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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徐迎春

近期，商河县2024年度0—6
岁在园儿童免费健康体检工作陆
续开展，本年度预计服务3 . 1万
余名儿童。

儿童免费健康体检项目由县
妇幼计生服务中心和各镇卫生
院、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具体

实施。查体项目包括身高、体重、
视力、口腔健康、心肺听诊、血常
规检查等多个方面，基本涵盖了
幼儿生长发育的重要指标。通过
定期健康体检，不仅能帮助家长
及时了解孩子的生长发育情况，
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早预防，也
为幼儿园的卫生保健工作指明了
方向。

近年来，商河县秉持“健康
商河、儿童优先”理念，多措并举
优化儿童健康服务。聚焦医疗保
健能力提升，建成危重儿童救治
中心1处、标准化儿童保健门诊6
所、智慧化预防接种门诊10所。
以新时期儿童健康需求为导向，
积极开展预防儿童缺铁性贫血

“小铁人”、儿童眼保健“小瞳

人”、儿童孤独症筛查“小星星”
等专项行动，全县5岁以下儿童
贫血患病率降至2 . 3%，0-6岁儿
童眼保健和视力检查覆盖率达
到98 . 1%。统筹县域医疗资源，
实施中医药文化进校园、脊柱侧
弯筛查进学校等儿童健康服务
项目，累计为14所中小学校和幼
儿园进行了中医药文化宣讲，为

2 . 4万余中小学生进行了免费脊
柱侧弯筛查。

儿童健康是全民健康的基
础，也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支撑。下一步，商河县
将以促进儿童健康全面发展为
目标，着力完善儿童健康服务体
系，继续用心、用情守护儿童健康
成长。

记者 宗兆洋

商河鼓子秧歌
“后继有人”

这波偶然而来的流量虽然在
意料之外，也实是情理之中。

每年的正月十四，商河都要精
心举办万人鼓子秧歌汇演活动，如
今已连续举办41届。近年来，商河
致力于以民间舞蹈讲述中国故事、
展现文化自信。作为山东文旅“当
家花旦”，商河鼓子秧歌屡次代表
全省参加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庆、
中国非遗春晚、中国民间艺术节、
上海世博会等国内各类大型活动，
先后到韩国、日本、瑞典、澳大利
亚、新西兰和印尼等十余个国家进
行文化交流，在国内外掀起商河鼓
子秧歌“文化潮”。

为将这一国家级非遗保护好、
发展好，商河十分重视“后继有人”
的工作。在全县60多所学校组建起
136支非遗传承队伍，累计培训学
员10万余人，好多学校也将课间操
换成了鼓子秧歌，颇具地方特色。
商河也因此两次获评“山东省非遗
保护十大亮点工作”。

今年的鼓子秧歌汇演，商河推
出的小糖糖让非遗秧歌火出圈，这
不仅是一次“流量密码”的探索，更
是对非遗文化传承创新的成功实
践，让商河看见了未来更多可能。
传统艺术的传承并不只是老一辈
的事，每个年龄段的人都能成为传
播的主角，现代社交媒体遇见古老
艺术，同样能碰撞出耀眼火花。

这些年，商河以打造“世界秧
歌之都”为目标，创新发展理念，打
造城市文化符号，多途径推进以鼓
子秧歌为代表的民间文化艺术传
承，在城市规划、管理、运营中贯穿
文化思维，全方位融入鼓子秧歌等
地域文化元素，让老百姓近距离感
受鼓子秧歌魅力，赋予城市新的文
化内涵，不断提升人民群众文化认
同感，用人人参与的热情和全链条
体系传承，激发出了鼓子秧歌源源
不断、传承传续的活泼生命力。

所以站在这个角度上再来看
小糖糖的走红，也就不难理解了。

目前，商河已整合出全县1127
名秧歌“博士”（秧歌教练）资源，建
立秧歌人才库，按照不同流派，进
行归档管理。全县拥有国家级非遗
传承人2名，市级非遗传承人11名。
组建优秀鼓子秧歌队伍126支，鼓
子秧歌活跃村占比超过80%。“上
到九十九，下到刚会走，都会扭一
扭”，鼓子秧歌已经深入商河人的
骨髓之中。

做大文化产业
实现品牌“出圈”

前有“淄博烧烤”，后有“尔滨
现象”，当下几乎任何一座城市都
有一举成名的机会，因为这个原
因，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从“坐等
流量”转向“主动为之”，商河正是
其中的典型代表。

有观点认为，在各地变着花样

竞逐文旅市场的当下，一座城市仅
仅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与生态
生物资源是远远不够的，在产品形
态、基础设施、服务意识及宣传策
略上，需要更多的规划与考量。

小糖糖的走红，所体现出的就
是商河这样的态度。这几年，这座
低调的县城不断显露对做大文化
产业，实现品牌“出圈”的渴望。

2022年底，商河县殷巷镇“张
六真”区域品牌正式发布。

其创建旨在以“在地文化”为
切入点，挖掘“六箴文化”，并结合
镇域特色产业资源，打造出“张六
真”区域公共品牌，实现传统文化
由单一的寻根、润人到促进文旅融
合、乡村振兴的综合性转变。

在具体的实践上，商河拿出了
很多具备创新性的举措。

在品牌运营上，商河以“六箴
文化”打底，甄选出具有镇域特色

的留兰香化妆套装、朗威健身器材
礼盒等6款质量过硬、市场畅销的
产品，作为“张六真”区域公共品牌
的子品牌，同时通过电商博览会、
农产品展示展销会，积极与大型超
市、社区团购企业对接，拓宽产品
销售途径，试水第一年订单就超过
四万件。

既注重传统文化的挖掘与维
护，也在此过程中扩大品牌的传播
度与影响力，更为当地民众带来了
实打实的经济收益，“张六真”区域
品牌的发展，无疑是商河极具代表
性的成功案例。

在商河看来，乡村振兴不能要
看中短期利益，更要打造出乡村振
兴的特色，做得别具一格，需要深
入挖掘文化底蕴。

所以，无论是商河鼓子秧歌的
发展，还是六真品牌的建设，其所
体现出的理念在很大程度上都是

共通的——— 深入挖掘乡村文化资
源，培育更多乡村文化人才，强化
文化赋能，激活乡村振兴“一池春
水”。

围绕全环境
立德树人

以文化为“核”链接特色产业，
走“乡村+文化”的发展模式，正是
商河乡村振兴的探索。

换个角度看，对于乡村振兴的
积极推进，也为当地传统文化的创
新与弘扬提供了战略机遇和广阔
的舞台。因此，对于以文化为载体
之一的乡村振兴，商河也有更多样
化的谋篇布局。

比如，商河要加强乡村非遗保
护利用，通过打造非遗人才工作
室、举办非遗展演展示、开展传承
体验活动等形式，鼓励和支持非遗
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系紧
传承纽带。与各级舞蹈家协会及20
余所高校保持联合协作，北京舞蹈
学院、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济南大
学等十多所高校在商河挂牌创立
研学基地。

再如，设计推出鼓子秧歌卡通
形象及衍生品、面塑摆件、数码礼
盒等文创产品。推进“非遗+农业”

“非遗＋旅游”“非遗＋文创”等，将
非遗元素有机融入乡村旅游业态，
各镇街举办的赏花节、采摘节、农
耕文化节等融合了非遗产品展示
展销。

值得一提的是，商河今年将围
绕全环境立德树人，在文旅研学方
面重点进行突破，围绕温泉、农耕、
非遗、花卉、通用航空、红色文化等
资源，打造特色研学线路，编制策
划2到3天的研学课程，完善吃、住
等配套设施，以怀仁、殷巷、贾庄等
基础比较好的镇为重点，打造省级
研学营地，争创全省有位的全环境
立德树人示范区。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
魂，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
要内容和有力支撑。如今的商河把
文化元素融入美丽乡村建设，既丰
富了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也涵
养了文明乡风，塑造着乡村的文明
新风貌。

商河为3 . 1万余名儿童免费健康体检
秉持“健康商河、儿童优先”理念，多措并举优化儿童健康服务

“年画娃娃”小糖糖爆火背后
商河乡村振兴探索：走“乡村+文化”发展模式

近几日，商河县怀仁镇洼里村古
杏林人山人海，11项特色活动轮番上
阵，现场好不热闹。在为期五天的踏青
赏花文化旅游节上，前不久刚刚走红
的“年画娃娃”小糖糖又舞了起来，她
用福满乾坤的模样和憨态可掬的舞
步，演绎千年非遗文化的商河鼓子秧
歌五大角色中的“花”角，圈粉无数。

在前不久第41届商河鼓子秧歌汇
演中，这位年仅7岁的女娃领舞全场，
在抖音上以一条522 . 2万播放量的短
视频冲上热搜，瞬间走红。说是一舞倾
城，毫不为过。

商河鼓子秧歌是山东文旅的“当家花旦”。

 年仅7岁的

“年画娃娃”小糖糖领

舞全场，瞬间走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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