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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张村河由“城中村”变为“景中
城”，“十里张川”美丽画卷照进现实，到
高质高效完成老旧小区改造，实现“住
有所居”到“宜居优居”……一场关乎城
市发展转型、产业升级、民生改善、品质
提升的全维度更新在崂山区全面展
开。在此过程中，崂山区深入推进文化

“两创”与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与城
市更新创新结合，不断探索新路径、新
模式，不仅让文化“两创”成为城市更新
的持久动力，也让城市在文化的传承创
新中，焕发更加绚丽的色彩。

一砖一瓦皆有记忆

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是延续城市文脉、增强
城市发展动力的题中之义。作为崂
山区的母亲河，张村河曾哺育两岸人
间烟火，承载着很多青岛人的记忆，
在城市更新的进程中，它被重新置于
舞台中央，迎来蝶变新生。而其所在
片区开发建设的背后，涉及了人与自
然、生产与生活、文化与商业等诸多
关系的综合考量。

崂山区在开展张村河片区城市
设计中，不仅融入“记得住乡愁、留得
住乡情”元素，还以文化“两创”为引
领，实现传承与突破，保护与重塑。
例如张村河两岸村庄拆迁时，遗留下
很多红瓦、砖、磨盘等独具当地特色
的老旧物料，崂山区便从中提取花岗
石与砖墙相结合的图案式山墙、卷棚
式屋顶、红砖瓦等元素，融入规划新

建的建筑中，增强当地居民对历史传
承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最让居民津津乐道的，是位于原
李家下庄村委大院的 5棵雪松，它们
被特意保留下来，打造成了一处“记忆
广场”，拆迁的旧石板简单铺设了活动
场地，结合外侧挡土墙打造了“十里张
川”文化墙。“当时拆的时候，心里很不
舍，一砖一瓦都是我们代代人的记忆，
如今我还能看到这些，想起以前在村
里生活的时光，心里真高兴。”时常来
张村河散步的王先生感叹道。

走进社区“点单送课”

做实落地文化“两创”，需要与精
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与城市更新创
新结合，根植基层、扎根地方。记者
走进北宅街道青云台社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这里开展的文化“两创”与
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活动，吸引了
众多社区传统文化爱好者的目光。
不少国画爱好者成为讲师，在社区工
作人员的帮助下，带着居民开展了国
画体验活动。

在华阳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志愿
者围绕乡村文明开展微宣讲，号召大家
用实际行动践行、传承优秀家风家训；
下葛场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以国学经
典为主题，带领居民阅读、思考、感受，
在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力量。

中韩街道则以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为“牵引线”，引入社会组织、共建单
位、辖区高校等专业师资走进社区，形
成涵盖12个类别的40余项课程清单，
建立“点单送课”模式。同时，中韩街
道以文化“两创”为载体，开展新时代
文明实践活动 360余次，策划多主题

文明素养提升活动70余场，举办非遗
文化宣传保护主题课程10余场。

创新打造社区书院

文化“两创”的生动实践不仅体现
在文化传承与创新层面，也在于彼此
间相互促进、协同发展，构建城市全新
发展生态。记者走进中韩街道温哥华
社区，这里打造了“三色”社区书院，让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一种贴近民生、
融入日常的姿态，成为连接居民情感
的桥梁、促进社区和谐的纽带。

红色书院映红辉，温哥华社区依
托“红色书吧”“阅心朗读亭”等文化
设施不定期开展线上和线下相结合
的阅读分享活动，惠及居民 2000 余
人次；古色书院雅韵飘飘，社区坚持
以文化激发特色潜力，依托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开展养生科普、文化培训、
品读“曲艺”等多彩活动；橙色书院汇
聚群英之才，社区通过办活动、搭平
台、唠家常等方式，积极挖掘在文化
宣传方面有一技之长的人才，成立文
化队伍，凝聚起社区书院建设的磅礴
力量。

每一次讲座、每一次阅读分享、
每一场传统文化活动，都在润物细无
声中成风化人。不仅促进家庭关系、
邻里关系、干群关系有效改善，还将
构建和谐稳定、充满活力的基层社会
治理新格局。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掌上青岛
首席记者 张译心

文化“点单送课”到居民身边
崂山区文化“两创”破圈出彩 创新打造“三色”社区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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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 8日讯 8 日，“莱西美
食”走进青岛日报社暨莱西美食推广
活动在位于崂山区的青岛日报社会议
中心成功举办。此次活动不仅将“莱
西美食”带入了青岛日报社，更标志着
该品牌在推广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
步，这为莱西市进一步拓宽当地美食
的销售渠道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会上，青岛市莱西有礼美食有
限公司分别与青岛新报传媒有限公
司和青岛日报报业集团海之晨酒店
管理有限公司成功签署了“莱西美
食”合作协议。各方将充分发挥各自
优势，共同推动“莱西美食”品牌的快
速发展，力争实现合作共赢。

青岛市莱西有礼美食有限公司

是一家专注于推广莱西特色美食及
文化的创新型企业。公司致力于将地
方传统美食与现代运营模式相结合，
推动莱西美食走出本土，迈向全国，甚

至全球市场。依托“莱西美食”品牌，
公司充分利用丰富的地方资源，整合
文化与产业优势，力求为消费者提供
优质、美味、健康的特色食品。

线上，莱西美食充分利用“互联
网+”的优势，已成功入驻微信小程序
和抖音达人带货等平台，并在各大新
闻平台发布稿件，显著提升了品牌的
知名度和美誉度。线下方面，公司积
极参与各类展示展销活动。目前，

“莱西美食”已成功走进青岛市政府
机关、青岛科技大学以及2024青岛环
莱西湖半程马拉松等活动，赢得了师
生和市民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赞誉。
此外，在上海、济南、青岛和莱西等地
设立了26个“莱西美食”展示展销点，

进一步扩大了品牌影响力。
本次展示展销区汇聚了三十余

种特色产品，包括莱西湖水库鱼、莱
西白茶、希杰方便食品、夏格庄蒜香
鸡、日庄火烧、店埠胡萝卜及宜品羊
奶粉等。现场热闹非凡，气氛火热，
吸引了众多职员前来抢购，呈现出一
场别开生面的莱西特色美食盛会。

下一步，公司将通过深入的市场
分析和产品筛选，与政府部门及平台
公司深入协作，为企业带来更加广泛
的支持和保障，进一步巩固“莱西美
食”品牌的核心竞争力，助力莱西美
食在更广阔的市场中取得成功。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掌上青岛
记者 马丙政）

总有一款“莱西美食”能俘获你的胃
“莱西美食”走进青岛日报社暨莱西美食推广活动成功举行

本报1月8日讯 隆冬时节，当大
田沉睡在冬日的寂静中，平度市崔家
集镇的大棚里却是一片生机盎然。在
这片被绿色藤蔓覆盖的温室里，樱桃
西红柿和其他新品种西红柿正沐浴着
温暖的阳光，享受着它们独有的生长
时光。1月7日，记者来到平度市崔家
集镇的西红柿大棚里进行探访，近距
离感受这小小番茄撬动的大“柿”业。

崔家集镇不仅种植着普通的西
红柿，还不断引进和研发樱桃西红柿

等优质品种。2020年，崔家集番茄更
是被农业农村部确定为国家地理标
志保护农产品，入选第二批全国名特
优新农产品名录，成为了平度的一张
闪亮名片，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消
费者和采购商。

“从 8 月底开始种植，到 11 月产
果，一直到来年的6月份，大棚里每天
都会有小番茄被采摘、装箱、往外销
售。”青岛柿柿红农业有限公司总经
理赵永大说，2024 年 2 月，开始试种

“青甜”绿果小番茄，经过两个月的试
种，三亩半的大棚产量达到约 8500
斤，批发均价在8元/斤。这种小番茄
以其脆甜的口感很快得到了消费者
的认可。

崔家集西红柿产业的蓬勃发展
不仅带动了当地农民的增收致富，也
促进了整个产业链的升级和转型。
在崔家集镇，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加
入到西红柿种植的行列中来。他们
通过参加技术培训、学习先进的种植

技术和管理经验，不断提高自己的种
植水平和市场竞争力。目前，崔家集
镇拥有西红柿设施栽培大棚总数达
4500 多个，种植面积超过 2 万余亩。
这些大棚不仅为当地农民提供了稳
定的收入来源，也成为了乡村振兴的
重要支撑。未来，崔家集镇将继续秉
承绿色生态的种植理念，让这份来自
平度的甜蜜与幸福传递给更多的
人。（观海新闻/青岛晚报/掌上青岛
记者 马丙政）

小小番茄成就大“柿”业
平度市崔家集镇大棚西红柿上市受青睐

““莱西美食莱西美食””走进青岛日报社走进青岛日报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