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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开放了！
2月3日，是山东手造烟台综合展示中心

正式免费开放的第二天，记者来到展示中心，
以一个普通游客的身份来一次打卡之旅。

展示中心内设临展厅和手造项目陈
列厅，同时配有多样互动体验功能设施。
烟台传统工艺与沉浸式互动体验的结合
让展示中心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

特色布局方便游客沉浸式体验

山东手造烟台综合展示中心设立于
百年文保单位——协增昌绸缎百货店旧
址（芝罘区北大街73号），建筑布局分为南
北两区，整体二层，局部三层。这是一栋
中西合璧的建筑，经过修建变身为“山东
手造烟台综合展示中心”。

远看这栋历经百年的小楼，改建后古朴
中透着现代元素，彰显着历史与现代的传承
脉络。走近了，可以看到门楣上挂着的烟台
籍著名艺术家、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系创
始人杨先让先生为场馆题写的匾额。

步入展示中心，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近
十面胶东民间窗花剪纸展示墙，红色的背
景墙与一幅幅剪纸画相得益彰。部分作
品为清代创作，主题繁多，各有特色。非
遗研学教室位于同一层，为前来观展的游
客提供了学习体验非遗文化的空间。

顺着楼梯来到二楼，手造项目展示厅
旁的古籍版画拓印体验吸引了不少游客
围观。“用刷子蘸墨，将墨均匀刷到刻字画
石碑上。”拓印体验老师正在一步一步地
教小朋友拓印，“给你这张宣纸，把光滑的
正面朝下盖在石碑上，拿这个板刷均匀地
刷，最好打着圈，最后把纸揭下来，拓印就
完成啦。”小朋友拿起成品画，脸上满是得

意。一旁的家长也跃跃欲试。
进到手造项目展示厅，除了在心里喊

了无数个“哇噻”，简直没有别的词语可以
形容。展品涵盖织造印染类、编织扎制
类、美术绘制类等多个类别，烟台绒绣、古
法植染、胶东布老虎、脸谱绘制、抽纱、制
扇、传统结饰、福山民间玩具……一件件
实物，无不透着先民的智慧与精巧，实用
与艺术完美结合。人间仙境，怕是只有

“仙人”才能创造出如此精美的物件吧。
优美的钢琴音乐时不时地在展示中

心响起，记者循着声音来到三层。入口处
放置了一台金斯波格钢琴，允许游客演
奏。展示中心三层采用了局部展示的格
局，展品涵盖文房四宝类、烧制锻造类、漆
器绘制类、美食生活类等。

山东手造烟台综合展示中心在每一
层的展览区之外都配备了互动体验区和
休闲服务区。游客们尤为青睐一层的咖
啡馆和三层的沉浸式钢琴演奏，逛展听音
乐喝咖啡，一路下来，很是惬意。

互动体验和主题活动丰富

走出一层的剪纸展示区，在去往非遗
研学教室的路上，有工作人员在布置场
景，悬挂灯笼。旗源旗袍展示区的工作人
员苗女士介绍，这是展示中心就元宵节策
划布展的“猜灯谜、闹元宵”活动，将于2月
5日上午9:30-11:30在展示中心举行。

除了定期策划的活动之外，记者观察
到，游客喜欢在互动体验区停留，家长带

着孩子体验拓印、剪纸、投影魔法墙等。
在胶东花饽饽面塑涂色体验区，小朋友们
给“鱼”上色，通过扫描将画作投放到屏幕
上，“小鱼”就会活灵活现地游起来。

记者了解到，展示中心每日上午9点至
下午4点30分开放（每周一闭馆）。展示中
心的非遗互动体验活动是长期开展的，而

“猜灯谜”等活动则就节日进行策划、举行。

更多烟台本地文化走入市民视野

山东手造烟台综合展示中心位于芝
罘区北大街，一些市民得地利之便来到这
里观展。市民李月女士在三层互动体验
区弹钢琴，家住在附近，被展示中心的古
典式建筑风格吸引而来。“我喜欢弹钢琴，
最近正在学。从一层逛上来，发现这里展
示的东西很多。”李月聊起观展感受便打
开了话匣子，“一层的八仙居文创商品不
错，也很适合年轻人，期待可以在这里跟
着老师做手造。”

胶东花饽饽面塑涂色体验区一位市民
向记者说：“我一直关注手造，有了这个展
厅之后，我们可以接触到更多烟台本地的
文化。现在家长带孩子更多的是逛景区，
如果来到这里，孩子们可以坐下来做一些
手工、亲身体验非遗文化，增长一些知识。”

据了解，开放后的山东手造烟台综合
展示中心，将汇聚更多的烟台非遗、手造
精品，常年开展非遗手造产品展览展示和
传习体验活动，定期邀请非遗传承人和手
工艺人展示技艺、传承实践。相信，随着
展品和活动的更加丰富，会有更多的市民
游客前来参观，这里将会成为一个烟火气
浓郁的打卡之地。
YMG全媒体记者 姜合秀 王鹏静 摄影报道

山东手造烟台综合展示中心免费开放

来这里，享一场“非遗盛宴”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庞磊 通
讯员 修莉 京艳 秦帆 摄影报道）在海
阳，农历正月十三这一天，渔民们自发举
行祭海仪式，祈求风调雨顺、鱼虾满舱、平
平安安，经过数百年传承，祭海从原来纯
粹向海神祈福，演变到如今与本土文化、
旅游紧密结合，成为海阳一年一度的开年

“民俗文化大戏”，深受市民和外来游客的
青睐。

2月3日，由海阳市旅游度假区、文旅
局主办的祭海祈福大典在海阳市连理岛
震撼上演。上午9时许，连理岛爱神广场
上彩旗飘扬，庄严壮观。随着喧天的锣鼓
声，海阳大秧歌热闹登场，在场观众倍感
振奋，新一年风调雨顺、幸福吉祥的心愿
仿佛在这一刻得到了实现。古朴典雅的
祭海仪式让每一位游客仿佛身临其境，真
切感受到了渔民们对大海的虔诚与敬畏、
对生活的追求与渴望，整个祭海仪式庄严
肃穆、磅礴大气。

“第一次看祭海，太震撼了！这是海
阳的一份宝贵文化财富，一定要把这一民
俗艺术瑰宝沿袭传承下去！”来自威海的
游客李森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

在海阳虎头湾旅游景区，渔民和游客
从四面八方聚集于此，以传统的方式祈求
平安，表达今年风调雨顺的美好愿景。上
午10点，伴随锣鼓和鞭炮的齐响，祭海大
典仪式拉开帷幕，场面既庄重又壮观，吸
引了众多市民前来观看。

在虎头湾旅游景区，不仅可以观看精
彩的仪式，也可以品尝特色美食。在一侧
的小吃街上，整齐的摊位上摆放着满琳琅
满目的商品，具有海阳特色的白黄瓜、海
蛎子、草莓，本地非遗各式编织工艺品，特
色小吃等……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购买、品
尝，游客们时不时拿起手机拍照并分享到
朋友圈，伴随着商家的一声声吆喝，现场
充满了祥和喜庆的节日氛围。

在海阳核电工业园区大辛家村龙
王庙，早晨 7 点，前来参加祭海仪式的
市民络绎不绝，祈求出海丰收、平安归
航，表达了渔民对大海的浓厚情感和敬
畏之心。

随后，在欢庆的鞭炮声和锣鼓声中，

大秧歌表演拉开祭海大典的序幕。夸张
的舞姿和逗趣的打扮，让在场观众忍俊不
禁的同时又忍不住拍手叫好，喜庆的气氛
感染了在场市民，大家一起参与到祭海活
动中来。

当天，海阳寨前码头、凤城码头、前山

村码头、南邵家村等地也纷纷组织了祭海
活动，作为世代相传的习俗，古老的祭海
活动如今也被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除了
祈求平安丰收之外，祭海活动也由单纯的
祈福转变为传承传统文化、挖掘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重要载体。

昨日，海阳上演开年民俗文化大戏

锣鼓喧天舞秧歌 祭海祈丰年

今天，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一个
节气——立春。《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词条
记载：“正月节，立，建始也，立夏秋冬同。”

立春这天，烟台有吃春饼的习俗，名
曰“咬春”，同时也是对“一年之季在于春”
的美好祝愿。要知道吃春饼的习俗历史
悠久，可追溯到晋，兴于唐。据传在东晋
时代春饼叫“春盘”。当时人们每到立春
这一天，就将面粉制成的薄饼摊在盘中，
加上精美蔬菜食用，故称“春盘”。

吃春饼逐渐成为一种传统习俗,以图
吉祥如意,消灾去难。人们还将春饼互相
赠送,有迎新之意。此外，“咬春”的另外
一种食品是萝卜。因为萝卜味辣，取古人

“咬得草根断，则百事可做”之意。李时珍
对萝卜更是赞誉有加，认为它“根叶皆可
食，可生，可熟，可酱，可豉，可醋，可糖，可

腊，可饭，乃蔬中之最有利益者。”
由于立春不但是二十四节气的开始，

也是春天的开始。每到立春到了，就意味
着寒冷肃杀、万物闭藏的冬天已经过去，
风和日暖、万物生长的春季正在到来。所
以古人创作了不少诗句歌颂此节气。

“五日登州守，千年苏公祠”。曾任登
州知州的北宋著名诗人、书法家苏轼在登
州二十余日，他深入地方，了解民情，视察
海防，留下二十余篇诗作，并连上两个奏
折，以实绩恩泽登州百姓。

而他也曾以立春为题，写下《减字木
兰花·立春》。

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与春
工，染得桃红似肉红。

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
涯，卷起杨花似雪花。

这首词虽是作者被贬时所作，却以欢
快的笔触描写绚丽的春光，寄托了他随遇
而安的达观思想。

YMG全媒体记者 刘晋 摄影报道

编者按
二十四节气蕴含着悠久的文化

内涵和历史积淀，是中华民族悠久历
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
指导农耕生产的时节体系，也是包含
丰富民俗事象的民俗系统。

每逢节气到来，人们除了会进行
必要的农耕生产外，还会制作美食。
随着节气的变化，饮食也会有不一样
的特点。而诗词，则是记录作者感悟
和节气特点的升华之作。

本报即日起推出《诗、食里的 24
节气》专栏，梳理与烟台有关的节气
美食以及与节气有关的古人所作的
著名诗词。

一年之计在于春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王鸿云）2月3日，民进烟台市委
会召开七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
全面总结2022年工作、安排部署
2023年任务。市政协副主席、民
进市委会主委曲荣君出席会议并
作工作报告。

会议指出，2022年，民进市
委会以“矢志不渝跟党走、携手奋
进新时代”政治交接主题教育为
契机，以“聚力走在前列、争当建
言先锋”主题活动为抓手，以“智
荟烟台·同心四行”为依托，努力
加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参政
履职能力建设，较好地完成了全

年工作任务。
会议号召，全市各基层组织和

广大会员要牢记马叙伦老先生“跟
着共产党走”政治遗嘱，发挥智力
优势，突出民进特色，不断凝聚思
想政治共识，加强骨干队伍建设，
提升参政议政能力，亮化社会服务
品牌，为我市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
展、打造更具竞争力的新时代现代
化国际滨海城市贡献更大力量。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共二十
大、民进十三大、《中国共产党政
治协商工作条例》、各级统战工作
会议和中共烟台市委十四届三次
全体会议精神。

民进烟台市委会召开
七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钟
嘉琳 通讯员 刘一鸣）在中国传统
节日元宵节即将到来之际，芝罘区
委宣传部邀请鲁东大学十余名国
际学生相聚在烟台芝罘岛街道西
海岸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共同
庆祝春节之后的又一个节日。

在面点师傅的带领下，外国
友人试着将糯米面团搓成长条，
再用力揪剂，揉成圆团。经过多
次指导，外国友人们终于找到了

包元宵的诀窍。不一会的功夫，
外国友人与面点师傅就包出了很
多元宵，待水煮沸，圆溜溜的元宵
在锅里飘出了糯米香，看着大家
迫不及待地品尝自己的劳动成
果，社区工作人员脸上也露出了
笑容。

香甜软糯的元宵，代表的是生
活团圆、日子和美，对外国友人来
说，亲身体验中国传统节日的习
俗，注定是一次难忘的节日记忆。

包元宵体验中国传统文化
芝罘区邀请外国友人共迎元宵佳节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史崇胤 通讯员 兆平 佳昕）“这
是送您的灯笼，希望您平安出行
文明出行。”3日上午，临近元宵节
之际，烟台交警支队的民警来到
烟台山灯会现场，与市民互动猜

“交通安全知识”灯谜，为市民送
上平安祝福。

走进烟台山灯会现场，四处
张灯结彩，非常热闹。烟台交警
支队民警手持红彤彤的灯笼，向
一位老人问好：“您好，大叔，我们
是烟台交警，今天来给您送平安

祝福。您猜灯谜，我送您一个红
灯笼！”“好！”大叔高兴地说。

“飞蛾扑火，请您猜一种交通
违法行为。”大叔思索片刻，立刻回
答了上来：“是闯红灯吧。”“您猜对
了，送您一个红灯笼，祝愿您元宵
节快乐。同时，提醒您一定不要
闯红灯。”大叔开心地接过灯笼。

连日来，烟台交警针对烟台
山灯会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宣传，
创新宣传形式，通过猜灯谜等喜
闻乐见的方式，让市民更加容易
接受交通安全知识。

猜灯谜送灯笼 元宵节送平安
烟台交警创新形式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宣传

本报讯（通讯员 张敏）元宵
佳节临近，为进一步推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持续深入
推进中国传统节日振兴，厚植家
园情怀，弘扬传统美德，培育文明
新风，3日上午，蓬莱公路中心举
办“庆元宵·猜灯迷”主题活动，中
心全体职工参加本次活动。

活动现场，蓬莱公路中心领
导为全体职工送上节日祝福，并

与大家一起了解元宵节的由来、
讲有趣的元宵节传说、话民间习
俗、猜灯谜……让大家更深刻地
感受到传统节日民俗的乐趣。

通过此次元宵节活动，充分
引导了广大干部职工积极参与传
承节日文化，丰富广大职工的文
化生活，增强凝聚力，营造良好的
文化氛围，达到其乐融融庆元宵，
温暖和谐如家人的活动目的。

其乐融融庆元宵
蓬莱公路中心开展“庆元宵·猜灯迷”主题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亓筱涵）“您
好，老大爷，这是包帮联系服务
卡，上面有家庭医生的电话，请保
存好，今后如果觉得哪里不舒服
想咨询，就可以打电话找医生，非
常方便！”日前，蓬莱区刘家沟镇
包片人员为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
老党员送上家庭医生包帮联系服
务卡，用实际行动关爱老党员。

为切实做好辖区老党员健康
服务工作，充分发挥家庭医生居
民健康“守护人”作用，根据蓬莱
区委《关于做好新中国成立前入
党的老党员关心关爱工作的二十

条措施》有关要求，刘家沟镇党委
为老党员印制了包帮联系服务
卡，卡片包含了家庭医生、村镇包
帮干部及应急服务车辆的相关信
息，为老党员日常就医、用人用
车、物资保障等提供及时的指导
服务。帮扶医生刘洁说：“作为一
名帮扶医生，我一定充分发挥自
己的特长，根据需求为老党员们
提供最专业的医疗服务！”

刘家沟镇党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不断建立健全党内关怀帮
扶长效机制，增强老党员的安全
感、获得感、幸福感。

老党员有了“家庭医生”
蓬莱区刘家沟镇用实际行动关爱老党员

烟台市剪纸非遗传承人栾翠华剪
纸作品《立春》。

临近元宵节，莱州市城港路街道玉皇苑社区、玉龙社区、玉苑社
区、祥和社区党总支联合开展了“携手闹元宵·拥抱幸福年”睦邻党建
活动。 通讯员 于聪聪 孙广民 摄

民俗表演民俗表演。。

市民参加非
遗体验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