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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风景”——惠民成果共
享，不断擦亮幸福底色

最近，一个新词汇频繁出现在市民的日
常聊天中，这个新词就是“公共文化空间”。
在位于任城区古槐街道的文化空间——运
河书屋古槐馆内，市民读书、自习，尽享惬意
时光。像这样的文化空间全市还有30多处。

今年以来，市文化和旅游局印发《关于
提报城市书房和乡村书房有关工作进展情
况的通知》，建立起城市书房建设月调度机
制。目前，全市已建成标准化城市书房30
个，其中10 个为今年新建，为广大群众带来
了品质化、便捷化的公共阅读新体验。在全
省最美城乡书房评选中，我市一个城市书
房、一个乡村书房分别荣获“全省最美城市
书房”“全省最美乡村书房”。 开展了2022
年度济宁市“最美公共文化空间”评选活动，
共评选出基层文化空间、公共阅读空间、商
圈文化空间、文博艺术空间、沉浸式文化艺
术空间、美丽乡村文化空间等六类20个“最
美公共文化空间”。

加强公共文化服务典型的培育和引导，
组织开展了全市文化和旅游志愿服务典型
项目评选活动，评出了10个市级文化和旅
游志愿服务典型项目。金乡县《高质量打造

“15分钟数字文化圈”服务体系》入选全国
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省推荐
名单。邹城市“创意青春 色彩蹴鞠”项目、
曲阜市“书屋+孔子学堂”全民阅读两个项
目成功入选2022年山东省文化和旅游系统
青年志愿服务优秀项目，入选数量居全省第
一。市文化馆“大家演 大家看 市民大舞
台”新时代文明实践文旅惠民志愿服务项目
和市图书馆“青春同行”青少年志愿服务活
动2个志愿服务案例入选2022年度山东省
文化和旅游志愿服务典型案例名单。

小戏小剧创演如火如荼，精品剧目不断
涌现。在全市开展了“喜迎二十大 奋进新
征程”群众性小戏小剧大擂台活动，全年共
创排群众性小戏小剧20部，小戏《舅舅那些
事》等4件作品在全省群众性小戏小剧评选
中获奖。研究出台《济宁市深化国有文艺院
团改革的实施方案》，进一步激发了国有文
艺院团内生动力。《清澈的爱》在“戏剧中国”
首届全国小戏小品优秀作品展演中获小戏
类优秀剧目奖。《桂梅老师和她的孩子们》
《梁祝》提升版立上舞台，市杂技团与天津霓
泓文化交流有限公司联合创排的儿童杂技
音乐剧《Hellokitty大冒险—西游记》成功
立上舞台。2件作品入选全国杂技展演剧
目，《韵·花样顶技》进军全国杂技比赛总决
赛，我市杂技品牌影响力再创新高。《长征路
上的少年军》斩获中国儿童戏剧优秀展演剧
目奖，我市国有文艺院团原创儿童剧首次走
向全国保利院线，在8省20市巡演，打响了
济宁儿童剧在国内的知名度。创排的肢体
剧《老人与海》入选山东省舞台艺术青年人

才创作扶持项目。10件作品入选山东省画院
联盟年会暨“第十一届全省画院作品联展”，
数量居全省第一。《微山湖上好舵手》入选全
省主题情境小剧十大剧本，2件作品获得全省
优秀作品，我市主题情境小剧声名鹊起。

书香和好剧的最好归宿是广大群众，文
化成果全民共享是文旅部门最高追求。去
年以来，全市累计组织群众文化活动2.8万
余场、乡村阅读活动3.1万余场、送戏下乡
9000余场。剧场惠民演出、市县三级联购
文化惠民演出扎实开展。“我爱阅读100天”
打卡活动如火如荼，参与群众39万多人，成
绩居全国第5位。

“新常态”——保护发展并
重，传统文化焕发新生

2022年，省级重点项目宁德时代新能
源项目落户济宁市兖州区颜店新城，为保障
项目顺利建设，市文化和旅游部门组织专业
机构率先在颜店新城实施文物影响区域评
估，实现了“考古前置”保障重大建设项目顺
利落地实施，在全省率先探索出平原地区区
域文物保护评估工作的新路径，总结出文物
影响区域评估“济宁经验”。

市文化旅游部门坚持文物保护与传承
发展并重，与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签订文物影
响区域评估合作框架协议，构建省、市、县三
级考古协作服务保障体系；出台《关于推进
国有建设用地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前置工作
的实施意见》，全力推进“先考古、后出让”制
度落实；完成乡土文化遗产保护利用项目
34个；印发《关于加强市级以上文物保护资
金管理使用的若干措施》，多措并举提升文
保专项资金预算执行，经验做法得到省文化
和旅游厅印发推广。积极对上争取，2022
年争取国家、省文物保护资金6287万元，数
量居全省第一位。8个项目获国家文物局
2023年度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
项目立项，数量居全省第一。曲阜儒家文化
代表性建筑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入选省第
一批创建名单，金乡鱼山堌堆、嘉祥武氏墓
群纳入省第一批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尼山
文物论坛首次举行，获得与会领导嘉宾的好
评。省文物职业技能竞赛在我市举办，获奖
数量居全省第一位。6处不可移动革命文
物入选山东省第二批革命文物名录，5家单
位被评为省首批乡村（社区）博物馆，5家单
位入选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专题实践教学基地公示名
单。

在新时代，如何让文化遗产“活起来”一
直是文旅人探索的课题。2022年，市文化
和旅游局以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为主题，
开展了一系列活动。针对非遗传承保护，市
文旅部门围绕二十四节气，打造木工、扎染、
古建彩画等非遗体验活动，将二十四节气融
入现代生活。同时，打造“非遗在社区”“非
遗小课堂”品牌活动，在济宁市文化馆、曲阜

市非遗电商服务中心举办非遗购物节，切实
让广大群众了解非遗、记住乡愁。

让文物“会说话”，博物馆承载着重要作
用。2022年以来，我市着力推进“博物馆之
城”建设，9部门联合出台《关于济宁市博物
馆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摸底调研全市乡
村（社区）博物馆177家，推动任城区玉堂酱
园博物馆等10家博物馆和嘉祥县老僧堂历
史文化展示馆等26家乡村（社区）博物馆开
展设立备案工作，着力构建主体多元、功能
完备、富有济宁特色的博物馆体系。一年
来，“5·18国际博物馆日”“文博大课堂”“博
物馆里过大年”等系列活动相继举办，在这
些城市文化地标里，找寻共同的文化印记。

“新时尚”——产业赋能升
级，文旅融合迈向新阶段

到曲阜三孔明理启智，到尼山圣境打卡
无人机表演，到“运河记忆”文化街区乘船夜
游，到微山湖观鱼鹰表演、赏渔家婚俗……
这一年，文化济宁热度越来越高，各类新体
验、新玩法频频出圈，“文化济宁”“游读济
宁”相关话题抖音播放量已超3.7亿人次。

大流量背后，是济宁文旅项目的扎实建
设和文旅产业的培育积累。

2022 年，我市全力推进文旅项目建
设。已招引并落地建设5个项目，其中汶上
不夜城文旅项目和嘉祥吉祥生态康养文旅
综合体2个项目于6月26日在2022山东省
旅游发展大会进行签约。石门康旅慢城等
4个项目入选2022年新旧动能转换优选项
目库，第一粮仓片区城市更新项目入选
2022年“双招双引”重点签约项目库。复兴
之路文化科技、鲁源小镇、南阳古镇旅游综
合提升工程项目有序推进。

我市建立了乡村旅游、研学旅游培育
库，完善济宁市旅游智库。争取乡村振兴重
大专项资金涉及济宁乡村旅游奖补资金
870万元，是历年来争取到的最高数额。全
市70个村庄成功进入山东省景区化村庄培
育库。兖州区新兖镇牛楼村获评全国乡村
旅游重点村。微山县微山岛镇杨村、邹城市
张庄镇上磨石岭村、邹城市城前镇越峰村创
建为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任城区长沟镇
城王村等18个村创建为省级景区化村庄。
济宁儒乡慢境文化体验之旅入选文化和旅
游部、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联合推出
的“乡村是座博物馆”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
路，山东省仅5条线路入选。泗水龙湾湖被
评为省级乡村旅游民宿集聚区。济宁市泗
水县朴宿龙湾·粮舍荣获山东省旅游民宿设
计评选之十佳建筑设计民宿。“游读济宁
——打造世界儒家文化研学高地的探索实
践”研学旅游经验获省政府文化创新奖，孟
府孟庙获省首批台港澳青年交流实习基地。

大力推进“文旅+”。强力推动“文旅+
康养”融合发展，曲阜市获评2021年度省文
旅康养强县，微山岛文旅康养度假区获评山

东省文旅康养融合发展试点区。探索实施
“文旅+生态”，梁山县水泊梁山景区、鱼台
县惠河湿地生态旅游区入选山东省生态旅
游区创建单位。推进“文旅+工业”，友泓食
用菌智慧产业园工业旅游基地入选省工业
旅游示范基地。

大力推进文旅消费。开展济宁第六届
文化和旅游惠民消费季，累计发放五批文化
旅游惠民消费券380万元，组织141家景
区、星级酒店和文旅企业入驻平台，开展消
费季主题活动80余个。邹城市夜画八里鑫
琦夜巷街区获评省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
集聚区。9家企业入选“山东手造·优选
100”企业。

“新气象”——安全规范有
序，文旅市场健康发展

2022年，市文化和旅游部门与全市文
旅企业一道共担风雨、守望相助。全力做好
助企纾困，推荐9个文旅装备设备新建项目
贴息贷款获文化和旅游部等审批，享受两年
贴息5%的政策优惠。开展文旅产业干部

“助企攀登”活动，由18名副县级以上领导
干部固定联系包保36家规上、规下文化旅
游企业，常态化为企业送政策、解难题。加
快培育市场载体，组织30余家企业参加第
三届中国国际文化旅游博览会首届传统工
艺大会，我市荣获优秀组织奖3个、十佳展
示体验窗口1个，优秀展区2个，先进个人3
个。实施景区惠民政策，自6月份开始，全
市99家A级旅游景区面向全社会免费开
放，7月1日至9月30日，除周末及法定节
假日外，我市执行政府指导价的国有A级
景区全部执行不低于5折的首道门票票价
优惠，市文旅部门对国有A级旅游景区优惠
进行了补助。

练好内功，规范文旅行业管理的脚步永
不停歇。不断推动旅游景区高质量发展，下
发了《关于推动景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加
快推进旅游景区提档升级，鼓励旅游景区做
大做强。开展国有景区体制机制改革，推动
国有景区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三权分
置”。文旅市场管理规范有序，联合公安、住
建、消防等部门，开展剧本娱乐经营场所摸排
和备案，筑牢了新兴业态监管防线。强化文
旅行业社会组织管理，下发专门通知，分组召
开会议，定期调度情况，加强业务监管，确保
了社会组织管理更加规范。强化标杆打造，2
家单位荣获全国版权示范单位，数量居全省
第1位，有效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强化执法
督察，以扫黄打非、娱乐场所、网吧等为重点，
实施多项专项行动，出动9.5万余人次，检查
单位25500余家次，全省旅游市场执法现场
会在我市举办。强化安全生产，编印《安全生
产法律汇编一本通》，局属单位开展各类演练
63次，全市各级文旅局出动检查组2153余个
次，出动人员6662余人次，检查企业9338余
家次，确保安全生产工作万无一失。

文化自信彰显文化自信彰显““新魅力新魅力””文旅品质创出文旅品质创出““新高度新高度””
20222022年济宁文旅亮点工作回眸年济宁文旅亮点工作回眸

2022 年夏天，歌曲《走吧，去济宁》火遍
全网，让全国网友感受到了有山有水有文化
的济宁魅力，“文化济宁”多次“出圈”。市文
化和旅游部门步履不停，接连承办全省旅游
发展大会、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等高端会议
活动，培育打造的微山湖旅游区成功创建国
家 5A 级景区，全国首家中外文化交流中心
文旅研修基地落户济宁，我市成为世界旅游
城市联合会会员……回眸2022这一年，一个
个文旅发展亮点不断铸牢济宁人心中的文
化自信，呈现出文旅融合“新风景”“新常态”

“新时尚”“新气象”，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新期待。

本报通讯员 蒋琰 李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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