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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025齐鲁文化情景阅读创意大赛济
宁选拔赛”正式启动。本次大赛由济宁市文化和
旅游局主办，各县（市、区）文化和旅游局、济宁市
图书馆、济宁市图书馆学会承办，各县（市、区）图
书馆协办，活动以“齐风鲁韵·阅创华章”为主题，
面向全市18岁以上社会各界文化爱好者，征集
以情景剧、情景朗诵等创新形式演绎齐鲁文化的
优秀作品。

此次大赛参赛作品需融合历史、文化、经典、
人物、典故、传说、故事等内容，在坚持守正创新
的原则下进行演绎和创作。采用情景剧、情景朗
诵等形式，借助音乐、服装、道具等元素，展现生

动丰富的情景阅读。单人或组合均可参赛，组合
每组不超5人，每人限报一组。决赛作品需与初
赛作品相一致，不得更换作品。作品时长为4至
6分钟。

大赛分为县（市、区）初赛和市决赛两个阶
段。各县（市、区）图书馆于8月3日前完成初
赛，并推荐2组选手参加市决赛。市决赛初步定
于8月上旬在济宁市图书馆举行，并择优推荐2
组选手参加省级展演。市决赛设置一、二、三等
奖和优秀奖，同时为获得一等奖选手的指导教师
颁发“优秀指导教师奖”。大赛评委由教育界、艺
术界、文学界等专家组成。

近日，2025山东省青少年成语经典故事会
济宁地区选拔赛正式启动。本次大赛以“传承经
典·共享文明”为主题，由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
各县（市、区）文化和旅游局、济宁市图书馆、济宁
市图书馆学会承办，各县（市、区）图书馆协办。
活动分为儿童组（6至9岁）和少年组（10至15
岁），参赛形式为个人或组合，组合人数不得超过
5人。

参赛作品要求以中国古代传统典籍中的成
语为讲演内容，讲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选
手们可融入音乐、服装、道具等辅助元素，通过

“读经典”领悟成语内涵，“讲故事”呈现历史典

故，“演文化”彰显文化底蕴，在舞台上打造丰富
生动的故事场景，让中国传统典籍里的成语焕发
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作品时长为3至5分钟。
各县（市、区）图书馆初赛于8月3日前完成，初
赛选拔后，每县（市、区）各组别推荐1组选手共2
组参加市决赛。市决赛于8月上旬举行，并择优
推荐2组选手参加省决赛。

“此次选拔赛将为济宁地区的青少年们提
供一个展示自我、传承文化的舞台，相信在活动
中，青少年们将以独特的方式诠释成语经典，让
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光彩。”市图书馆刘
霞说。

近日，济宁高新区黄屯街道举办了“让文物焕
发新活力 绽放新光彩”主题活动。活动通过发
放文物保护传单、开展文物故事分享会等形式，普
及文物保护理念，推动历史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绽
放独特光彩。

活动现场，宣讲员向学生们发放了内容详实
的文物保护宣传单。宣传单不仅阐释了文物保护
的重要意义，还结合黄屯街道本地文物资源，详细
介绍了其特点与价值，并融入通俗易懂的文物保
护小知识和实用方法，如日常避免文物损害、发现
疑似文物如何处理等。

在文物故事分享会上，文物保护工作者讲述
了生动感人的文物故事，内容包括古老建筑的历
史变迁、珍贵文物的传承之路、先辈守护文物的奉
献精神，以及现代科技助力文物保护的创新实践，
深深吸引了现场听众。
（济宁晚报全媒体记者 王艳茹 通讯员 邵毅辰）

6月20日，汶上县南站街道南湖社区联合汶
上县中医院、中正物业公司，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
的中医药文化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汶上县中医院的专家为社区居民
提供了免费的中医问诊服务。专家们耐心细致地
询问居民的身体状况，根据每个人的体质特点给
出个性化的养生建议和治疗方案。同时，专家们
还现场演示了中医推拿、按摩等传统疗法，让居民
亲身体验中医药的独特魅力。

除了问诊服务，活动还设置了中医药文化展
示区。展示区内摆放着各种中药材标本、中医药
典籍和医疗器械，吸引了众多居民驻足观看。医
院的工作人员向居民详细介绍了中药材的性味归
经、功效主治以及中医药的发展历史和文化内涵，
让居民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医药这一中华民族的宝
贵财富。
（济宁晚报全媒体记者 宋延坤 通讯员 王翠）

“看这葫芦上的牡丹纹路，金丝掐边、彩沙填
色，每道工序都是手工完成。葫芦谐音‘福禄’，
摆在客厅里既能衬出传统文化的韵味，又透着富
贵满堂的好寓意！”6月18日，在曲阜市王庄镇
褚魏村的葫芦文创中心展厅，工作人员手持掐丝
珐琅金丝沙画葫芦向镜头讲解着。而镜头外，一
场关于“乡村振兴合伙人”的生动实践，正随着葫
芦藤蔓的生长在王庄镇蓬勃上演。

展厅货架上，造型各异的葫芦用色彩斑斓的
颜料勾勒出吉祥图案。据王庄镇葫芦文创中心
负责人李承达介绍，这些葫芦工艺品经采摘、打
磨、掐丝、绘制等几十道工序成形。“现在线上销
路广，葫芦造型做成掐丝珐琅工艺品，平均成交
价在800元以上！”他笑着补充道，“咱不仅要把
老祖宗传下来的‘福禄’寓意嵌进每道工序里，更
要把葫芦变成增收的‘钱袋子’。”

在王庄镇李庄村的葫芦大棚内，青绿色的藤
蔓间垂挂着如意葫芦，几枚葫芦弯弯的柄部像极
了古画里的玉如意。另一场关于“福禄”的实践
正在火热进行。技术人员正在把刚成形的葫芦
塑成金蟾造型，藤蔓间悬挂的天鹅葫芦、如意葫
芦等泛着青绿色光泽，每一寸都涌动着磅礴生
机，而这份生机得益于王庄镇的“乡村振兴合伙

人”发展模式。
王庄镇李庄村党支部书记陈宪俊说：“今

年我们村聘请李承达作为‘乡村振兴合伙人’，
与葫芦文创中心合作经营，盘活了闲置的21
亩大棚。现在，村民既能拿土地租金，又能在
棚里务工，这合作实实在在带活了村子！”据了
解，李庄村通过推行“合作经营+雇佣管理”的
合伙人模式，积极探索村民土地流转与务工双
份增收路径，村民们在土地流转中获得稳定收
益，又通过参与种植管护实现家门口就业，“双
份收入”让腰包鼓起来，走出了一条强村富民
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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