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棣县水湾镇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联合“滨滨学堂”、“益起学”蒲
公英课堂开展元宵节主题活动。

志愿者指导孩子们制作“醒狮”灯
笼等多种手工艺品，营造浓浓的节
日文化氛围。（通讯员 杨雪 摄影）

博兴县博昌街道东风社区在
海通·博悦府小区开展“浓情元宵
节”睦邻活动。居民们一起吃元

宵，沉浸在浓浓的节日氛围当中。
（记者 位鲁江 通讯员 韩猛猛 摄
影）

高新区小营街道董川村举办
2025 年新春元宵喜乐会。村民们
自编自演了大秧歌、诗朗诵、歌伴 

舞等精彩节目，营造了欢乐、祥和、
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

（通讯员 张晴晴 摄影）

邹平团市委在“滨滨学堂”
开展了“年画映元宵”主题活动。
孩子们在志愿者的指导下，画出

大红灯笼等作品，在一笔一画中
感受民俗文化内涵。

（通讯员 夏倩 摄影）

2 月 12 日元宵节当天，邹平市
焦桥镇举办了“金蛇献瑞 喜闹元
宵”2025 年元宵节文艺汇演。文艺
爱好者们表演了扭秧歌、跑小驴、

抬花轿等精彩节目，为广大群众奉
献了一场节日文化盛宴。

（通讯员 陈庚 摄影）

无棣县西小王镇小王庄村开
展了“非遗花灯耀元宵”活动。省
级“非遗”代表性项目鲁绣（绒绣）

第六代传承人咸胜男和村民一起
制作荷花灯，共同感受“非遗”魅
力。（通讯员 胡雯慧 摄影）

近日，邹平市韩店镇组织开展
了“猜灯谜 闹元宵 过佳节”活动。
活动现场悬挂着上百个红色花灯

和灯谜笺，吸引了干部职工纷纷前
来猜灯谜，营造了文明、喜庆的节
日氛围。（通讯员 霍广 摄影）

在无棣县馨棣社区活动室里，
县政协委员、社区工作人员、孤寡
老人、孩子们一起做元宵、猜灯谜、

观看曲艺节目，老少同乐，欢庆元
宵佳节。

（通讯员 付美茹 摄影）

邹平市明集镇开展元宵节文
艺惠民活动。戏曲、锣鼓、歌舞、二
人转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丰富了

群众文化生活，让大家感受到了浓
浓的节日氛围。

（通讯员 刘莹莹 摄影）

新春多喜庆 欢乐闹元宵

2 月 12 日是元宵节，沾化区图
书馆组织开展了“蛇岁书香绕 元
宵谜韵浓”元宵节猜灯谜活动，让

广大市民沉浸式感受喜庆节日氛
围和民俗文化魅力。

（通讯员 李秀玲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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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1日，农历正月十四。一大
早，晨雾尚未散尽，沾化区体育馆前
已涌动着人潮。

在体育馆前的舞台上，沾化渔鼓
戏剧团的几名演员已摆好道具、换好
服装，登台亮相。舞台一侧，两名曲
艺人怀抱渔鼓，手持简板，阵阵悠扬
的渔鼓戏曲调如乡间清晨升起的袅
袅炊烟，轻柔地在这片土地上萦绕
——“正月里来闹新春，渔鼓声声唤
乡魂。”渤海湾畔的渔鼓声，裹着咸涩
的海风，将年味酿得愈发浓烈。

在正月里听一场渔鼓戏，是许多
沾化人刻在骨子里的习惯。“元宵节
前后，剧团就会搭台唱戏，演出接地
气、冒热气、能共情，场场座无虚席。”
当地群众王增润说。

沾化区位于渤海湾南岸，独特的
地理环境孕育了渔鼓戏。早年间，渔
鼓戏班随渔船漂泊，因船上摆不开戏
台，艺人便盘坐在船板上，击鼓而歌，
风浪愈急，唱腔愈烈。如今，这番“海
上遗韵”融合了地方歌舞、武术和渔
家号子，已成为当地人不可或缺的年
俗。

十几年前，沾化渔鼓戏还是个门
庭冷落的剧目，一度濒临失传、绝迹。
当时，很多人觉得它“土气”“老旧”

“呆板”——台上演员们咿咿呀呀地
唱、慢条斯理地演，情节和曲调一成
不变。在剧种濒临失传的时刻，沾化
渔鼓戏剧团团长王春贞等人深入沾
化渔鼓戏发源地胡家营村，与老艺人
们同吃同住，靠口耳相传抢救出一批
原生态唱段。

“除不断打捞、复排传统剧目外，
剧团在表演内容和形式上也敢于打
破常规。”剧团演员王巧玉说，在“三

句一扣”的传统板式结构上，结合当
地船号形成“一人唱众人合、领合呼
应”的演唱形式，创作出“一句一扣”

“吹腔”等新板式，演唱方式丰富多
样。

渔鼓戏，如同山居田野里的一缕
乡愁，更似冬枣酿成的一壶老酒，历
经时代更迭、风雨飘摇，正以全新的
姿态生根、开花、结果。

在候场过程中，剧团演员孙鹏程
告诉记者，2024 年，他参演的小剧场
渔鼓戏《今夕何夕》大获成功。“三个
演员，九尺戏台，一个个悬念丛生，一
次次反转推进，演尽人世百转千回。”
孙鹏程说，他们还受邀前往上海、广
西等地巡演。谢幕时，年轻观众涌上
台触摸渔鼓，惊叹“古老剧种竟能如
此先锋”。今年，他们将前往法国、越
南演出，渤海湾的乡音即将漂洋过
海、走向国际。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
来。持续不断的人才支撑是沾化渔
鼓戏历久弥新的奥秘。沾化区文化
和旅游局局长刘新峰介绍，近年来，
当地不断加大人才招引力度，如今的
剧团，“90后”能担大任，“00后”已露
锋芒。渔鼓戏也被纳入当地中小学
生选修课程，常态化推动“渔鼓戏进
课堂”，让古老剧种持续焕发青春活
力。

上午的演出临近结束，台上演
员陆续谢幕离场，而台下观众却不
忍走远，一步一回首，凝望着这座
四方舞台。站在台前，阵阵渔鼓声
似乎依旧在耳边回荡，绵延不绝，
飘向远方。

（新华社济南 2 月 11 日电 记者 
高天）

本报讯 （记者 吕明旺 通讯员 
蒋旭 张忠玺 付殊璐 报道） 2 月 11
日，滨城区消防救援大队消防人员
联合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志愿
者，深入辖区大型商场，开展消防
安全知识有奖竞答暨消防安全宣传
活动。

宣传人员结合商场人流量大、
商户多的实际情况，采取“摆摊设
点”的方式，为购物市民送上“消
防安全大礼包”，通过摆设宣传展
架、发放宣传彩页的方式，向大家
讲解人员密集场所、家庭消防安全

常识，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注意事
项，以及灭火器材的正确使用方法
等消防知识，提醒大家严禁在疏散
通道和安全出口堆放货物，严禁私
拉乱接电气线路，从严防范火灾事
故的发生。

此次活动还设置了消防安全知
识有奖竞答环节，为积极参与活动
的市民发放消防小熊玩偶、消防漫
画书籍等精美文创，吸引了更多市
民参与到消防安全宣传活动中来，
有效提升了广大市民的消防安全意
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2 月 11 日，惠民县孙武街道中心
小学老师在教学楼内打扫卫生。

据了解，2 月 13 日是全市中小学
新学期开学的日子，连日来各校全面

开展卫生清理、安全检查等工作，迎
接新学期的到来。

（记者 郭志华 通讯员 吕占民 
摄影）

本报惠民讯（通讯员 张俊英 报
道）近日，惠民县妇联主要负责同志
到皂户李镇火把李村，实地督导该镇
家庭教育综合基地建设情况。

督导组认真查看了家庭教育综
合基地的现有设施与场地环境，详细
了解了基地建设进度和遇到的实际
困难，并对下一步建设工作提出可行

性建议。
据了解，皂户李镇高度重视家庭

教育综合基地建设，通过整合多方资
源，全力推进各项工作有序进行。该
镇将持续做好“家”文章，全面加快家
庭教育综合基地建设进度，全力打造
集教育性、体验性、服务性于一体的
综合性家庭教育平台。

聚焦做好“家”文章

皂户李镇加快推进
家庭教育综合基地建设

渤海湾畔渔鼓声

消防安全宣传进商场

开展大扫除 迎接新学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