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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历城区文化馆年报 

 

2022 年，历城区文化馆严格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以喜

迎二十大、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创新开展了形式新颖

的公益文艺演出、艺术普及，志愿服务走基层、非物质文化

遗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等工作，举办了内涵丰富的群

众文化活动，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具体如下： 

一、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工作 

对外开放期间，区文化馆每日开馆前后均对各功能厅室、

办公区域进行消毒，建立消毒、检查等工作台账，在入馆处

醒目位置放置入馆须知，设立告示牌，提醒市民遵守相关防

控的要求、常识和注意事项。安排工作人员在文博中心一楼

大厅出入口进行体温测量，口罩佩戴，检查进入人员健康码

等工作。工作人员坚持每日体温自测，确保了来馆群众的人

身安全。在疫情形式严峻期间，区文化馆全体员工主动担当，

下沉到王舍人街道建筑工地、华山高速路口、荷花路街道派

出所等地、协助疫情防控指挥部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圆满完

成工作任务。 

二、以“喜迎二十大·奋进新征程”为主题，开展丰富的文

化活动 

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在全区营造喜庆热烈的浓

厚氛围，区文化馆积极开展各类文化活动。举办“喜迎二十大 



起舞向未来”2022 年济南市历城区广场舞展演。七一前夕举

办“不忘初心跟党走 同心共筑中国梦”历城区喜迎二十大红

色主题美术精品图片展以及萨克斯乐团红色主题萨友音乐

会。国庆节期间，举办“喜迎二十大 奋进新征程”“中国梦·非

遗行”进基层暨党员文化志愿小分队活动走进历城区专场演

出。在我区郭店街道虞山书院六艺馆展厅举办“喜迎二十大 

礼赞黄河魂”非遗作品展。开展线上喜迎二十大历城区 2022

年新创优秀文艺作品展播系列、舞蹈作品鉴赏等活动，以饱

满的热情，迎接二十大的到来。 

三、弘扬黄河文化，打造《黄河号子》、“家住黄河边”

历城集美非遗文化市集品牌项目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重要讲话精神，区文化馆打造“家住黄

河边”历城集美非遗文化市集主题活动。融合传统技艺、传统

美食、传统美术等非遗项目于一体，包括桥氏木作、济南喜

面鼻烟、黄河澄泥陶印章、鲁绣等 20 余个各具特色的非遗

代表性项目参与。在济南洪家楼悦立方、万虹广场等各大商

超成功举办，深受群众欢迎，已形成我区非遗品牌。 

“历城集美”作为我区重点打造的非遗文化品牌，参加了

第三届国际文旅博览会，在历城馆精彩亮相，宏济堂、黄河

澄泥陶印章、葫芦烙画、老济南酥锅等参加了展览。其中，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yMzkzNzQ4Ng==&mid=2247489367&idx=1&sn=aec9b3b2c35b3853203ecf6f5c7a63ab&chksm=e817c1f6df6048e086a1e2e1cd965545ec6c4a7513209ebee32831c560403cdef7e3fb44ce12#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yMzkzNzQ4Ng==&mid=2247489367&idx=1&sn=aec9b3b2c35b3853203ecf6f5c7a63ab&chksm=e817c1f6df6048e086a1e2e1cd965545ec6c4a7513209ebee32831c560403cdef7e3fb44ce12#rd


鲍山刻瓷项目，现场组织小学生进行刻瓷展演，成功吸引李

干杰书记驻足观看。李干杰书记热情询问了本项目在历城的

传承发展情况，引起媒体高度重视，做了大量相关专题报道。

历城区文化和旅游局荣获组委会提名优秀组织奖。 

区文化馆深挖黄河文化，打造《黄河号子》，根据我区

经济社会发展，制作音乐、道具，编排舞蹈动作，与荷花路

街道合作招募演员进行排练，舞蹈表达了劳动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憧憬和向往,展现了浑厚的黄河文化。 

四、提升群众文化满意度，对接市级院团开展志愿服务

走基层活动 

为提高群众艺术鉴赏水平，提升群众对文化的满意程度，

历城区文化馆对接山东省歌舞剧院、山东省柳子戏艺术传承

保护中心、济南市歌舞剧院、济南市曲艺团、济南市吕剧团

等市级文艺院团开展“家住黄河边 心系黄河情”2022 年市级

文艺院团志愿服务系列活动走进荷花路街道、全福街道、唐

王街道、王舍人街道、鲍山街道、洪家楼街道等地社区、农

村演出 30 场，发动庄户剧团开展营造乡村浓厚文化氛围的

公益性演出 100 余场，此次活动群众参与率高、活动密集、

影响广泛，为提升全区群众文化生活满意度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 

五、购买 70 场市级院团演出，“一年一村一场戏”覆盖率

达 126%。 



 2022 年，“一年一村一场戏”活动在我区演出 336 场，

覆盖率达 126%，极大丰富了我区群众的文化生活。 

   （一）购买市级专业院团演出 提升群众文化生活满意度 

2022 年，区文化馆积极对接，购买济南市吕剧院 70 场

演出，参与到一村一年一场戏免费送戏工程中来，为我区群

众提供了更高水平的、更专业的戏曲演出，满足了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升了群众文艺鉴赏水平以及对

文化生活的满意度，深受群众喜爱与欢迎。 

（二）促进与淄博市五音戏传承保护中心的交流与合作  

为促进省会经济一体圈的文化融合与发展，在“家住黄河

边 礼赞黄河情”历城区 2022 年“一年一村一场戏”免费送戏

工程启动仪式上，区文化馆邀请淄博市五音戏艺术传承保护

中心来到历城进行演出。五音戏与历城有着不解之缘，五音

泰斗邓洪山出生在历城区坝子村，被广大戏迷送艺名“鲜樱

桃”。活动为两地戏迷提供了精彩的演出，促进了两地区五音

戏的交流与合作，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贡献了力量。 

六、线上线下相结合，创新公益艺术普及新形式 

上半年，区文化馆线下面对全区群众开设戏曲、舞蹈、

萨克斯（少儿、成人）、少儿拉丁舞、木板大鼓、合唱等六

个班次艺术门类丰富的公益艺术课堂，受众达 6000 余人次。 

同时，创新开展线上一分钟萨克斯、国粹微课堂、舞蹈

等课堂，并推送至抖音、学习强国等平台。其中，学习强国



平台发布“一分钟学会萨克斯”系列活动点击量达 109 万。新

颖的形式，简单易学的视频内容深受群众喜爱。 

七、原创文艺作品 

  2022 年区文化馆积极组织我区文艺人才、艺术团队、本

馆专业人员以喜迎二十大、我区道德模范、疫情防控等为主

题创作了一批群众喜闻乐见、艺术水平较高、传递社会正能

量的文艺作品 22 件，其中小戏 10 部，舞蹈作品 3 件、木板

大鼓作品 2 件，歌曲作品 3 首及其他作品 4 部。 

为弘扬名士文化，以我区历史名人辛弃疾诗词《破阵子》

诗词为题材，编创歌曲《破阵子》，由济南市音乐家协会主

席陈雷编曲，邀请济南市音乐家协会理事徐晓琳担任指挥和

辅导老师。特邀著名音乐人亚洲鼓王王超，青年钢琴家晟翔，

青年琵琶演奏家孝楠为伴奏，我馆精选 80 人合唱队从 3 月

开始进行排练，并录制宣传视频，顺利参加济南市第八届国

际合唱节展演。 

在山东省群众性小戏小剧评选活动中，区文化馆根据我

区扶贫第一书记李洪文事迹改编的《夫唱妇随》荣获三等奖。   

山东琴书《爱心芸豆》在济南市委宣传部组织的百姓宣

讲活动中取得一等奖的好成绩。 

根据历城民歌编创舞蹈作品《绣荷包》，在济南市广场

舞大赛中荣获二等奖。 

根据疫情防控，编排小戏《疫情妈妈》，在“一村一年一



场戏”免费送戏工程中演出 10 场。原创小戏《偶相逢》、《比

孝心》《偏方》、《营救》《触网》等作品，原创舞蹈《亲吻祖

国》《迈开大步奔小康》。我区市级非遗传人李文山老师根据

历城乡俗俚语创作木板大鼓《报花名》、我区艺术团队创作

木板大鼓作品《喜迎二十大》。创作歌曲《我家门前有条河》

《赞美你小清河》。原创山东快书《党徽闪闪耀万年》。原创

笙独奏《颂歌献给党》，京歌《春满人间》，民乐合奏曲《新

春乐》。 

八、开展冬春文化惠民季及其他节庆日活动 

2022 年 1 月开始，区文化馆在全区开展“我们的中国梦 

文化进万家”2022 年历城区冬春文化惠民季文艺演出，系列

活动陆续走进我区董家街道、唐王街道、鲍山街道、郭店街

道、洪家楼街道、荷花路街道、历城区特殊学校等社区和农

村演出近 20 场。举办元宵节系列活动、庆三八手工体验课，

二月二、七夕节等传统节日的线上宣传活动。 

九、改革创新，推动非遗“两创”工作 

 （一）开展第六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评审工作 

前期通过走访各街道，充分挖掘本土优秀传统文化，征

集申报非遗项目，于今年 5 月，在虞山六艺馆组织召开了历

城区第六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评审会和 2022 年度区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评审会。此次共 22 个

项目、2 位代表性传承人参加、通过了评审，其中传统技艺



15 项、传统美术 5 项、传统舞蹈 1 项、传统音乐 1 项。极大

丰富了我区非遗项目门类，让看得见、摸得着的优秀历史文

化融入群众生活。 

（二）在济南各市区中以最多项目参加第七届中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 

在今年的第七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上，我区做

为济南市参与项目最多的区，6 个项目参展，宏济堂中医药

文化项目入选在“新时代  新成就”十八大以来全国非遗保护

成果展展区，桥氏木作技艺、砂陶烧造技艺、手捏陶制作技

艺、旗袍制作技艺、钤印与铝箔画项目在济南板块展出。在

全国最高等级的非遗文化宣传平台上，弘扬了历城本土文化。 

（三）打造非遗聚集地，顺利完成第一批区级非遗工坊

评选认定工作 

为形成我区非遗项目的整体宣传合力，提升我区非遗项

目的影响力，区文化馆对接虞山书院，为我区非遗项目提供

公益性的生产发展场地，打造虞山文体公园非遗聚集地，目

前已有双手刀剑、儒家文射、香事文化、手捏陶、黄河澄泥

陶印章等五个项目入驻。非遗聚集地为我区非遗项目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形成产业化，创作文创产品，提供有力

的平台。 

联合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区乡村振兴局下发关于

评选认定历城区第一批非遗工坊的通知。9 月，三部门相关



领导对收到的非遗工坊资料进行了现场的评选和认定。最终，

济南虞山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六艺馆）入选历城区第一批非

遗工坊。10 月初，六艺馆入选济南市市级非遗工坊项目库。 

（五）开展非遗进校园、非遗展演月活动 

开展 8 场冬春文化惠民季--非遗进校园系列活动，开展

“庆六一”非遗进校园活动。馆内举办沉浸式体验剧场——木

偶戏《少年闵子骞》演出、新春剪纸公益体验课、元宵节非

遗“面塑”体验课。线上开展非遗展演月项目展示等一系列活

动，让广大群众感受到了非遗的独特魅力。 

（六）参与国际文化交流活动 提升我区优秀传统文化

影响力 

组织我区非遗项目参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际在线、

山东省网信办主办的“打卡中国”网络国际传播活动。本次活

动以“黄河文化”为主题，我区桥氏木作技艺、喜面鼻烟制作

技艺、鲍山刻瓷、鲁绣、面塑、铝箔画共六个非遗代表性项

目，以展示、展演、及互动体验等方式在现场吸引了来自英

国、韩国、埃及、印尼、格鲁吉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南

非等国家的外国友人。既好奇又惊叹，外国网红纷纷跟着师

傅们学起了技艺。非遗项目的亮相让外国友人直观感受到我

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独特魅力以及厚重的传统文化底

蕴，更进一步展示出了黄河文化的深厚内涵。 

组织春泥造物旗下的桥氏木作技艺和砂陶烧造技艺参



加山东手造优选 100 活动，并成功入选。 

组织项目参加济南非遗购物节、济南市非遗精品展。组

织手捏陶项目和鲁绣项目传承人参加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黑陶（陶瓷）技艺及拓展应用研修班、中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鲁绣研修班。桥氏木作技艺、砂陶烧造技艺、香

事文化、黄河澄泥陶印章制作技艺参加 2022 第三届山东省

研学创新线路设计大赛 2022 第三届山东省精品旅游文创设

计大赛启动仪式。 

2023 年工作计划 

1、开展好冬春文化惠民季、春节民间民俗文化活动、文

化志愿服务演出进社区、乡村等文化惠民线上线下活动。 

2、弘扬黄河文化，结合经济社会发展新政策，继续组

织好弘扬社会正能量，引领群众向上向善的优秀原创文艺作

品。 

3、继续开展好“一年一村一场戏”免费送戏工程工作，不

断创新送戏下乡举措，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4、开展庄户剧团技能大赛、历城区广场舞大赛等有特

色的群众文化活动，提高群众参与度，扩大影响力，提升群

众文化生活满意度。 

5、继续开展门类丰富的公益艺术普及，提升全民艺术

素养。 



6、继续深入挖掘我区优秀传统文化，开展第七批区级

非遗项目评审以及第二批非遗工坊的评审工作。 

7、完成好上级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历城区文化馆 

2022 年 12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