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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九龙

非遗扎根景区
实现产学研一体

莒县的莒国古城内，当地特色
非遗项目过门笺传承人于红的非
遗工坊内，喜庆的过门笺挂满屋
顶，几位年轻人正在围观这门老手
艺的展示过程。

莒国古城是鲁东南地区的知
名景点，常年吸引青岛市、日照市、
临沂市等地的游客前去打卡。为让
特色民俗真正助力旅游新场景打
造，莒县在莒国古城开辟专门区
域，在日照市文化和旅游局支持
下，设立非遗工坊，为项目提供传
承、展销、交流的平台。

“以前认为‘产学研’仅是听听
而已，现在通过莒国古城内的非遗
工坊，这个理念落地了。”于红告诉
记者，通过非遗走进景区的项目，
过门笺正在被更多人看到。如今，
自己在景区一年的销售额能达到
70万元，二十多人的专业制作团队
处于“全年无休”状态。

附近的五莲县，围绕传承文化
基因和精神记忆，建成刘氏盘扣、
五莲割花等15处县级非遗工坊，引
导非遗项目产业化规模化发展，推
动非遗保护从“展品”变“产品”。当
地将9家非遗单位纳入五莲县中小
学研学旅行基地，每年组织剪纸、
盘扣、葫芦烙画、核雕等非遗项目
进校园研学30余次。依托“山东手
造·五莲有礼”展示展销中心，联合
县残联重点扶持残疾人非遗、文创
等特色职业技能培训项目发展，不
断播撒乡土人才“火种”，依托五莲
泥塑、葫芦烙花等“非遗”之力，帮
助近百余名残疾人实现高质量、高

层次创业就业。
从全省范围看，通过“黄河大

集”“乡村好时节LET’S购”等省级
层面活动引领，非遗更好地融入乡
村旅游发展和乡村振兴实践，服务
大局贡献度不断提升。多地还通过
发展乡村非遗合作社、建设非遗特
色村落(社区)、帮扶非遗企业等方
式，解决乡村手艺产品销路窄、从
业者收入低等难题。

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非遗处
相关负责人介绍，山东未来将加强
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化利用，推动非
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融合发展，支
持发展乡村旅游、研学旅游。推出
一批非遗主题旅游线路，培育一批
非遗旅游体验基地，打造一批非遗
研学旅游产品和演艺作品，建设一
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景区。办好
山东非遗购物节，与惠民消费季相
结合，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商
超，拓宽非遗产品推广和销售渠
道。鼓励和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相
关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红色文化火起来
助力乡村振兴

11月16日，沂南县红嫂家乡旅
游区的一个农家院落，近百位游客
围坐一旁。院子中央，几位身着粗
布衣裳的演员，正在上演“战地医
院”故事。为队伍日夜赶制军鞋的
群众、冲在一线负伤的八路军战
士、饱含炽热革命情怀的义务
兵……这些来自沂南县当地的群
众演员，凭借真诚的表演，赢得阵
阵掌声和部分观众的热泪。今年64
岁的高玲举，在剧中扮演“高大娘”。
退休之前，她是一名教师。退休之
后，她来到红嫂家乡旅游区，将从
小耳闻目睹的沂蒙精神，用沉浸式
情景小剧的形式，表现出来，传播
开去。沂南县所探索的沉浸式情景
小剧，通过创新产品业态，将地方
厚重的红色文化底蕴融入演艺项
目，让观众面对面去体悟沂蒙精神
的内核，为景区进一步增加了人

气，也成为山东推动文化旅游产品
融合的典型代表。

山东深挖沂蒙精神等内涵，充
分整合济南、淄博、枣庄、烟台等地
红色文化和旅游资源，构建彰显山
东特色的红色文化研学旅游目的
地体系，全省重点打造数十个红色
旅游研学主题产品。同时，推动红
色旅游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如
红色教育作为开学第一课、红色旅
游“小小讲解员”公益培训班等，通
过多种形式，开展党性教育、爱国
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国防教育，
讲好红色故事山东篇。文化资源的
加入，让山东各地旅游产品变得更
加“赏心悦目”：不仅能够看到好山
好水，还能听到山那边的小调、水
对岸的歌声。

在潍坊昌邑市，当地实施革命
文物赋能工程，规划设计东、西、南
三条红色旅游研学路线，将34处红
色景点串点成线、串珠成链。建立

“国有+民营”文旅市场主体模式，鼓
励、扶持有实力的民营企业、社会

培训机构、旅行社等市场主体参与
红色文旅产业发展，通过形象推
介、资源共享，与国内大型红色文
旅经营主体建立合作签约关系，引
进更多客源。近年来，先后接待省
内外旅游、研学等400多万人次，红
色文化旅游收入达到10亿多元，逐
步叫响昌邑全域红色旅游品牌。

五年牵手新图景
行业实现转型发展

随着民众生活水平提高，越来
越多的游客不满足于旅行途中只
是看风景，富有历史底蕴的文化民
俗景点日益受欢迎。

2018年，以文化和旅游部以及
省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挂牌组
建为标志，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工
作翻开了新的一页。5年来，山东文
化和旅游融合走出了高质量发展
之路。从创新推动文化资源转化，
到提升旅游产业各个链条文化内
涵，再到新型场景、新兴业态的构
建布局，山东省文化和旅游系统坚
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总体理
念，打造文旅深度融合格局，实现
行业转型发展。

今年3月，山东省委、山东省人
民政府出台《关于促进文旅深度融
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提出构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现代旅
游业体系，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促进共同富裕，强
调加强泰山、“三孔”等世界遗产保
护利用，推进济南“泉·城文化”景
观、青岛老城区申遗，丰富提升“礼
出东方”“稷下学宫”等文化标识。

今年以来，山东通过发放惠民
消费券、实施景区品质提升工程等
一系列举措提振文旅消费，积极培
育打造元宇宙文旅、沉浸式游艺等
一批新业态、新场景，促进文化和
旅游产业提档升级。

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有关负
责人表示，围绕落实“山东消费提
振年”部署，山东将继续推进文化
旅游与科技、教育、生态等融合的
深度与广度，通过提供更多类型的
新产品，满足新需求，引导新消费，
稳步实现旅游要素重组、功能叠
加、产品迭代和业态创新。

记者 韩小梅

92年前，老舍写下《济南的冬
天》，让济南成为众多文化人向往
的地方。而在这个冬天，艺术展、舞
剧、音乐剧、话剧、音乐会……一场
场国内尖端水平的艺术盛宴，为泉

城打造一个文艺范儿的“济南的冬
天”。

11月17日—19日，2022版舞剧
《孔雀》将在山东省会大剧院连演4
场，该剧由杨丽萍担任总编导，汇
集了杨丽萍舞蹈艺术的精粹。全剧
分春、夏、秋、冬四个篇章，讲述了

一个关于成长、人性、生命和爱的
故事，以及生命与天地自然的相互
融通，透过舞台艺术形式呈现了一
次对世界的善意探索，以及对生命
和人性的追问，投射出生活和艺术
交融的人文情怀。

11月10日开幕的韩美林艺术
展让全国关注艺术的目光聚焦济
南，这也是济南近年来举办的水准
最高的艺术大展之一。艺术展共展
出韩美林不同门类的艺术作品近
500件，分为“文之极”“物之灵”“人
世间”“成于思”4个板块。“文之极”
以佛教造像和书法艺术展现对远
古文脉的追索;“物之灵”集中展现
动物主题绘画和陶艺、染织等生活
美学;“人世间”陈列着将西方造型
与东方写意杂糅的人体画和人体
造型;“成于思”则是大家耳熟能详
的设计标识和手稿展示。

为满足市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多场精彩演出将在这个冬天轮番

上演。在山东省会大剧院、开心麻
花高新区文化中心剧院、济南珍珠
泉人民会堂等地，近期将有音乐剧

《安娜·卡列尼娜》、古典诗词与书
画——— 廖昌永中国艺术歌曲独唱
音乐会、《周·秦·汉·唐》——— 阎惠
昌与香港中乐团音乐会、舞台剧

《两京十五日》、“楠楠丝语”赵洁楠
古筝音乐会系列二古筝情境音画

《如梦令》、爱·永恒——— 理查德·克
莱德曼2024新年钢琴音乐会等优
秀剧目扎堆上演。

今年以来，诸多一票难求的
大戏如舞剧《红楼梦》、话剧《主
角》《人世间》《惊梦》等也纷纷亮
相济南，还有薛之谦演唱会、张信
哲演唱会等高端演唱会、音乐节，
更是吸引四面八方的粉丝来到济
南。展览方面，从年初“潮出圈”的

“济南国际双年展”到汇聚三星堆
铜人面具、良渚玉琮、石家河小陶
人等国家“顶流宝藏”的“中华文明

起源与早期发展——— 考古中国重
大项目研究成果展”再到如今的韩
美林艺术展，到济南看展，也已经
成为一种潮流。

业内人士表示，高端演出、展
览不断，首先意味着济南旺盛的
文化消费需求与丰富多彩的文化
产品供给得到了有效对接，繁花
似锦的文化生活为市民游客提供
了共享都市文化生活的美好体
验，也传达出一种开放包容的文
化态度与激情四射的文化热度，
这是在用文化的火力点燃这座城
市的澎湃活力，是城市文化繁荣
的直观展示，而其背后更是城市
软实力持续提升带来的市民文化
生活的提档升级。此外，高端文艺
生活集群的形成还会造就良好的

“虹吸效应”，未来必将有越来越
多的优秀演出、展览将济南作为
必经之地，济南人的幸福感也将
与日俱增。

艺术盛宴扎堆来袭，济南迎来“文化暖冬”

近年来，山东各地不断探索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的方法路径。从理念创新到产品
换代，从场景打造到服务提升，各地文化和旅游部门积极行动起来，真正实现文化资
源、旅游业态的“情景交融”。

莒县古城内的过门笺传习活动。

济南市美术馆的公共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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