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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巩固国家卫生城市，，
营造和谐优美环境营造和谐优美环境。。

本报 11 月 15 日讯（通 讯
员 郝辉）为全面展示泰山区文
化惠民工作取得的成绩，让群众
乐享文化惠民活动带来的优质服
务，近来，泰山区文化和旅游局多
措并举，开展群众文化服务宣传
引导工作。

泰山区文化和旅游局通过创
新策划编制1分钟短视频、精心
筹备新闻发布会、开展媒体图文
报道、参加电视访谈等多种形式，
依托各级各类媒体以及泰山区融
媒中心所属客户端、微博、抖音、
微信视频号等平台进行广泛推
广，让群众随时随地“看得见”“听
得到”“记得住”，努力营造人人参
与、人人知晓的文化惠民浓厚
氛围。

今年以来，泰山区聚焦满足

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新需求新
期待，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加
快完善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设施
网络，策划举办特色文化活动，全
区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显著提升，
极大地提高了群众文化生活的获
得感、幸福感。

目前，泰山区已形成区——
街道（镇）——社区（村）三级公共
文化体系，泰山区图书馆、泰山区
文化馆、街道文化站、社区文化服
务中心全年免费开放；文化活动
精彩纷呈，累计开展一村一场戏、
书画下乡、公益培训、文艺汇演、
消夏晚会、书画展览、非遗进社
区、公益电影放映等文化惠民活
动1200余场，打造特色图书服务
品牌“泰山书房”7家，惠及群众近
30万余人。

设计独特的桃木如意、小巧精致
的桃木摆件、兼具观赏和收藏价值的
桃木小南瓜……在肥城市桃园镇晒
书城里，一件件桃木工艺品精巧绝
伦，肥城市正港木业工艺品厂就坐落
在这里。自2001年创建以来，该厂
研发的桃木工艺品畅销全国，深受各
地消费者喜爱。

如何让肥城桃木从“烧火棍”变成
“金疙瘩”，肥城市正港木业工艺品厂
总经理、“程木匠”品牌创始人程银贵
用亲身实践给出了答案。今年，该厂

“程木匠”牌桃木工艺品入选“山东手
造·优选100”名单，程银贵表示：“这
是给予我们的最大信任和荣誉，更是
激励和鞭策。”

机缘巧合扎根肥城
一心致力于桃木雕刻

“我的老家是江苏省如皋市，
2001年4月，肥城市举办一年一度的
桃花节，我受朋友之邀来欣赏桃花。”
程银贵回忆，当时桃木最大的用途就
是当柴烧，肥城桃木市场尚未开发，眼
看着大量砍伐下的桃木堆在地旁屋后
得不到利用，作为木雕师的他感到非
常可惜，于是萌生了把废弃桃木做成
工艺品的想法，投资建起了肥城市第
一家桃木加工企业。

经过程银贵的雕刻，一块块桃木
从普通的木头变为精美的工艺品，其
中既有桃木如意、桃木宝剑，也有桃木
屏风、桃木挂件。“创业初期，我们在产
品质量和品种上多下功夫。”程银贵
说。从做第一件产品开始，他每天盯
在现场，确保每件产品都是精品。在
程银贵看来，创新是企业的生命。此
后，他建起了山东省首席技师工作室，

成立了泰安市技师工作站和泰安市桃
木旅游商品产业研究院，以锲而不舍、
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进行产品开发，
每月都有数种新产品上市。

在程银贵的努力下，“程木匠”牌
桃木工艺品先后在国际、全国、省、市
荣获大奖200余项，拥有15项国家专
利，获得中国十强旅游商品、中国品牌
旅游商品、全国桃木旅游商品优秀品
牌、山东省服务名牌、山东知名品牌等
荣誉称号。肥城市正港木业工艺品厂
被评为山东省非遗保护单位、专精特
新企业、泰安老字号企业。

研发出30个系列
4000余种桃木工艺品

选料粗加工、根据不同产品黏合
木料、制作产品设计制图、雕刻……经
过10余道工艺流程，精美的桃木工艺
品被加工出来，这些工艺品又被划分

为不同系列。“比如‘和和美美’‘金玉
满堂’，属于风云茶香系列作品。”程银
贵介绍，这一系列的桃木工艺品通过
立体圆雕、浮雕、丝翎檀雕等雕刻手
法，将各种吉祥动物、植物等中国传统
的文化意象雕刻出来，栩栩如生，是文
人墨客摆放在书房茶室的精美摆件。

在“人生如意”系列作品中，每一
件如意都有独特的设计理念，作品外
罩和底座采用高端大气的缅甸花梨
木，如意本身采用寓意吉祥平安的桃
木。“这个系列作品采用了立体圆雕、
透雕等雕刻手法，图案设计为人参和
灵芝相结合，雕刻成如意外形，取人参
（人生）和如意的谐音，寓意如意人生、
事事如意。”程银贵表示，他们还研发
了吉祥伴手礼系列作品，有雕刻得栩
栩如生的“田园风光”系列，还有谐趣
盎然的“桃趣”系列。

从以前的“烧火棍”到现在的“金

疙瘩”，桃木完成了凤凰涅槃的转变。
目前，肥城市正港木业工艺品厂研发
出桃木剑、桃木如意、摆件挂件、文房
四宝等30个系列4000余种桃木工艺
品，桃木雕刻技艺列入山东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程银贵也
入选了泰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
承人。

培养4000余雕刻人才
带动就业4万余人

如何将桃木雕刻技艺传承好、发
展好，是摆在匠人面前的一个时代课
题。程银贵带头践行劳模精神、工匠
精神，经上百次实验，成功解决了桃木
易开裂、变形、虫蛀等技术难题。“桃木
木质坚硬、木体清香、色泽金黄，适宜
雕刻。但是桃木含糖量高、易虫蛀、开
裂、变形，而桃木的处理又没有先例，
我带领团队反复试验，采用泡、煮、烘
等几十道工序精心处理，终于解决了
这一难题。”程银贵说。

为进一步促进桃木工艺品行业健
康发展，2012年，程银贵提议并发起
成立了肥城市桃木雕刻协会。协会积
极组织参加全国、省级地标博览会，扩
大知名度，同时制定行业自律公约，规
范企业行为，推动肥城桃木工艺品产
业走上健康快速发展的轨道。

一花独放不是春。采取以师带
徒、办培训班、举办技术讲座等方式，
程银贵培养雕刻人才4000余人，帮带
起肥城桃木旅游商品生产经营厂家
160余家、电商500余家，带动就业人
员4万余人，桃木工艺品畅销国内外，
小商品做成了大产业。“我们决心把

‘山东名牌’‘山东优质品牌’‘山东手
造·优选100’的称号维护好、宣传好、
发展好，积极弘扬工匠精神，精雕细
刻、精益求精，多出好产品、新产品，为
泰安市文化旅游事业发展多作贡献。”
程银贵充满信心地说。

本报11月 15日讯（最泰安
全媒体记者 刘畅）近日，由泰安
知名书画工作者赵衍季先生创作
的唐玄宗李隆基《纪泰山铭》十五
米精临长卷，首展于泰山之巅大
观峰下。

长卷由赵衍季耗时两月创
作，宽0.8米，全文1008字，均由
隶书写就，气势恢宏、难得一见。

谈及创作动机，赵衍季表示，
大观峰唐摩崖《纪泰山铭》铭文是
由唐玄宗李隆基亲笔所书，如用
普通篇幅精临，不足以彰显皇家
风度气势，所以他决定采用十五
米长卷进行创作。“创作过程中，
困难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摩
崖上现存的铭文已残缺不全，需

要多方查找资料补齐内容。其
二，对《纪泰山铭》我采取的是拍
照临摹方式，因只能从摩崖下面
向斜上方拍摄，所以照片上的字
体大小并不一致，精临时需要反
复揣摩、二次创作。”赵衍季表示。

此前，赵衍季同样采取拍照
复刻或精临的方式，已完成包括
《泰山百处摩崖石刻》拓片、《泰山
秦李斯碑》拓片、《泰山金刚经》十
五米长卷在内的多部作品，均在
书画界引发强烈反响。赵衍季表
示，近期他还将精临清代书法家
何人麟草书《秋兴八首》与宋摩崖
石刻等泰山书法名作，创作出更
多精品力作，用手中的笔墨向世
人展示泰山书法的魅力。

“太震撼了！无论是灯光效果、舞
台设计还是背景音乐、造型舞美，都非
常引人入胜，我切身感受到了泰山在
中国数千年历史中的重要地位，观看
过程中无时无刻不为祖国灿烂的历史
文化感到自豪。”近日，在“中华泰山·
封禅大典”大型实景演出第88场演出
现场，市民秦先生激动地说。

“中华泰山·封禅大典”大型实景
演出项目位于泰山东麓“原生态”特色
的天烛峰景区。该项目是由山东泰山
旅游集团公司联合国内山水实景演出
顶级团队——北京山水盛典公司精心
策划、倾力打造的，是山东省文化旅游
重点项目，泰安市委、市政府和泰山风
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2009年旅游开
发重点项目。项目于2008年11月开
始建设，总投资3亿元，占地总面积30

余亩，其中舞台5500平方米，观众区
3300平方米、观演席位2364个。

封禅大典实景演出舞台依泰山山
势而建，山水实景为封禅大典剧场营
造了无与伦比的恢宏气势。2018年，
由于剧场独特的地理优势、国泰民安
的深厚底蕴，泰山封禅大典被选为当
年央视春晚分会场。

“中华泰山·封禅大典”大型实
景演出共分为七个篇章，即序幕、金
戈铁马——秦、儒风雅乐——汉、盛
唐气象——唐、艺术王朝——宋、康
乾盛世——清、尾声。

泰安市泰山封禅大典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营销总监曹博文介绍，封禅大
典实景演出是一种全新的艺术呈现模
式：在泰山自然与文化双遗产的基础
上，通过对封禅祈福活动的艺术提炼，

充分运用现代多媒体声光电技术，突
破传统舞台布局，将高科技和自然环
境完美融合，由300余名专兼职演员
倾情演出，给观众带来视觉上的震撼
和享受，是一台气势磅礴、具有浓厚泰
山文化特色的大型演出。

实景演出在全方位声光电的艺术
效果衬托下，在短短80分钟内穿越历
史，再现古代五朝政治生活特征、社会
文化特征和帝王封禅场景，是对中华
文明的崇高礼赞。

今年以来，为应对疫情对旅游业
的冲击，泰山封禅大典全体干部员工
统一思想，创新思路，依托泰山资源
挖掘封禅资源，提高场地、设备使用
效率，创新开设团体包场业务，积极
尝试抖音、门票置换、市民票等模式
运作，拓展营收来源。今年8月份，

泰山封禅大典创开业以来单月销售
纪录和场均收入纪录，表现出良好的
发展势头。

“今年，我们根据疫情、市场和客
源地情况主要进行了4个方面的调
整：由以往的以团队为主体调整为以
客户为主体；由以线下推广为主体调
整为以线上宣传、地推为主体；客源
结构由原来以300公里以外的地接
团为主体调整为以300公里以内直
通车为主体；由以传统接待为主体调
整为以活动、研学、包场促销为主
体。”曹博文说，下一步，泰山封禅大
典将通过演出设备升级、剧场改造、
节目改版等方式对演出内容全面调
整，以更好地体现封禅盛典、贴近泰
山文化，提升节目质量和品位，激发
封禅演出生机和活力。

凌晨3点起床直播泰山日出；在
零下20℃的天气里连续直播6个小
时；两年开展户外直播超1000场……
一系列数字见证了“泰山娟姐”张娟近
年来的辛勤付出。“泰山文化，我想用
自己的方式讲好它。”谈到为何这样
拼，张娟如是说。

金牌导游尝试自媒体

多年前，从外地来泰安上学的张
娟喜欢上了泰安这座城市，选择留泰
生活和工作。2002年，张娟考取导游
证，成为一名导游，通过努力获得中国
首批国家金牌导游等多项荣誉。“最
初，我通过导游带团和导游培训的方
式来宣传泰安、泰山。”张娟告诉记者，
除了带团队时进行宣传外，作为文旅
部师资库入选人员，她在全国各地开
展导游培训时也会积极宣传泰安、
泰山。

2020年年初，受疫情影响，旅游
业遭到前所未有的打击，张娟开始利
用原来做导游的知识储备拍摄短视
频、做直播。同年5月，张娟登上泰山
之巅，以“泰山娟姐”之名直播了一场
日出。从最初的几个人到几百人、几
千人到现在的150余万粉丝，张娟从
未停止努力。“从导游到旅游主播的转
变是比较艰难的，需要不断学习、适应
与探索。我也从短视频方式逐渐向短

视频加直播方式过渡，直播可以实时
展示泰山不同季节和景色，观众能够
更直观地感受泰山的风光和文化。”张
娟说。

登上APEC大会演讲台

今年7月份，张娟登上亚太经合
组织（APEC）大会演讲台。在演讲
中，张娟以《数字文旅促使导游技能迭
代、跨界融通——数据化工具为导游

带来的机遇》为题，从为何坚守导游行
业、利用数字化探索转型不转行的模
式、数字化工具为传统导游带来的改
变等方面，为全国乃至全球导游疫情
时代下的自我转型和提升提供了借
鉴。张娟希望更多导游可以通过数字
自媒体找到出路，在文旅融合发展和
变革中继续做好旅游文化的传播者、
旅游服务的执行者和旅游知识的分
享者。

“在做自媒体的过程中，我的抖音
账号第一个月涨粉10万，第二个月涨
粉20万，第三个月到了50万，这些是
我没有想到的。”张娟说，在一次直播
过程中，一位路过的泰安市民驻足对
她说：“我喜欢你拍的视频，泰安有你
真好。”这让她十分感动。“大家的认可
是一种期待，我告诉自己要不断成长，
不辜负大家的期待。”张娟说。

继续讲好泰山故事

山东好网民榜样人物、泰安市巾
帼十杰、山东新闻频道新闻人物“出彩
山东人”、山东十大导游主播……泰安
见证了张娟的成长，更给予了她成长
的沃土。在经营自媒体的过程中，张
娟用网民喜闻乐见的形式讲述泰山故
事，弘扬泰山文化；用关于泰安、泰山
的正能量小人物和小故事打动人心，
弘扬正能量。

自2020年5月份开始，张娟几乎
每个月都有20天风雨无阻地奔走在
泰山各处，平均每天户外直播3个多
小时，共直播1000多场、3000多个小
时。“天气预报有暴雪，我立刻上山，如
不能第一时间直播雪后美景，我觉得
对不住‘泰山娟姐’这个名字。”这是张
娟在一条自媒体视频里的文字介绍，
正是靠着这股拼劲和担当，她把泰山
故事讲给了越来越多的人听。

“中华泰山·封禅大典”大型实景演出项目：

传播泰山文化 打造泰山旅游靓丽名片

惠民活动处处有 文化服务时时伴

泰山区着力提升群众
对文化服务工作知晓度

泰安知名书画工作者赵衍季作品

唐玄宗《纪泰山铭》
十五米精临长卷首展泰山之巅

“泰山娟姐”张娟：

激励自我不断成长 继续讲好泰山故事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张芮

肥城市正港木业工艺品厂:

桃木雕刻让“烧火棍”变成“金疙瘩”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张芮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董梁

■张娟利用自媒体平台开展网络直播。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董梁 摄

■程银贵展示传统桃木雕刻技艺。 通讯员供图

《纪泰山铭》十五米精临长卷。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刘畅 摄

■活动现场。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