洲规
模最大也是全国唯一一家具有
缫丝、织造、印染、家纺制品、
丝绸工艺品、国内外贸易完
整产业链的丝绸生产企业。
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自改
制以来，公司坚持传统技艺
与技术创新相结合，积极开
拓国内国际市场，市场竞争
力不断增强，目前已经成为中
国纺织行业的佼佼者。

文化发展离不开产业支

撑，近年来，周村大力实施丝绸
纺织产业振兴计划，培植了大
染坊、海润、兰雁、凯利、飞狮等
一批优质骨干企业，形成了从
桑树种植到文创产品配套齐全
的完整产业链。

曾经，人们常用“桑植满田
园，户户皆养蚕”来形容周村丝
绸业的繁盛，从家庭作坊到机
器生产，随着全产业链的完善，
一大批丝绸企业在传承与创新
发展过程中浴火重生，丝绸产
业也迎来了新的生机。

在人工智能和物联网发展
的背景下，周村丝绸业也在探
索“智能化”。“我们新进了一
批智能装备，马上就要投入
生产，这样不仅可以提高生
产效率，节省运行成本，产品
质量也有很大提升。”淄博海
润丝绸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李伟告诉记者。

李伟是一名从业40多年的
“老丝绸人”，他介绍说，海润丝
绸在国内率先实施丝绸织造智
能化改造，应用物联网、大数据
和人工智能技术，实现智慧制
造，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同时降
低了成本。“我们力争在全国范

围内树立丝绸织造行业智能制
造的标杆和典范。”

2017年以来，周村区把优
化提升纺织丝绸传统产业作
为发展重点，着力推进产业
强链补链，加快集约集群发
展，纺织丝绸产业迎来了新的
发展契机。

淄博大染坊丝绸集团有限
公司作为行业引领者，获批国
家企业技术中心 ,计划新上智
能化生产项目 ,推动生产制造
方式向数字化、智慧化、精细化
转变。同时与东华大学、天津工
业大学等大学院校合作，提升
企业自主创新能力。2018年共

申报国家专利51项，企业内部
技术改革新成果达50余项，新
产品研发100余项，新产品投入
产出率达到90%以上。

此外，淄博飞狮巾被有限
公司新上年产5000吨高档巾被
全自动智能化生产项目 ,积极
推进制造过程智能化、装备智
能化、车间智能化,实现精准制
造、敏捷制造。

从最早的家庭作坊“步步
闻机声，家家织绸缎”，到后来
的机器生产，再到如今的智能
化生产，通过技术创新与管理
革新，周村丝绸业正引领着行
业发展新潮流。

原 沈 阳 故 宫 博 物 院 院
长、研究员武斌认为，丝绸文
化发展要突出地方特色，文
旅融合是丝绸文化传承与发
展的必然要求。近年来，周村
在丝绸文化的发掘与发展上
不断谋划，讲好故事、谋好项
目、做好产品，让丝绸文化

“活”起来，让创意产品“热”
起来。

淄博凯利丝绸有限公司
作为省级非遗保护单位，完
整的传承、保护和发展了古
老的丝绸技艺。该公司董事
长翟先宝既是企业经营者也
是非遗传承人，他告诉记者，
周村丝绸传统织造技艺，从
历代沿用至今，公司通过创
新，研发文创产品，受到市场
广泛欢迎。

“丝绸文化一定要与文
创相结合，与旅游相结合，我
们在开发文创产品的同时，
计划把旧的厂房重新改造，
打造丝绸工业游，让游客更
好体验周村丝绸文化。”翟先

宝说。
记者了解到，目前周村

的丝绸企业都开发了各具特
色的文创产品，海润丝绸在
产品中融入了齐文化元素，
把 丝 绸 做 成 工 艺 品 和 艺 术
品，实现丝绸产品多元化开
发。淄博大染坊丝绸集团有
限公司则实现了年生产各类
家纺服装制品及文化创意产
品200万件(套)。

海润丝绸还与院校合作
建设了“ 1 9 6 0丝绸文化创意
园”，致力于文化创意人才的
培养、学校教学创作成果的
转化。

周村区文化和旅游局党
组成员王生华告诉记者，文
旅融合发展是必然趋势，丝
绸文化丰富了周村的旅游内
涵，也提高了文化附加值和
旅游品质。同时通过深挖丝
绸文化精髓，擦亮“丝路之
源”品牌，推动旅游特色化、
品质化发展，构建周村文化
旅游发展新格局。

深挖文化精髓 让丝绸文化“活”起来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李超

振兴传统技艺 形成全产业链发展业态

加快技术创新，向丝绸“智造业”迈进

本报讯 为了确保贫困群
众稳定脱贫不返贫，由沂源县
扶贫办牵头，针对问题，对症下
药。截至目前，暖阳春雨基金会
共募捐资金600余万元，救助困
难家庭56户，发放救助金额22
万余元。 (唐宁宁)

沂源县多部门联合救助

确保贫困群众稳定脱贫

本报讯 近年来，博山区
石马镇发展种植业、光伏发电、
旅游业、加工业等产业扶贫项
目，帮助贫困户增收。同时结合
村两委分析研判每一位贫困户
的家庭情况，确保每一户都要
切实享受到政策的关怀。(程巧)

博山区石马镇项目分红

助推脱贫攻坚

本报讯 日前，临淄区
教体局“育才”志愿服务队走
进齐都镇西门村、西关南村9
户困难家庭，开展文明共建
送温暖志愿服务活动，帮助
贫困户打扫庭院，分担农活、
整理床铺、擦拭玻璃门窗等，
确 保 帮 扶 对 象 家 中 整 洁 卫
生。 (韩小丽)

临淄区教体局开展

“文明共建送温暖”活动

本报讯 日前，博山区发
展和改革局捐助6千元帮助村
民改善村内基础设施。该局党
组书记、第一书记同结对帮扶
干部一起到贫困户家中走访慰
问，送去面粉、大米和糕点，共
计物资1万余元。 （陈绪华）

博山区发展和改革局

为贫困户送去万元物资

本报讯 日前，高青县木李
镇昌盛村露天蔬菜种植基地里，
种植户们正在播种大蒜。据悉，
因大蒜喜凉、喜湿，深秋播种有
利于吸收土壤中的有机质，使得
明年夏收大蒜口感佳，质量高，
能有效带动农民增收。(石晓静)

高青县巧种大蒜

助力脱贫攻坚

本报讯 日前，高青县农
业农村局“不忘初心 奉献爱
心”捐款仪式举行，31名离退休
党员纷纷慷慨解囊，集体为贫
困户捐款。捐款仪式上，共收到
爱心款2950元。仪式结束后，老
党员们还先后来到花沟镇的李
黄村和辛庄村，为村里的帮扶
户带去生活必需品。 (石晓静)

高青县31名离退休党员

为贫困户捐款2950元

本报讯 日前，沂源县积
极开展“美在家庭”巾帼扶贫志
愿行动，组织发动持家有方、干
净利落的妇女党员、村干部家
属、妇联执委、“美在家庭”示范
户妇女作为巾帼志愿者，分别
与170个省扶贫工作重点村和
薄弱村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结
成帮扶对子。 (唐宁宁)

沂源县“巾帼扶贫行动”

提升贫困家庭环境质量

高青县晚稻丰收开镰

助力脱贫攻坚

本报讯 金秋十月，丰
收季节。10月27日，高青县荒
土地农场的稻田里收割机来
回穿梭，正在进行晚稻收割。
据了解，今年因气温等因素，
晚稻长势喜人，量增质优，产
量预计增长可达一成，有力
促进了当地农民脱贫增收。

(闫立军)

临淄区开发扶贫产品

助推精准扶贫

本报讯 日前，临淄区对
贫困群体进行精准分类，充分
利用社会组织，开发公益扶贫
项目，实施社会志愿服务，构建
了精准社会救助体系，有效提
高了贫困群众幸福指数，助推
脱贫攻坚。

据悉，临淄区研究设计了
“齐姜助梦”、“齐善助困”项目，
设计“齐小姜”爱心存钱罐，由
爱心人士认购或发放给辖区小
学生认领，所募得善款或零钱
全部用于帮扶家庭贫困的高中
生及大学生完成学业。

目前，确定定向帮扶贫
困家庭在校生30个，6月进行
第一次募捐，9月为30个孩子
交第一次学费，高中生每人
补助1100元，大学生每人补助
2500元。

（韩小丽）

周村古商城内正在进行旗袍展示表演。

中国·周村“丝路之源”学术研讨会成功举办。

周村古商城内正在进行传统

舞狮表演。

旗袍节成为周村品牌活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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