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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
向春 报道）6月26日，由市司法鉴
定协会、市美术家协会共同主办，
现在美术馆承办的“喜迎二十大
天地方圆——第二届滨州市中国
画作品邀请展”在滨州现在艺术沙
龙举行。本次展览将持续至7月2
日。

市美协组织艺术家深入开展
“在知爱建”主题实践活动，提升创
作理念，激发创作热情，讲好滨州
故事，通过积极健康、主题突出的
绘画作品，以实际行动喜迎党的二
十大胜利召开。

今年恰是现在美术馆成立十
周年。十年来现在美术馆举办了
近百场美术展览和艺术活动，有力
促进了美术界和画廊业的发展。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
向春 报道）6月26日，伴随着悠扬
的古筝声，先闻艺术论坛美术馆成
立一周年暨赵先闻新作精品展、先
闻艺术区域联盟授牌仪式举行。

据了解，先闻艺术论坛美术馆
是在市文艺评论家协会指导支持
下，以深度运作赵先闻先生的艺术
作品为发展目标，致力于打造一家
集学术交流、艺术推广、展览展示、

投资收藏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艺
术服务平台。

成立一年来，先闻艺术论坛美
术馆充分依托区块链技术，创新实
践“互联网+艺术区块链”运营模
式，通过健全完善美术馆官方网
站、艺术商城、微信公众号、抖音
号、视频号等载体，逐步发展成为
引领艺术思考、推动艺术创新的文
化艺术地标。

先闻艺术论坛美术馆
成立一周年活动举行

赵先闻新作精品展、先闻艺术区域联盟授
牌仪式同时举行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王光
磊 报道）在全国上下正以奋发有为
的实际行动喜迎党的二十大召开之
际，由中国记协指导、中国地市报研
究会编著、光明日报出版社和中国

水利水电出版社联合出版的《红色
百城百年奋斗纪实》公开出版，并向
全国正式发行。该书是滨州日报社
等全国105家党媒参与的“百年奋
斗路·百城访初心”大型全媒体报道
文集。本报组织采写的作品《滨州
杨柳雪 棉区一面旗》纳入其中，通
过中央媒体和105家地方媒体集中
宣传报道，向全国读者展示了滨州
人民对周总理的深情厚谊和改革发
展成果。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年，2021年，在中国记协指导下，国
家一级新闻学术团体——中国地市
报研究会联合全国28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105座城市的党媒，4月
至9月间历时6个月联合推出105
组全媒体组合式报道，通过开展“百
年奋斗路·百城访初心”大型全媒体
报道活动，进行百城扫描、现场报
道、前后对比，反映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年来走过的光辉历程和取得的

伟大成就，生动诠释发源于各地并
在中国革命建设进程中产生深远影
响的红船精神、长征精神、井冈山精
神、延安精神、特区精神等伟大精
神，形成了气势磅礴的红色百城“大
合唱”，在全国百城掀起“红色风
暴”，吹响奋进第二个百年目标的

“集结号”。
中国记协第一时间在官方网站

头条、官方微信公众号头条刊发消
息予以重磅推介。新华社、人民日
报、中新社、今日头条、澎湃等百余
家全国主流媒体和互联网平台迅速
跟进，形成强大声势。百家地方媒
体累计发稿1万篇（条）以上，百度
搜索“百年奋斗路·百城访初心”同
名词条突破1亿大关。其中，《百年
三峡梦圆宜昌》等报道，“学习强国”
学习平台阅读量32万+，经新华社、
中国日报、中新社等央媒转发，全网
阅读量达2000万+。参与的105座
城市，分布在全国28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红色文化底蕴深厚、红色基
因代代传承、改革发展成绩突出，具
有代表性。中宣部新闻战线“三项
学习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主
管的《三项学习教育通讯》及《中国
新闻出版广电报》等推介了“红色百
城”做法，中国记协领导给予充分肯
定。

《红色百城百年奋斗纪实》一
书，是“百年奋斗路·百城访初心”大
型全媒体报道活动作品的集纳。全
书分为“红色记忆”“红船精神”“初
心答卷”“奋斗历程”四个专题，由中
国记协国内部主任殷陆君作序，共
收录105组文章、约49.3万字、全彩
印刷，创下全国地市媒体参与同一
主题报道规模、时间、影响之最，具
有十分重要的文化价值、史料价值
和宣传价值。该书设计精美、文图
并茂，形成红色百城百年奋斗历史
的集体回放，唱响了奋进新征程、建
功新时代的时代主旋律。

本报参与的全国重大新闻报道项目喜结硕果

《红色百城百年奋斗纪实》正式出版

第二届滨州市中国画作品邀请展开幕

滨州日报/滨州网博兴讯（通
讯员 郑芳 报道）近日，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
《关于公布山东省历史文化保护传
承示范案例和优秀研究成果的通
知》，确定87项山东省历史文化保
护传承示范案例和优秀研究成
果。博兴县纯化镇王文抗战旧址
入选山东省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示
范案例。

王文抗战旧址在纯化镇东王
文村，位于博兴县东北部，滨州、东
营两市交界处，地处胜利油田腹
地。1940年3月3日，我军清河军
区两个排共70余人，被500多名
日伪军包围在东王文村辘轳把胡
同，我军利用村内有利地形与敌人
激战一天一夜，最终取得胜利。此
役是我清河军区在小清河以北与
日军展开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史称

“王文战斗”。战后，博兴及周边各
县党的组织建设、政权建设和各抗
日救国群众团体建设进入迅猛发
展时期，小清河以北抗日根据地开
始形成。

20世纪90年代，东王文村召
开全体村民会议，集体表决是否保
留辘轳把胡同（王文抗战旧址），最
后，村里80余名党员和村民代表
联合签名，作出永久保留“辘轳把
胡同”的决议，其中包括曾经参加
过“王文战斗”的老人。

王文抗战旧址所处位置被当
地村民称为“辘轳把胡同棋盘街”，
保护范围25681平方米，旧址内的
房屋均为老房，地基由5-12层灰
砖砌成，土坯墙，屋顶为麦秸铺成
的平顶，厚约10厘米，顶部覆泥。

“辘轳把胡同棋盘街”由形如数个
相连的辘轳把组成，从外看都是不
相通的死胡同，而沿任一胡同进
入，里面虽巷道曲折却巷巷相通，
这一奇特村落布局再加上青砖土
坯、麦秸覆顶、木门棱窗的农家古
旧房舍特色建筑，使之成为人们探
查历史追寻记忆的宝贵场所，对于
研究民风民俗及村庄建筑布局均
具有重要意义。

王文村还是吕剧创始人之一
孙中新的故里，村民热爱吕剧，自
发成立了庄户剧团。因此，王文村
是一处集红色革命教育、鲁北传统
村落民居、吕剧文化传承、民俗体
验于一体的传统文化村落。

王文抗战旧址为第三次全国
不可移动文物普查时发现。2010
年博兴县人民政府以“辘轳把胡
同”之名，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
位；2015年6月省政府公布其为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并定名为“王文
抗战旧址”；2021年被列入山东省
第一批革命文物名录。

因年久失修，胡同房屋岌岌可
危。为做好文物保护工作，博兴县
文旅局、纯化镇人民政府制订了
《王文抗战旧址保护修缮方案（一
期）》，2018年11月省文物局给予
批复。2019年，上级拨付资金324
万元用于旧址的保护修缮。

2020年 10月至2021年 7月
实施维修保护工程。施工过程中，
最大限度保存文物自身所携带的
历史信息为前提，采用必要而有效
的技术手段，尽力排除不安全因
素，遏制各种不利因素对文物本体
的侵害，通过对各院落的修缮与保
护杜绝安全隐患。遵守“最小干
预、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和文
物工作“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
利用，加强管理”方针，在修缮时，
尽最大可能利用原有材料，保存原
有构件，使用原有工艺，尽可能多
地保存历史信息，保持文物建筑的
特性。

目前，王文抗战旧址成为一处
红色教育场所，多次接待各部门单
位组织的研学、党性教育等活动。
2021年7月27日，博兴县举办王
文抗战旧址保护修缮工程公众开
放日活动。这次活动，是我市举办
的第一个以革命旧址保护修缮为
主题的公众开放活动，对于下一步
如何利用好革命文物，使其充分发
挥宣传教育作用具有重要的指导
意义。该活动被评为2021年度山
东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典型案例。

博兴王文抗战旧址入选
省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示范案例

滨州日报/滨州网阳信讯（通
讯员 刘慧婷 刘玮怡 陈瑞 报道）6
月22日至23日，阳信县首届红色
故事讲解大赛分别在县职场大讲
堂、县实验小学报告厅举行，通过
讲述“红色故事”再现往昔峥嵘岁
月，激发爱国之情、强化报国之志，
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本次红色故事讲解大赛由县
委宣传部、县委党史研究中心、退

役军人事务局、教育和体育局、文
化和旅游局、融媒体中心共同举
办。大赛分志愿红色讲解员专场
和小小红色讲解员专场两场，来自
各镇（街道）和县直有关部门的35
名选手参加比赛。

活动中，参赛选手通过一个个
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将大家带回
到那个硝烟弥漫的革命战争年
代。专家评委从选手们的仪表形

象、讲解内容、讲解技巧等方面进
行打分，最终评出志愿红色讲解员
组一等奖1名、二等奖3名、三等
奖5名、优秀奖8名，小小红色讲
解员组一等奖1名、二等奖3名、
三等奖6名、优秀奖8名。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阳信县开
展“在知爱建”主题实践活动的重
要内容。近年来，阳信县充分挖掘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党史教育基地、

红色旅游景区等红色资源，让学生
们更加深入地了解革命先烈、英雄
模范的事迹，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
沧桑巨变、辉煌成就背后的奋斗历
程。教育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
扣子，培养学生健全人格，促进孩子
健康成长，进一步激励和动员广大
干部群众锐意进取、勇毅前行，奋进
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实际行动迎
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阳信举办首届红色故事讲解大赛

新华社西安6月26日电（记
者杨一苗）继在秦始皇帝陵“百戏
俑坑”出土的“仰卧俑”上发现多枚
指纹后，指纹学专家近期又对这些
指纹进行了比对，发现这件陶俑的
制作工匠应为青少年。

据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副院长
周萍介绍，修复人员在对“仰卧俑”
进行保护修复时，在其腹部表面彩
绘之上发现三枚连续的指纹痕
迹。专业鉴定机构的指纹学专家
对三枚指纹进行了数据采集和专
业分析，经比对这三枚指纹与青少
年指纹特征高度相似，可知制作这
尊陶俑的工匠应为青少年。

此外，在“百戏俑坑”发现的这
些陶俑衣服上有大量彩绘，研究

人员采集了大量纹饰信息，对彩
绘颜料进行分析检测，构建了百
戏俑纹饰信息数据库，并结合文
献资料，复原百戏俑服饰。周萍
表示，以百戏俑为实物资料，秦始
皇帝陵博物院将开展秦代百戏乐
舞研究，逐步构建秦时期的百戏乐
舞体系。

“仰卧俑”出土于秦始皇帝陵
K9901陪葬坑，这座陪葬坑因出土
了几十件姿态为百戏表演的陶俑，
而被称为“百戏俑坑”。“仰卧俑”被
发现时残破非常严重，由数十块残
片组成，头部及双手缺失。经专业
人员历时9个多月的修复，这尊陶
俑呈现出脚前掌及双膝着地、身体
后倾呈仰卧状的姿势。

研究表明：
秦始皇帝陵“仰卧俑”
制作者为青少年

李愚(866-935)，名晏平，字子
晦，唐渤海无棣(今山东无棣县)人，
唐昭宗天复元年(901)考中进士，授
河南府参军。李愚学识渊博，品德
高尚，刚直不阿，清廉自守，累官至
后唐同平章事（相当于宰相）兼兵部
尚书，监修国史。清泰二年(935)十
月，病故。李愚为唐末五代时期名
臣，《旧五代史》有传。李愚一生建
树颇多，但最突出的贡献是首倡采
用雕版印刷书籍，开雕版印刷经书
之先河。

李愚与同僚冯道一起奏请唐明
宗雕版印刷《九经》，得到朝廷准
许。《李愚墓志铭》记载：“长兴二年
（931年）春，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
下平章事……遂奏取《石经》本，命
通儒并注校勘，尽除讹舛，靡不精
详。仍命工人雕诸印板，非唯广其
儒道，实亦迈彼前修。”《旧五代史·
冯道传》记载：“时以诸经舛缪，（冯
道）与同列李愚委学官田敏等，取西
京郑覃所刻石经雕为印版，遍布天
下，后进赖之。”元代王祯(1271-
1368)《农书·造活字印书法》也记
载：“五代唐明宗长兴二年，宰相冯
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

《九经》，刻板印卖。朝廷从之……
因是天下书籍遂广。”

雕版印刷是我国的伟大发明之
一，雕版的初始形态可追溯到先秦
的印章。随着纸、墨的出现，把印章
与墨拓石碑结合出现了雕版印刷的
雏形。《后汉书·张俭传》记载：汉桓
帝延熹八年（165年），张俭遭受宦
官诬告，被逼逃避难，朝廷下令“刊
章讨捕”，这里所谓的“刊章”应是印
章扩大版的刻板印刷的“布告”。隋
文帝开皇十三年（593 年）下诏崇
佛，诏书中有“废像遗经，悉令雕
撰”。贞观十年（636年）唐太宗“梓
行”过《女则》，雕撰、梓行，就是雕
版。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实物有
《大隋求陀罗尼经》，唐咸通九年
（868年）雕版印刷的《金刚经》等。
穆宗长庆四年（824年），元稹为《白
居易诗集》作序，有“缮写模勒，街卖
于市井”记述，“模勒”就是雕版。隋
唐时民间印刷佛经、佛像、历书多，
但没有发现印刷儒家经典图书的记
载。

明代胡应麟在《少室山房丛谈》
中说“雕木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
于五代，精于宋人”，概括了雕版印

刷的发展史。这里所说的“扩于五
代”，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年）九
月，李愚与冯道奏请依《石经》文字
采用雕版刊印《监本九经》即是一
例。所谓“监本”就是由国家最高文
化机构“国子监”出版的标准版本，
为历代王朝所沿用。《九经》即指：
《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
《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谷梁传》
《春秋公羊传》九种儒家经典。

唐明宗同时下诏，指派以李愚
为首的五名儒家学士详加校勘。雕
印儒经工作从长兴三年(932年)开
始，到后周广顺三年(953年)才全部
完成，历经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
个朝代，用了21年时间。共印经书
12部，除《九经》之外，还包括《论
语》《孝经》《尔雅》，同时还刻印了
《五经文字》《九经字样》两部字书。
至此，这一历史上最早的、由政府组
织的大规模印刷工程胜利完成，其
对后世印刷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
响。

那位受李愚委派的田敏，在这
历四朝、20多年校刻九经过程中，
终始其事，难能可贵。他向后周太
祖进献印版时，奏曰：“臣等长兴三

年校印九经书籍，经注繁多，年代殊
邈，传写秕缪，渐失根底，臣等官守
胶庠，职司校定，务求援据，上备雕
刻，幸遇圣朝，克终其事，播文德于
有截，传世教以无穷，谨具陈述。”言
辞恳切感人。由于国子监师生的认
真努力和众多镌刻、印刷、装帧工匠
的艰辛劳动，在国家大力支持下，终
于大功告成，当然值得庆幸。《九经》
刻版告成之后不久，国子监又于后
周显德二年(955年)将唐陆德明撰
《经典释文》校勘刻印。这是一步解
释九经音义的工具书，使九经更为
配套。

自此之后，印刷的版本，既可达
到统一定本的目的，更便于快速大
量提供复本，对于古代学术的繁荣
发展，文化教育的普及，图书文献的
保存与流传，都起了积极的推动作
用。

李愚首倡雕版印刷经典书籍，
使印刷术由民间进入官府，从此产
生了政府刻书事业，国子监刻书是
政府刻书的主体，标志着中国书籍
流通和文字传播方式开始进入新阶
段，为我国的文化事业发展作出了
不朽贡献。

首开先河 李愚倡导采用雕版印刷经典书籍
刘玉文

滨州日报/滨州网沾化讯（通
讯员 耿丽丽 报道）“七一”来临之
际，为加强幼儿的爱党爱国爱家意

识，引导幼儿从小“听党话、跟党
走”，日前，沾化区古城镇中心幼儿
园开展了“童心向党迎七一”主题
教育活动。

活动中，老师们通过视频、图
片、讲故事等多种形式，向幼儿讲
解了“七一”建党节的由来，并开展
了手绘党旗、歌唱《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新中国》、舞蹈《我们的大中
国》等活动。

古城镇中心幼儿园开展“童心向党迎七一”
主题教育活动

了解党的历史 增强爱党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