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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让群众满意作为一切文旅工作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民对美
好文化生活的新需求”。今年以来，在文
化和旅游融合的新机制下，在双招双引、
乡村振兴、新时代文明实践进程中，平度
市文化和旅游局以群众满意为目标，精
心营造文化活动环境，用心擦亮文化活
动品牌，加快推进文旅融合发展。

文化活动“嗨起来”

“文体活动室、图书阅览室、电子阅
览室、学习培训室、特色文化展室和宣传
橱窗”，“六有”标准让村级文化阵地更加
鲜亮。今年以来，围绕乡村振兴和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建设，在全市个性化定制25
个美丽乡村，率先打造200个公共文化
示范村。依托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
心，吸引更多的群众走出家门，来到活动
中心或下象棋、搓麻将；或借本书、听听
课；或唱小戏，跳个舞，大大小小的文化
乐园让老百姓“唱起来,跳起来,乐起
来”。
“春节民间广场文艺汇演”、“时尚青
岛·富美平度”音乐盛典群星演唱会、第
六届广场舞大赛、“颂祖国 爱家乡”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暨平度
撤县设市30周年文艺晚会……丰富多
彩的群众文化活动点燃“城乡大联欢”。
第26届春节民间广场文艺汇演，吸引了
全市42支参赛队伍共2000人参加，喜庆
的锣鼓秧歌，热闹的舞狮耍龙，展现了平
度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美好的幸
福生活。“时尚青岛·富美平度”音乐盛典
群星演唱会，第一次面向群众，通过网络
报名摇号的方式，让更多的群众来到演
唱会现场，感受到家门口的文化盛宴。备
受群众喜爱的第六届广场舞大赛，全市
18个镇(街道、开发区)共有200余支代表
队参加,参赛人数4000余人,现场观众
30余万人。元宵节灯谜会、《我和我的祖
国》快闪、新河一家亲巡演……目前全市
共活跃着1800支群众文艺团队，年开展
群众文化活动2万场次，群众对文化生
活的获得感和幸福指数正大幅提升。
“行走的书箱”持续发力，同和街道
姚家荆戈庄村首个农村漂流书屋成立。
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在村里借到各种新
书，图书经过不断“漂流”，再传给隔壁村
的父老乡亲……同和街道姚家荆戈庄村
的南屋学堂是本市第一个农村“漂流书
屋”，近日1000多本新书无偿“漂”进村
民的业余文化生活，这是继2017年在旧
店启动的“行走的书箱”活动后又一创新
举措，在于更好地传承乡村文明，让书香
越“漂”越远。目前，全市已建成18个市
图书馆分馆，招募100名“百姓宣讲员”，
今年举办了第四届平度市农民读书节、
“行走的书箱”推广、2019年全民阅读、
平度市青少年阅读实践基地；“让经典滋
润心田，让书香溢满社会”——— 新时代文
明实践·平度市“荧光阅读”图书漂流和
“培根铸魂·立德树人”——— 送图书进机
关暨图书漂流站3个启动仪式。“行走的
书箱”获2018年全国图书馆文化扶贫乡
村振兴案例三等奖。
“送书、送戏、送电影”，“文化惠民·
服务群众”持续推进。市吕剧团排练厅
内，演员们正热火朝天地排练《菜王当
家》，9月24日在青岛李沧剧院进行新
中国成立70周年优秀剧目展演，作为全
国首部反映乡村振兴题材的大型现代
吕剧《菜王当家》已在平度巡演，赴青演
出，并入选第十一届山东文化艺术节优
秀剧目和全国优秀现实题材舞台艺术
作品展演。深受群众喜爱的送戏下乡演
出152场，“千场戏曲进乡村”完成667

场，农村公益电影放映16010场，受益群
众上百万。
9月5日上午，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

年暨平度撤县设市30周年“新时代文明
实践：文以载道·传拓之美”主题馆藏精
品拓片展在市图书馆展厅开展，40件精
品为广大市民朋友献上一场文化艺术
盛宴。围绕“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暨
平度撤县设市30周年”主题，综艺节目
《祖国万岁》；“戏曲人生”老艺术家专
场；书画摄影作品、重大事件馆藏报纸
等展览；青少年文艺汇演和才艺展示；
“行走的书箱”进社区进学校；征文比赛
等一系列群众文化活动也进入倒计时，
将进一步激发群众参与度，极大丰富群
众文化活动。

非遗文物“活起来”

“指间大象——— 山东平度新河草编
非遗技艺展”“宗家庄木版年画巡
展”……一项项“非遗”走出平度，走进群
众。6月3日，在北京传统文化艺术中心
开幕的“指间大象——— 山东平度新河草
编非遗技艺展”，来自新河镇的500余种
草编精品亮相京城，吸引众多群众前来
观看和消费。目前，国家级“非遗”项目平
度草编正在积极申报中。宗家庄木版年
画在德国法兰克福举办的青岛—德国旅
游产业双向推介会上展出。在“文化和自
然遗产日”期间，剪纸、泥塑等“非遗”项
目走进校园，走进课堂，激发学生对传统
文化的学习热。
宣传文物、了解文物、保护文物，博

物馆让文物“活”起来。6月18日至19日,
平度市博物馆先后组织了平度市朝阳中
学师生走进博物馆进行主题教育活动和
文博知识进校园活动。通过现场参观、展
板展示、专业讲解等方式,激发了孩子们
对文物知识的浓厚兴趣,增长了知识,让
他们感受到历史文化就在身边。作为山
东省优秀博物馆、平度市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市博物馆充分利用13万馆藏文
物，通过“请进来”和“走出去”，年服务国
内外观众2 .5万余人次。
建立文物动态数据库、开展文物普

法宣传、健全文物保护长效机制，一项项

文物增加城市历史文化内涵。全市66处
文物保护单位已纳入文物数据动态信息
库。平度八里庄汉墓考古发掘项目被评
为“2018年山东省五大考古新发现奖”，
即墨故城遗址暨六曲山墓群考古遗址公
园列入2019年青岛市文物保护开发利
用重点工作。田庄镇南肖家村三清殿列
入平度市首批历史建筑。文昌阁、城隍庙
维修保护工程已启动，编制完成大泽山
石刻及智藏寺墓塔林、东岳石遗址保护
规划。积极开展文物保护集中宣传行动，
通过发放宣传材料，向群众讲解文物基
本知识，介绍《文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
进一步提升群众对文物保护法制意识，
营造了“文物保护，人人参与”的良好社
会氛围。

乡村旅游“火起来”

创建Ａ级旅游景区，打造Ａ级旅游
厕所，推进大环路旅游建设，精品路线
吸引众多游客。景区作为旅游的重要载
体，其数量与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
广大游客的满意程度。自2017年以来，
指导蓝树谷、文王山、东北山红色旅游
区、小东山、三合山景区创建为3A级景
区，目前本市共有3A级以上景区8处，
其中4A级一处，3A级7处，景区的创建
为游客提供了多样化选择。旅游厕所是
旅游公共服务水平的直接体现，更是反
映旅游业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志。目
前指导Ａ级旅游景区、乡村旅游特色
村、乡村旅游特色点等建设A级旅游厕
所109座，切实解决了“如厕难”“环境
差”问题。同时在厕所建设管理机制、人
性化服务水平和如厕文明宣传等方面
下功夫，擦亮平度旅游窗口，游客满意
度和舒适度不断提升。投资12亿元的旅
游大环路将本市各景区串珠成链，沿途
景色优美，休憩驿站、交通标示、节庆广
场等配套设施齐全，交通便捷，实现了
快达慢游和深度游的愿望，使广大自驾
游和团队游幸福指数倍增。第33届青岛
大泽山葡萄节之际，特推出平度北部路
线———“紫色葡萄青山之旅”暨茶山风景
区、大泽山风景区、天柱山魏碑、高氏庄
园和葡萄大观园五条精品路线，每逢周

末，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平度吃葡萄、登
大泽山，赏魏碑书法，日接待量达20万
人次。
乡村游、红色游、亲子研学游……各

式旅游带动乡村振兴，群众摇身一变，腰
包鼓起“旅游钱”。近几年，通过争取上级
支持，平度市乡村旅游发展迅速，指导各
镇（街道、开发区）积极培育和创建乡村
旅游特色单位，推动“农创+文旅”发展
模式，助力乡村振兴。目前本市共获得国
家乡村旅游致富带头人称号2人，创建
国家乡村旅游金牌农家乐2处，国家乡
村旅游模范户1家；创建山东省旅游强
镇6处，山东省旅游特色村17处，农业旅
游示范点15处，工业旅游示范点3处，乡
村旅游示范单位3处，精品采摘园9处，
星级农家乐4处；创建青岛市旅游特色
镇4处，旅游特色村17处，旅游特色点14
处，乡村旅游合作社2处，特色节庆活动
2个，乡村旅游致富带头人2个等。乡村
旅游直接拉动了景区周边村庄村民发展
特色种植、餐饮、旅游购物、民宿等。周边
村民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景区从事保
安、保洁、滑道、售票员、讲解员、导游等
工作，使众多贫困户在景区获得了一份
稳定收入，在家门口尝到了就业的甜头。
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壮大了农村集体经
济、实现了农民创业增收，丰富了旅游业
态，拉长了旅游链条，群众在旅游中得到
了更多获得感和幸福感。
提升景区质量、开展旅游营销、严格

市场监管，平度旅游知名度和美誉度正
释放新能量。把A级旅游景区创建与质
量提升相融合，指导各景区加强管理，提
升旅游从业人员的素质，强化服务，为游
客出行提供优质舒心的旅游环境。为扩
大平度旅游知名度，组织青岛50余家大
型旅行社到平度采风踏线，组织各Ａ级
旅游景区到青岛、潍坊、烟台等周边地市
宣传推介，采取“走出去”和“引进来”及
旅游公众号、微信、微博、电视等多种旅
游营销方式，积极宣传推介本市旅游。同
时，加强旅游市场监管，有力维护了旅游
经营者和游客的合法权益。今后，平度文
化和旅游局在旅游市场上将持续发力，
为群众提供更美好的生活体验，不断提
升群众满意度和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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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活动“嗨”，非遗文物“活”，乡村旅游“火”
平度市文旅局擦亮文化活动品牌，开启群众美好文化新生活

平度吕剧团送戏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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