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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14日讯（最泰安全媒体
记者 张芮）继7月份剧目正式开票
成功进行首演之后，泰山大剧院日前
又迎来多达11台剧目的开票，为观众
送上文化盛宴。

《乌龙山伯爵》《家有九凤》《天空
之城》《杭盖乐队全国巡演》……依托
保利院线的海量剧目资源，自9月27
日的《十二生肖之兽首传奇》起，泰山
大剧院将有连续11场演出，演出一
直持续至12月份。据了解，《十二生

肖之兽首传奇》由保利演出制作出
品，是由保利艺术博物馆珍贵藏品
——“圆明园十二兽首”之四大兽首
衍生的音乐剧，集合了摇滚、民乐、美
声等音乐元素。此外，该音乐剧还创
造性地采用了多媒体取代传统布景，
以声、光、电融合的手段打造沉浸式
的演出形式，将为观众带来一场震撼
的舞台盛宴。

紧随其后的演出是将在9月 30
日上演的话剧《乌龙山伯爵》。“《乌龙

山伯爵》是开心麻花最长寿剧目，也是
演出总场次最多、全国演出城市最多
的话剧，期待值也可以说是最高的。”
此外，主打国庆档的“辉弘的颂歌——
北京交响乐团献礼建党百年交响音乐
会”、11月份轮番上演的经典话剧《家
有九凤》《雷雨》、京剧大腕于魁智领衔
的传统经典大戏《龙凤呈祥》，还有让
听者一览大西北苍茫辽阔之境的“杭
盖乐队2021乘风而归保利剧院院线
巡演”“飘·谣——马条保利剧院全国

巡演”等，都将吸引众多观众走进剧
院，近距离感受大舞台的魅力。

与此同时，孩子们的舞台也精彩
纷呈。儿童剧《奥特英雄银河格斗：粉
碎阴谋》、天空之城——久石让&宫崎
骏经典动漫作品视听音乐会、音乐话
剧《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穿越平
行世界》……精心的剧目安排，在丰富
我市少年儿童文化生活的同时，也有
助于培养其养成良好的观剧习惯，为
今后接触舞台艺术打下良好基础。

泰山大剧院11场好戏精彩不断

本报9月14日讯（最泰安全
媒体记者 张芮）根据当前疫情
防控形势和各级疫情防控部门统
一部署，结合图书馆工作实际，泰
山区图书馆已于11日起调整为
限流开放。

根据方案要求，泰山区图书
馆恢复限流开放后，读者需保持
安全间距有序入馆，馆内实行间
隔落座，每桌限坐2人，泰山区图
书馆将根据馆内人流量和场馆承
载量实施动态管理。“我们将继续
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读者入
馆时需主动出示行程码，自觉佩
戴口罩，接受体温测量，健康码显
示为绿码、近期无中高风险地区
旅居史、体温低于37.3℃者方可
入馆，在馆期间读者需要全程规
范佩戴口罩。”泰山区图书馆工作
人员说，希望入馆读者遵守馆内

制度，保持安全社交距离，避免聚
集，泰山区图书馆将继续做好归
还图书、公用设备、公共区域的消
毒工作，确保读者的健康安全。

据悉，泰山区图书馆在文旅
部门的支持下，加大了城市书房
的建设。其中，泰山书房大千店
（岱道庵路宝龙城市广场西邻）、
泰山书房安屿店（三里屯老汽车
站西邻）、泰山书房文友店（擂鼓
石路市政府东邻）、泰山书房新华
教育店（东岳大街粮所附近）、北
王庄城乡书房（邱家店北王庄
村）、岳麓书房（5808 厂岳麓社
区）正在运营，读者可到以上书房
进行免费借阅和自习。泰山区图
书馆将根据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
要求，及时调整开放方案，需要获
取更多信息可关注泰山区图书馆
微信公众号。

泰山区图书馆
实行限流开放

泰山区上高街道公共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张杰

当好基层文化惠民“领头雁”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董梁 文/图

本报 9 月 14 日讯（通讯员
刘慧娟）为完善文化服务体系，进
一步坚定为民办实事的政治立
场，10日上午，新泰市文化和旅
游局举办2021年度新泰市群众
文化生活满意度提升工作推
进会。

会上通报了2021年1至7月
份新泰市群众文化生活满意度管
理平台积分情况，传达了《2021
年度新泰市乡村振兴文化惠民工
作考核方案》。

为加强会议精神的贯彻落
实，新泰市文化和旅游局要求各
文化站长要第一时间向分工领导
和党政主要领导汇报，引起重视，

争取支持；各站长要把各村文化
带头人、演出团队负责人、放映员
紧密团结在自己身边，同时积极
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形成工作合
力，齐心协力抓好各项工作；各文
化站长、团长、放映员要把工作做
在平时，严格按照要求及时报送
材料。

最后，相关工作人员培训学
习了“慧游泰山”泰安市群众文化
满意度管理系统信息上传办法。
与会人员纷纷表示，将针对各个
乡镇实际制定满足群众需求的培
训计划，真正把文化服务送到群
众心坎上，切实提升新泰市群众
文化获得感、满意度。

新泰市举办群众文化生活
满意度工作推进会

本报 9 月 14 日讯（通讯员
李虎）近日，东平湖文旅集团与齐
鲁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济菏运
营管理中心签订合作协议，推出

“互助惠民”活动，共同打造“高
速+旅游”文旅惠民新模式。

合作协议指出，凡持济菏高
速东平、平阴、平阴南、长清、孝
里、梁山、嘉祥七个收费站通行费
发票的游客前往东平湖文旅集团
下辖景区购票的，均可享受以下
优惠：水浒影视城，门票挂牌价
60元，结算价48元；戴村坝景区，
门票挂牌价30元，结算价24元；
六工山景区，门票挂牌价40元，
结算价32元；腊山景区，门票挂

牌价50元，结算价40元；水浒度
假酒店，就餐9折优惠、住宿8折
优惠。一张通行发票仅限一人使
用，持当日通行发票有效。

近年来，东平县立足“生态立
县、产业兴县、绿色发展”战略，大
力培植以东平湖为核心的文旅产
业，围绕旅游要素，加快补齐设施
短板，完善提升旅游功能。随着
东平湖醉美环湖路、东平湖生态
防护林等沿湖重点项目的完工以
及董梁高速等重大交通项目的通
车，东平湖生态环境大幅提升，东
平与外界的通达率大幅提高，东
平湖景区逐渐成为许多省内外自
驾游游客的首选地之一。

赴东平旅游
持济菏高速通行费发票享优惠

本报9月14日讯（最泰安全媒体
记者 董梁）为加强交流合作，促进客
源共享，进一步扩大区域旅游合作影
响力，14日上午，“2021齐河文旅（十
大客源城市）营销推广月”泰安站促销
活动在蓝海御华大饭店举行。齐河县
重点旅游企业负责人、泰安旅行商主
要负责人、自驾游俱乐部代表以及新
闻媒体代表参加了本次推介活动。

会上，山东电视台主持人、齐河文
旅推介大使王艺儒向与会嘉宾详细介
绍了齐河县优质的文旅资源及重点景
区优惠政策，对欧乐堡度假区、中国
驿·泉城中华饮食文化小镇等景区作
了重点推介，泉城欧乐堡度假区与泰
安优选合作伙伴代表举行了签约
仪式。

推介会除了播放宣传片、PPT推
介、发放宣传资料、业务对接洽谈、文
艺演出等以外，还设置观众互动环节，
通过微信“摇一摇”抽取了20名嘉宾，
送上了精美的齐河伴手礼，将推介会
气氛推向高潮。

为进一步推广齐河县精品旅游线
路，大力宣传“黄河水乡 生态齐河”
旅游品牌，迎接“十一”黄金周的到来，
经前期大数据分析，齐河县确定了省
内十大主要客源市场并陆续开展文旅
宣传营销活动。这是齐河文旅继“山
东人游齐河”系列营销活动后举办的
又一场主题营销活动，旨在进一步深
耕省内重点客源市场，持续提升齐河
文旅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推动
齐河县文旅产品推介、客源互送、品牌

营销等多方面发展。
天下黄河，齐聚齐河。齐河黄河

文化旅游带临河而建、依河而兴，聚力
打造了千亿级文化旅游产业集群，形
成了以休闲、度假、康体、游乐等为主
的多元化休闲旅游产品体系。1—8
月份，全县接待游客445万人次，实现
旅游综合收入21.6亿元。

近年来，齐河县锚定建设“享誉全
国的文旅名县”目标，依托独特的区位
交通优势，以生态为基础，以文化为引
领，以大项目集群开发为支撑，从零起
步，探索出一条以黄河国际生态城为

“龙头”，带动全域旅游多点突破的文
旅产业发展之路。在短短几年里，构
建起了全域旅游目的地产业体系，全
县旅游业态不断丰富，精品文旅项目

云集，形成了覆盖不同年龄段、一年四
季皆可游的全域旅游格局。该县先后
荣获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全国旅游
标准化示范县、中国最美生态旅游示
范县等省级以上荣誉称号20余项，用
全域旅游发展实践践行了“两山”理
论，探索出一条富有齐河特色的黄河
流域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据了解，泰安市与齐河县将以此
次推介会为契机，在旅游景区开发、线
路打造、资源共享、市场共建、客源互
送等方面深度融合，共同推动两地文
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同时，泰安
市和齐河县将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使
两地旅游市场更加兴旺发达，实现二
者的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为文旅产业
发展带来更多利好。

黄河水乡 生态齐河 山水相宜

齐河文旅营销推广月走进泰安
本报9月14日讯（最泰安全

媒体记者 于冰冰）近日，国家机
关事务管理局官网发布《关于公
布第一批节约型机关建成单位名
单的通知》，肥城市文化和旅游局
被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中共中
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联合授
予国家级“节约型机关”荣誉
称号。

近年来，肥城市文化和旅游
局积极响应国家及省市县政府关
于公共机构节能的号召，坚持把
节约能源资源工作列入重要议事
日程，扎实推进各项工作。该局

不断提高办公设备节能效果，健
全内部管理制度，规范办公用房、
节约公务用车，推进绿色办公，开
展生活垃圾分类指导，广泛宣传
教育，提高节能意识，把创建节约
型机关同创建服务型机关紧密结
合，提高办事效率和服务水平，节
约型机关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下一步，肥城市文化和旅游
局将继续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
张浪费，进一步加强节能管理、落
实节能举措，提升机关节能降耗
水平，增强广大干部职工节能意
识，为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
境友好型社会作出更大贡献。

肥城市文旅局获评
首批国家级“节约型机关”

中国驿景区。 欧乐堡动物王国。 齐河大清河风景区。 通讯员 尚妍 供图

社 址 ：泰 安 市 泰 山 大 街 333 号 编 辑 部 ：8289600 记 者 部 ：8289714 泰 安 日 报 新 闻 报 道 监 督 举 报 邮 箱 ：tarb96009999@126.com 编 委 办 公 室 ：8289606
广 告 中 心 ：8289056 发 行 中 心 ：8289653 印 务 中 心 ：8229282 邮 政 编 码 ：271000 全 年 定 价 ：480 元 本 报 自 办 发 行

把文化惠民的触角延伸到基层，
让文化事业在基层枝繁叶茂、开花结
果，这是张杰从事基层文化工作8年
的工作写照。她冲在一线，干在实
处，将文化惠民的种子“种”进基层，

“种”进人们心中。
张杰，2012年9月担任泰山区上

高街道综合文化站站长，2019年8月
至今担任上高街道公共文化服务中
心主任。她以勤劳的汗水换来了多
项殊荣：2015年、2018年年度考核被
记三等功，2015年被泰安市委、市政
府授予创城“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2016年被山东省文化厅授予山东省

“优秀农家书屋工作者”荣誉称号。

转换角色从事文化工作

张杰原是上高街道的一名计生
工作者，所从事的工作与文化工作

“八竿子打不着”。在她看来，文化工
作应该是那些舞文弄墨、能歌善舞的
文化人才能干的事。

2012 年，组织研究决定由张杰
担任文化站站长，张杰一时有些发
怵。原来，张杰从小缺乏音乐感，对
吹拉弹唱兴趣不大，但组织部门看中
的是她这些年来在基层计生工作中
锻炼出来的组织协调能力和扎实肯
干的工作作风。

“文化工作再难，难道能难得过
基层计生工作吗？我干了14年‘基
层计生’，不信干不成‘基层文化’。”
从不认输的张杰不断地给自己打气，
决心要啃一啃这块“硬骨头”。

张杰走马上任后接到的第一个
大活动是，排演“百人广场舞”参加上
级组织的金秋艺术节展演。张杰想，
主要是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一百
人”的问题，另一个是“怎么跳”的问
题。第一个问题对张杰来说好解决，
她骑上电动车，用两天时间转遍了上
高街道25个行政村（社区），充分利
用原来干计生工作人脉广、熟人多的
优势，把各村和社区做计生工作的老
姐妹动员起来，100人的队伍迅速拉
了起来。

“一百人”的问题解决了，“怎么
跳”的问题成了张杰心里的疙瘩。为

看一看群众文化生活是怎样开展的，
张杰晚饭后骑上电动车去各个小广
场了解情况。当来到南上高村时，一
广场舞团正跳得热火朝天，带头的一
位大姐不时为队员纠正动作。张杰
眼前一亮，赶紧上前结识这位大姐。
大姐叫肖琳，是南上高村的一位广场
舞爱好者。“肖大姐，我是上高街道文
化站站长，我们正筹备‘百人广场
舞’，现在缺少一位带队老师，您能给
我们当老师吗？”张杰询问，爽快的肖
琳当场答应。“怎么跳”的问题获得圆
满解决。

多年来，张杰就是靠一辆电动车
把散落在各村和社区的一个个文化
带头人联合起来，组建起上高街道文
化带头人队伍。如今，在张杰的指导
下，双龙社区、利民社区、魏家庄村、
南上高村、东岳社区、华新社区、西张
店村、桑家疃村等8个村和社区相继
成立了艺术团。各艺术团经常探讨
专业知识，研究提高专业水平，群众
文体活动需求得到有效满足。

社区小广场 居民“大舞台”

“这里不仅冬暖夏凉，还提供茶
水，每天可带劲了。”在上高街道综合

文化站，惠丰园社区年近七旬的张大
爷正与老伙伴吹拉弹唱。张大爷退
休后与周边社区的戏曲爱好者成立
了戏曲团队，但排练场地的问题一直
困扰着他。“这么多人和乐器，去谁家
也不方便。之前大家就在小区楼下
空地排练，冬天冻得手都拉不动弦。”
张大爷说。随着上高街道文化站京
剧之家的建立，像张大爷一样的文艺
爱好者搬进了“新家”。“有空调、热
水，我们还能免费使用电和乐器，别
提多好了，这两天我们排练了许多新
曲目。”张大爷高兴地说。

看到居民满意的笑容，张杰感到
很欣慰，回首这些年走过的文化阵地
建设之路，她认为非常值得。

上高街道位于泰城东部，总人口
16.9万人，辖20个行政村（34个自然
村）和5个社区，地处城乡接合部，因
面临旧村改造、道路规划等问题，个
别村和社区存在文体小广场缺乏建
设场地的难题。

2014 年，在开展“乡村文明行
动”活动中，张杰在西张店村发现一
片堆满杂物的空地，根据“乡村文明
行动”活动要求，需要对这些杂物进
行清理。张杰马上与西张店村党支

部书记沟通，希望将这片空地建成
文体小广场。两人不谋而合，西张
店村随即清理出1000平方米空地用
于文体小广场建设。在西张店村集
体经济尚不富裕的情况下，西张店
村多方筹措资金，按照“五个一标
准”建成文体小广场，多年来一直困
扰西张店村文化生活开展的场地难
题得到了妥善解决。如今，西张店
村村民们吃过晚饭就会来到广场，
活动活动筋骨，跳一跳广场舞，疏解
一天的疲劳。孩子们有的追逐嬉
戏，有的翩翩起舞，广场上一片其乐
融融的景象。

“小广场也是大舞台，小广场也
是大民生。让文化广场成为广大人
民群众开展文化生活的新天地，让百
姓人人有机会、有条件享受到更加便
捷的公共文化服务，让群众的文化生
活真正‘活’起来，这是我们基层文化
工作者应该做的。”张杰说。

近年来，按照有标准、有网络、有
内容、有人才的要求，上高街道不断
完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格局已凸显成效。2020
年，上高街道投资10万元对街道文
化站室内外进行全面粉刷。文化站
广泛开展文化宣传、党员教育、科技
普及、普法教育、体育健身、文化遗产
保护等文化活动，每周一、周三、周五
开展器乐培训，每周二、周四开展太
极拳培训等，不仅搭建起了与群众沟
通的连心桥，还成为了大家的精神
家园。

场地是开展文化活动的基本前
提，也是群众业余生活的主战场。目
前，该街道绝大多数村和社区均建成
了综合文化服务中心，中心配备了图
书阅览室、电子阅览室、游艺室、棋牌
室、多功能室、科技普法室等活动场
所，让群众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文化
服务。近年来，上高街道又陆续建成
投入使用岔河村、郭家灌庄村、大沟
头村、双龙社区、东岳社区、凤凰社
区、桑家疃村等7个五星级综合文化
服务中心，各村和社区均以完善的设
施、优质的服务赢得居民的一致
好评。

■张杰与社区协调演出服装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