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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现场。 通讯员供图

本报 5月 18日讯（最泰安全媒
体记者 刘小敏 通讯员 郑燕）

“为什么不留在国外或者一线城市
发展？”回到家乡泰安创业的法文隆
说这是他最初听到最多的话。对
此，法文隆不以为然，他立志要用所
学为家乡建设贡献力量。经过5年
的奋斗，法文隆小有所成，被评为泰
安青年学做新时代泰山“挑山工”先
进个人。

出生于1990年的法文隆，2016
年从俄罗斯圣彼得堡列宾美术学院
取得硕士研究生学位后，毅然选择回
到家乡创业。专业学建筑设计的法
文隆，刚回国就萌生了要在泰山脚下
设计建设一处类似丽江古城民宿一
样的泰山民宿。彼时泰安民宿业正
处于萌芽状态，可借鉴的类型并不
多。为此，法文隆就每月飞到全国各
地考察不同的民宿建设风格。

2017 年，法文隆与另外两位同
龄合伙人联合创立“麓垚”品牌，并独
立设计泰山“麓垚·山居”民宿酒店项
目。对于创业项目来说，时间就是金
钱。麓垚山居从建设到开门营业，仅
用了10个月时间。既要保证效率，又
要保证质量，那段时间，法文隆和工
人吃住都在工地上，“每天早上5:30
起床，6:00到现场，没有图纸就在脑
子里现画，画完交代工人们怎么施
工。”中午工人都休息了，法文隆还要
接着画图，以保证下午继续施工。因
为经常熬夜，体重也从75公斤降到
了60公斤。功夫不负有心人，开业
首月，麓垚山居接待游客近6000人

次，营业收入达25万元。
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真的

富。“作为一名创业者，我觉着我有
责任借助民宿项目，为助力乡村振
兴出一份力。”法文隆说。除在装修
期间向附近村民收购闲置木材外，
他还将村民的鸡蛋、栗子、柿子等农
副土特产做成伴手礼放在民宿内销
售，增加村民收入。

同时，麓垚山居建设完成后，因
其独特的设计风格和设计理念而声
名鹊起，吸引了不少政府部门和投
资者前来参观考察。自此，也开启
了法文隆的精品民宿设计师之路。

2018年，法文隆受邀完成泰安市
安家庄项目的整体设计规划；同年3
月，完成泰山九女峰旅游度假区——
八楼村“氧心谷”民宿村落设计改造
项目；2019 年，完成泰山白马石村

“十一宿”民宿院落设计改造项目，
同年设计完成东平县塘坊村民宿项
目新建与部分老房屋改造项目。
2021年3月，由法文隆设计的岱岳区
八楼村“氧心谷”民宿项目被评为山
东省首批五星级民宿。“当时设计的
时候，八楼村附近连条像样的路都
没有，整个村只有52位留守老人，是
典型的空心村、老龄村。‘氧心谷’建

设完成后，旅游路也修起来了，留守
老人变成了‘民宿管家’，负责清扫
保洁、与游客互动，年轻人回来开起
了农家乐，卖起了特产，年收入从几
千元变成了几万元，家家买上了拖
拉机，安上了空调。最后还引来了
鲁商集团投资建设，目前成了有名
的网红打卡地，迅速带动周边兴起
了一批农家乐，也为其他村镇提供
了发展样板。”法文隆说，他的目标
就是设计好民宿，让游客在这里吃
得好、玩得好、住得好，让更多的人
爱上他的家乡，让乡亲们的日子越
来越好。

创立民宿品牌 助力乡村振兴
90后海归硕士被评为泰安青年学做新时代泰山“挑山工”先进个人

■麓垚山居民宿。
通讯员供图

■法文隆（右）与工友在施工现场。
通讯员供图

岱岳区推动文旅事业与党史学习教育深度全面融合

深入挖掘资源 打造“岱岳文旅课堂”
□通讯员 周秋玉

■岱岳区开展送戏下乡活动。 通讯员供图

近年来，岱岳区文化和旅游局深
入挖掘资源，创新方式方法，加强统筹
整合，打造“四个课堂”，推动文旅事业
与党史学习教育深度全面融合，切实
保障党史学习教育体系特色化、阵地
多元化，将党史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
在经常。

打造“传承”课堂
将党性教育引进“红色基地”
按照教学主题突出、内容特色鲜

明的要求，岱岳区充分发挥革命文物
的资源优势，打造党性教育基地。大
力推进抗日烈士公墓、抗日武装起义
旧址等全区10处革命文物资源的保
护修缮。近年来，该区党员利用清明
节、建党节、烈士公祭日等到革命文物
单位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100余场
次，教育引导上万名党员干部传承革
命传统、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
神，革命文物资源影响力逐年增强。
岱岳区坚持以考促学，3月份组织全
区文旅系统公职人员、党员干部进行
了文物安全百日攻坚行动考试，进一
步提高了党员干部的文物保护的责任
意识和业务能力。

打造“生态”课堂
将党史学习教育搬上“文艺舞台”

岱岳区文化和旅游局针对农村党
员群众，着力健全农村文化服务体系，
培养文化馆文艺小分队全体党员干部
力量，送演出入村、送宣讲入户，编织

党史学习教育与文化生活的交互网。
为充分展示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
程、文艺成就，今年3月以来，岱岳区
文化和旅游局以“文艺+宣讲”的形
式，赴基层开展“庆祝建党100周年”
文化惠民演出活动，抓好表演秀红色、
互动说党史、红歌颂党恩等活动，创新
打造沉浸式、体验式的文化演出品牌，
目前，已演出10余场，党史学习教育
更加入脑入心。该局以赴基层送演
出、送培训等活动为载体，大力开展

“红色文艺”宣讲，精心筛选宣讲内容，
免费赠送党史学习教育书籍、画册，切
实提高党史学习教育实效。

打造“融合”课堂
将特色教育联结“文旅产业”
岱岳区坚持能融则融、多融尽融，

加快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充
分挖掘区域内各类历史文化产物，融合
发展乡村旅游。岱岳区文化和旅游局
推动乐惠生态农业与泰安市第一批历
史建筑道朗镇朱家洼村知青楼对接发
展，在保留原貌的同时，搭建各个功能
区，对外开放接纳党员干部进行参观学
习，用知青精神打造党性教育特色品
牌，至今共接待6.33万人次；推进“旅
游+”“+旅游”，将研学旅游等新业态与

党史学习教育融合，发起旅游景点党员
志愿者服务活动，努力探索党史学习教
育新空间、新模式。

打造“公益”课堂
将日常教育嵌入“文化生活”
岱岳区文化和旅游局加快文化场

馆建设和文艺精品创作，为全区党员
干部学习教育提供公益性数字化场地
和平台，全面提升党员干部文化素
养。该局完成了岱岳区文化馆数字化
建设，并加强文艺精品创作生产，编创
《极顶》等一批建党百年主题文艺作
品，设立《大汶河》“百年伟业”专栏，特
别策划公众号“党旗在上”“百年荣光”
专栏，讲述红色故事，唤醒红色记忆。
2020年，岱岳区文化馆入选新时代文
明实践省级试点县文化馆名单。岱岳
区图书馆全面开放，目前在馆书籍14
个种类、6万余册，其中设立党史学习
教育图书专柜，丰富党员干部学习可
利用文献资源。

岱岳区文化和旅游局积极探索
“政府+社区+市场”多元化运营模式，
建设城市书房2处，为党员干部带来
更多文化体验和图书阅读空间。4月
20日，以第26个世界读书日为契机，
岱岳区文化和旅游局开展“庆祝建党
100周年”书画名家作品展、“奋斗百
年路、启航新征程”党史学习教育图书
展，以作品展览传递正能量，凝聚广大
党员干部思想力量，吸引全区100余
名党员干部参观展览。

本报 5月 18 日讯（通讯员 郝
辉 刘晓旭）五月繁花，清风徐来。
13日，在这个美丽的初夏季节，随着
小合唱《鼓浪屿之波》的上演，泰山区
拉开了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一村一年一场戏”暨“唱支山歌给党
听”群众合唱展演活动序幕。

在居然之家小井店广场上，座无
虚席、热闹非凡。泰山民族乐团、上高
双龙合唱团、邱家店镇北王庄健康快
乐舞蹈队、省庄镇东方舞团等演出团
体和广大基层文化工作者，为当地居
民送来了一场丰盛的精神大餐。《北
京的金山上》《党啊，亲爱的妈妈》《中
国中国》《永远跟党走》等文艺节目表
达出了对党的崇敬和热爱之情；《光
明行》《鼓舞》《丝路驼铃》等器乐表
演，奏响了泰山区文化惠民的时代之
音。此外，活动现场还举办了图书推
介、景区推介、岗位招聘等活动，泰山
区主要景区推介人员现场向市民发放
宣传资料，回复市民咨询，泰安方特欢
乐世界“熊出没”主题人偶现场与市民

互动，派送“熊出没”文创产品；中国原
浆啤酒体验中心带来特色啤酒供市民
品尝。

近年来，泰山区坚持在推进经济
社会发展的同时，突出优势、多措并
举，大力加强文化建设，推出了一系列

形式新颖、脍炙人口的文化活动，涌现
出一大批优秀的文艺节目，有效展现
了泰山区文化工作的丰硕成果。今年
以来，泰山区以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为契机，加强基层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城乡文化服务均

等化水平，扎实开展各项惠民文化活
动，着力打造泰山文化品牌，先后举办
了“我心向党”全民才艺秀、“文化进万
家”惠民演出、非遗巡展、书画走基层、
农村电影放映等一系列主题文化活
动，共300余场次，泰山书房大千店和
文友店免费向市民开放，丰富充实了
泰城市民“15分钟阅读圈”，形成了公
共文化建设上下联动、遍地开花的良
好局面。

下一步，泰山区将以此次启动仪
式为起点，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为主线，继续把群众文化生
活满意度的提升工作牢牢抓在手上，
着力抓好队伍、活动、阵地、宣传、管理
五项重点，创新形式、加大投入，用心
策划文化惠民活动，将文艺表演送到
广场、送到大集、送到农村、送到社区、
送到景区，进一步增强群众对文化生
活的获得感、幸福感，推动群众文化生
活满意度提升工作实现新的突破，为
建设宜居宜业宜游新时代现代化强区
作出文旅贡献。

泰山区“一村一年一场戏”暨“唱支山歌给党听”群众合唱展演活动启动

为群众送上精神大餐 提升文化生活满意度

■泰山民族乐团鼓乐表演。 通讯员供图

本报5月18日讯（最泰安全
媒体记者 刘小敏 通讯员 刘
晓旭 蓝澜）近日，由泰山区文化
和旅游局组织举办的“非遗进校
园”活动在泰安市南关中学举行。

活动中，市太极拳协会副主
席、陈氏太极拳第十二代传人、泰
安市非遗项目传承人陈义，以《泰
山陈氏太极十六式》为主要内容，
通过现场讲解、演示带领同学们
了解太极拳的含义、发源和特点，
为南关中学师生授课，让全体师
生零距离体验太极文化，感受太
极拳的文化魅力。

据介绍，太极拳是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泰山陈式太极拳

是陈义传承了王西安大师的陈式
太极拳王西安拳法发展而来，结
合了导引、吐纳，加强了柔化刚发
的力量，具有畅通经络、强身健体
的作用。本次活动将计划通过8
个课时的培训，教授学生掌握《泰
山陈氏太极十六式》各项动作要
领，锻炼学生吃苦耐劳的精神，增
强民族文化自信，激发青年一代
爱国爱家乡的情感。

“下一步，我们将结合泰山
区非遗项目组织开展更多的优
秀非遗文化进校园活动，让红色
文化和传统文化精粹扎根校园。”
泰山区文化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

本报5月18日讯（最泰安全
媒体记者 于冰冰）近日，由宁
阳县文化馆创作的庆祝建党100
周年文艺作品《小康你好》《我凝
望着你》《启航》等作品登上央视
频、学习强国等多个平台，向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献礼。其
中，《小康你好》是一首弘扬主旋
律、汇聚正能量、唱响新时代、书
写新时代的文艺创作，唱响了希
望田野丰收的喜悦，唱响了乡村
振兴的文化自信，唱响了奔向小
康的豪迈情怀。

《小康你好》歌曲描绘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上下取得
了脱贫攻坚决定性胜利，创造了
人类历史上又一个发展奇迹，全
国各族人民奔小康颂党恩双脚踏

上了幸福路。这首作品主题突
出，歌词生动，旋律优美，易于传
唱，具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和感
染力，充分发挥凝心聚力、提振精
神的作用。

今年以来，宁阳县文化和旅
游局紧紧围绕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主题主线，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结合党史学
习教育，围绕党史、新中国史、改
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等开
展艺术作品创作，积极主动策划

“百年颂党恩·放歌新征程”万名
文艺人才汇演、原创文艺作品创
编、书法作品展等系列文化活动，
引导广大文艺爱好者，进一步坚
定文化自信，用文艺作品引领时
代潮流、为时代发声。

《小康你好》登上央视频

本报5月18日讯（最泰安全
媒体记者 马骏）为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展现中国共
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
德、砥砺前行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以艺术的形式热情讴歌建党百年
来时代变迁和泰汶大地的巨大变
化，进一步激发全市人民的历史
责任感和奋斗精神，泰安市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美术书
法摄影剪纸作品展正式启动。

本次展览由市委宣传部、市
文联、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市美

术家协会、市书法家协会、市摄影
家协会、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市美
术馆承办。展览时间为6月10日
至20日，展览地点为市美术馆。

据悉，展览内容分为4大板
块，包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美术作品展，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书法篆刻作
品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摄影作品展，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剪纸作品展。展
览现面向全市及部分市外泰安籍
艺术家进行征稿。

我市庆祝建党100周年艺术展启动

面向泰安籍艺术家征稿

非遗进校园 文化润人心
非遗传承人走进南关中学教授太极拳

本报 5 月 18 日讯（通讯员
刘慧娟）近日，“良辰美景·非遗
寻花季”非遗进景区活动走进如
意谷。循着余韵悠远的声音找
去，3位身着汉服的女子，正盘坐
在花间，弹奏古琴，这便是来自
市级非遗项目的师矿古琴展
演。许多路过的游人，情不自禁
地驻足观赏、留念，实现了在欣
赏美景的同时，近距离感受非遗
文化的魅力。

如意谷位于新泰市泉沟镇赵
家峪村，是一家集趣味娱乐、农耕
体验、科普教育、亲子互动及绿色
生态种植为一体的新型创意农
业园，是新泰市儿童农业体验基
地、新泰市幼儿早教乐园和家庭
近郊休闲的乡野目的地。景区
包括服务区、体验区、活动区和
游乐区4个功能区，内设周末农
场、乡村课堂、激光真人CS、如
意碰碰车、DIY、省内最大的不锈
钢大滑梯、地埋式充气大蹦床、森

林剧场、如意红果采摘园、望星空
亲子客栈、森林餐厅、乡村动物园
等项目。

师矿古琴作为市级非遗项
目，其斫琴技艺已列入泰安市第
七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唐海
霞是师旷古琴的第五代传承人，
她极力弘扬古琴文化，推动礼乐
文明，传承师旷古琴斫琴技艺，让
古琴古老的音符，穿越时光的阻
隔，传诵至今，并通过斫琴技艺、
抚琴传授、网络销售等环节，整合
出一个全面代表古琴文化产业和
文化高度的特色品牌。

新泰市将非遗项目带入旅游
景区展演展示，不仅能够充分发
挥非遗的独特优势，为非遗传承
和发展注入新的内生动力，还能
引导非遗项目与时代相融合，提
升游客参与度和互动性，让文化
为旅游画龙点睛，实现“文化+旅
游”的深度融合，为推动景区发展
提供新的路径。

“良辰美景·非遗寻花季”

新泰市开展非遗进景区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