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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文化社区建设“一路生花”
崂山区金家岭街道深耕人文沃土 推出系列特色活动探索创新路径

镇街镇街深观察

创新
文化热潮涌动金家岭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根和魂，亦是重
要的生命力、凝聚力、辐射力和竞争力。
为了切实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金家岭街道通过设置
文化课程、开展文化活动、建设文化社区，
打造人人可学、时时可做、处处可行的文
化金家岭，推进文化“两创”与精神文明
建设融合发展，以文化赋能基层治理。

金家岭街道建设特色文化社区，示
范带动全域文化繁荣。街道选取鲁信长
春、东城国际、康城和钟家沟社区，分别
围绕节气、友邻、家学、家常四大主题建
设文化社区。

清明做艾，谷雨采茶，作为金家岭街
道着重打造的“人人可学、时时可做、处
处可行”的文化社区，鲁信长春社区在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陆续开展了古琴、书法、
京剧、合唱、茶艺、健身舞等系列公益课
堂和艾草中药养生锤DIY、拍打操、崂山
茶文化——谷雨嘉年华开茶仪式等节气
活动，优秀传统文化如同一缕惠风，浸润
居民们的心灵，助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社区落地生根。

社区邀请青年手工艺术家现场教居
民手工 DIY艾草中药养生锤。以《健康
需要常“敲打”》为题，为居民详细讲解了
中医养生及养生锤的制作方法和功效。
随后，在老师的指导下，居民开始动手制
作养生锤。缝制袋子，填充艾草和棉花，
放置中药……不一会儿，一个个散发着
淡淡草本药香的养生锤就制作完成了。
大家拿起制作好的养生锤，互相捶一捶，
周身疲惫顿时减轻了不少。

社区组织居民到午山茶庄开展崂山
茶文化——谷雨嘉年华开茶仪式，在茶
园里，居民现场聆听崂山民俗学家讲述
崂山茶“南茶北引”的故事，共同朗诵《崂
山春茗赋》，喊起采茶号子，拿起小竹篮，
采下春天的嫩茶。随后，在老师的指导
下，居民还现场观摩体验了炒茶、制茶、
泡茶等流程，在谷雨时分品茗畅谈，好不
自在。

金家岭街道将继续围绕节气主题打
造鲁信长春文化社区，以“二十四节气美
好生活课”贯穿全年，创新活动形式，丰
富活动载体，让基层文化“活”起来、居民
群众“动”起来，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社
区居民生活、融入基层社会治理，激活文
化社区建设“一池活水”。

传承
让国潮风走近居民身边

文明，因互鉴而鲜活；文化，因传承
而不朽。金家岭街道将文化社区建设与
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结合，着力保障
基层群众文化权益，以优质资源丰富大
家的文化生活。

金家岭街道通过设置系列文化课
程，大力丰富居民精神生活。金家岭街
道精心策划“二十四节美好生活课”等系
列文化课程，开展了包括立夏烧制非遗
瓷版画、多彩民族风·共绘中华情——春
日“非遗”之旅等体验式课程，让居民沉

浸式感受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滋养，推
进文化社区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
展。

金家岭街道根据各社区不同群体的
多种需求，为石岭路、惠都等近30个社区全
面开展了古琴、拼布、扎染、剪纸、掐丝珐
琅、茶艺、扎染、插花、纸艺、太极拳、八段
锦、家学讲座、形体舒展健身课、拍打养正
操等10余种社区教育课程和文化活动，真
正让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居民生
活，以文化浸润居民心灵、赋能基层治理。

2023 年，石岭路社区创新打造了
“幸福石岭”非遗手工创益工坊。在这
里，居民可以跟着老师学习最新潮的毛
线钩织方法，边动手边聊天，在轻松的氛
围中暂时忘却生活的烦恼；可以跟着泥
塑老师学习制作各式各样的泥塑工艺
品，赋予泥土以鲜活的生命，传承指尖上
的泥土艺术；可以选一款皮影人偶，在灯
光摇曳下编织一个动听的传统文化故
事，来一场传统文化的心灵之旅……

社区党委副书记仇哲艳是这里最早
的编织老师，她利用自学的编织技艺，带
领居民一起编织作品，编织梦想。“截至
目前，我们已经培养了 12 名授课老师。
既有社区工作人员，也有企业员工，还有
社区居民、全职妈妈，越来越多的人在这
里发现文化之美、艺术之美，在交流沟通
中获得新知，在动手实践中找到自我价
值。”仇哲艳说，大家创作的相关文创作

品在博览会、市集、巡展等多个平台上展
示、展销，深受居民喜爱。他们还用收益
购买材料制作成精美的非遗作品赠送给
社区“星儿”妈妈、残疾人、老年人等，传
递爱心，传承文化。

如今，在金家岭街道，传统文化热持
续升温，拼布、古琴、书法、太极拳、扎染、
中医养生……多样的文化活动在丰富居
民文化生活的同时，也让传统文化在创
新中赓续绵延。

探索
文化生辉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

文化织梦，非遗生辉。青岛市崂山
区金家岭街道文化“两创”热潮持续涌
动，巧手绣香包、创意折花朵、彩绘布老
虎……一幕幕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交相
辉映的生动“剧目”轮番上映，带来了丰
富的文化盛宴。

近日，康城社区匠心独运，举办了一
场主题为“创意唤醒”的非遗香包传统文
化创新活动，带居民“穿越时空”，与传统
文化来了一次现代式邂逅。活动现场，
古典韵味与现代创意交相辉映。

专家的细致讲解让居民深入了解了
香包背后的文化内涵。从聆听到观赏，
从学习到创造，在传承人的悉心指导下，
居民们变身“小小工匠”，一针一线之间
再现古老技艺，同时融入个人创意，制作

出独一无二的香包，展现了文化传承与个
人创新的完美融合。

一把剪刀一张纸，剪出一个大千世
界。近日，石老人社区剪纸课堂如约开
课。大家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认真创作，
从一个月牙到一个方形，从一折的苹果
到两折的“喜”字，从三折的牡丹到四折
的“福”字，从立体的“春”字再到五折的
窗花……简单的红纸变身许多栩栩如生
的图案。创作完成后，大家争先恐后地展
示着自己的作品，在收获快乐的同时，更
体验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为培养孩子们对传统工艺的热爱，近
日，颐都社区开展“启迪童心，塑造未来”
青少年陶艺体验活动。现场，陶艺老师向
大家介绍了陶艺的由来、兴起、发展和悠
久的历史文化，并讲解了陶艺制作的基础
知识和要领。在陶艺老师的认真引导下，
大家充分发挥自己的观察力、想象力，运
用捏、揉、拍、挤等技法认真创作。最终，
一件件精美且富有想象力的陶艺作品便
呈现在大家面前。

金家岭街道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两
创”实践活动，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
性，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当下
的金家岭街道，正以积极创新、实干担当
厚植“两创”之根，铸强文化之魂，让文化
社区建设工作一路生花，繁花不断……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姜丹宁
通讯员 赵晓彤 摄影报道

历史长河奔流不息，文明光辉绵延不绝。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
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如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飞入寻常百姓家”？如何让居民共享文化社区建设成果？ 金家
岭街道党工委宣传统战委员孙晓雯介绍，崂山区金家岭街道以守正创新作答、以实干担当作答，
更以实绩实效作答，不断深耕人文沃土，探索创新路径，实现传统文化与居民之间的融合共情，
让文化金家岭不断展现新气象。

鲁信长春社区古琴课。 根据不同群体需求，街道开展丰富的文化活动。

山水名园社区开设团扇制作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