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博物馆体验“奇妙夜”
博物馆深度游助力“文博崂山”火爆出圈

家门口“绽放”文化新空间
市北区打造15分钟文化生活圈 市民“近”享多彩文化生活

瞰资讯

不同污染物 差异化应对
即墨区新版重污染天气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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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市北区通过优化文化阵
地、创新文化活动和强化数字服务，
打造 15 分钟文化生活圈，致力于构
建一个便捷、高效、丰富的文化服务
网络，让居民在家门口“近”享多彩文
化生活。

“近”享多彩文化生活

去年年底，市北区图书馆昌邑路
馆改造升级，这处城市书房一亮相，就
成为不少年轻人的“心头好”。上下两
层，2500 余平方米的开放式阅读空
间，3 万余册图书陈列在一排排顶天
立地的木制书架上，一盏盏墨绿色的
台灯摆放在原木色的书桌上……在拼
颜值、卷功能的同时，这里的服务也越
来越“宠”读者。考虑到部分读者的晚
间阅读需求，市北区昌邑路城市书房
延时开放到晚上 8 点，每天来这里阅
读学习的人络绎不绝。

将“家门口”的文化阵地提档升级，
让 新 型 公 共 文 化 空 间 成 为 新 地 标 。
2024年以来，市北区文旅局不断推动城
区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实现质的提升，积
极拓展城市文旅新空间，通过政府引
导，企业参与等方式，创新推出了城市
书房、庭院演艺、文化驿站、城市音乐角
等多类型的城市文化空间 30 余处，开
展全民阅读、文化演艺、公益培训等文
化活动千余场次。

白天上班，晚上“学艺”，市民在忙碌
的生活里，也能为自己打开一扇“兴趣之
窗”。市北区持续开展“百姓课堂”、艺术
夜校公益培训，开设有少儿街舞KPOP、
空灵鼓、成人吉他基础班等 26 门课程。
开设艺术夜校是市北文旅推动全民艺术
普及的一次全新尝试，既方便上班族利
用下班和周末时间“充电”，也方便上学
娃课后学习新技能，有利于让更多群众
就近享受高品质的公共文化服务，进一
步提升市北区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面。

一键打开文艺“朋友圈”

一张图整合全区34处公共文化服务
场所，让你轻松找到身边的文化空间，寻得
文艺搭子。为更好满足群众的公共文化需
求，市北区强化公共文化设施数字建设，提
高数字化服务水平，整合区内各类公共文
化场所信息，充分发挥互联网+、大数据等
技术优势，推出“市北文化圈交互电子地
图”，全面展示市北区的历史文化、特色街
区、非遗、时尚地标、社区活动中心、各类
文体活动等特色资源，串联街道、社区、景
区、文旅企业等不同主体，推出文旅融合
打卡线路，赋能文化惠民活动，通过线下打
卡的形式，让文化场馆“活”起来、“火”起
来。市北区不断丰富文化惠民数字服务平
台内容，2024 年，发放各类公益演出票
8000余张，发放文旅消费券10万张，让群
众足不出户就能充分感受线上文旅服务的
便利。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于捷

日前，即墨区政府办公室印发了修
订后的《青岛市即墨区重污染天气应急
预案》，进一步完善区域重污染天气应对
响应机制，统筹做好全区重污染天气应
急响应工作，提高重污染天气预警预报、
应急响应能力和环境精细化管理水平。

新版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适用于
即墨区行政区域内出现重污染天气时
的应急工作。对不同污染物造成的重
污染天气，采取差异化应对措施。臭氧
污染在 2023 年首次被纳入预警后，今
年起不再单独列入重污染天气预警。

与旧版相比，另一大变化是，因沙
尘、山火、局地扬沙、国境外传输等不可
控因素造成的重污染天气，应及时向社
会发布健康提示信息，引导公众采取健
康防护措施，可视情采取加强扬尘源管
控等措施。

重污染天气预警统一以空气质量
指数（AQI）为指标。AQI 日均值按连
续 24小时（可以跨自然日）均值计算。
预警级别由低到高分为黄色、橙色和红
色预警三级。相应地，应急响应由低到
高依次为III级、II级、I级应急响应。从
历年预警来看，主要是重污染天气黄
色、橙色预警，分别对应III级和II级应
急响应措施。

当I级应急响应启动后，实施公众
防护措施：在区、镇（街道）教育主管部
门指导下，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弹性教学
等措施。接到红色预警且AQI日均值
达到500时，学校可采取停课措施。强
制性减排主要分工业源、扬尘源、移动
源减排措施，经区政府同意，采取限制
部分机动车行驶等更加严格的机动车
管控措施。

新版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涉及多
个领域管控，10余个部门参与其中。尤
其是在公安、交通、卫生、教育等行业主
管部门，提出了一系列更加具体且以民
为本的措施，以保障在重污染天气应急
响应期间，城市运行不受影响，老百姓
生活不受干扰。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
记者 康晓欢 通讯员 刘海豹

近年来，走进博物馆正成为一种
潮流和时尚。随着“博物馆热”的持续
升温，青岛的众多博物馆也成为打卡
热地。

串珠成链 见识文博崂山

依托蜿蜒海岸的山海奇观、源远
流长的千年文脉、丰富多元的地域文
化，第六届“秋韵崂山”文旅休闲季适
时推出“见识文博崂山”，包含 4 条研
学路线，分别是：时光穿越之旅、匠心
寻访之旅、小城寻宝之旅、亲子踏歌之
旅，涵盖区内 11 家博物馆，根据不同
主题串点成线，方便市民走进博物馆，
触摸历史的脉络，感受文化的厚重。

“见识文博崂山”的 4 条研学路
线，整合区域文博活动、旅游景点、乡
村休闲、特色餐饮和滨海观光资源，让
游客深度体验崂山区的文化底蕴与自
然风光，感受崂山的文博之魅、山海之
意、时尚之韵、田园之趣。

近年来，崂山区致力于推动新时
代博物馆事业的蓬勃发展，采取了一
系列包括政策扶持、品牌塑造及产业
拓展在内的综合措施。在博物馆的建
设与管理、藏品的活化利用、公众社会
教育的普及以及博物馆研学旅游的推
广等多个维度上，均取得了显著的创
新成果，走出了构建博物馆高质量发
展新格局的崂山路径。

创新体制 错位个性发展

崂山区坚持政府引导和博物馆个
性化发展相结合，统筹指导不同类型、
不同属性的博物馆错位发展，现有艺
术类博物馆 6家、专题类 6家、行业类
2家、科技类2家、民俗非遗类4家、生
态类2家，基本建立起类型丰富、特色
互补的博物馆体系。截至目前，崂山
区共有非国有博物馆22家，藏品约10
万件，年均举办精品展览约120场，接
待群众近50万人次，形成特色鲜明的
非国有博物馆集聚区。

崂山区致力于让博物馆生动讲述

自身故事，精心挖掘专精特色，构建差
异化博物馆群落。

政府引导 政策奖补扶持

2016年，崂山区在全省率先出台
《崂山区鼓励非国有博物馆发展办
法》，统筹考量多方面指标进行评审补
助，一时间，社会力量兴办博物馆在崂
山蔚然成风。2024年，崂山区学习借
鉴了省内部分区市及国内先进地市先
进经验，立足于推进崂山区非国有博
物馆快速健康发展，重新制定《崂山区
鼓励非国有博物馆发展办法》，通过专
项资金、绩效考评、分档奖补、动态管
理，进一步增强政策吸引力。近年来，
累计发放扶持资金1000余万元，激发
非国有博物馆发展活力，迅速构建起
特色鲜明的发展矩阵，让崂山区博物

馆建设发展进入提速提质新阶段。

资源整合 探索活化利用

崂山区坚持推动文化“出圈”，自 2019
年在全省率先推出了“博融万家”馆际联
展品牌活动后，目前已连续举办6届，累计
组织主题展览200余场、主旨讲座50余场，
品牌影响力逐年提升，年均吸引超过20万
人次走进博物馆，实现了资源共享、互学
互鉴、共融共生，让博物馆由“私人珍藏”
向“社会共享”转变。

近年来，崂山区鼓励各博物馆深度挖
掘各自馆藏的文化资源，研发博物馆文创
产品，通过政府搭台、企业联动、市场运
作，打通非遗文创从“馆藏品”到“文创品”
再到“展销品”的全产业链条，实现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同步提升。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吴涵

11月 22日，即墨区龙山街道与北
安街道联合，在宋化泉水库开展健步
行活动。参与活动的市民走在干净整
洁的水库环线健身步道上，每个人都
精神饱满，享受着运动带来的快乐。

此次健步行活动分为两个组别：5
公里组和 10公里组，沿途分别设置了
拍照打卡点和能量补给站，参加活动
的市民根据所在组别在经过相应补给
折返点时加盖印章后折返。“参加健步
行活动既欣赏到了美景，又锻炼了身
体。”市民们纷纷表示，非常喜欢这样
的活动，在陶冶情操、欣赏美景、健身
强体的同时，也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
交流协作，增强了凝聚力。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康晓欢
袁超 通讯员 王迪 摄影报道

健步行活动强身健体

健步行活动现场。

“博融万家”2024崂山区博物馆馆际联展。 崂山区文旅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