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6月9日讯 6月 10日，是文
化和自然遗产日。为进一步提高人民
群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传承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6 月 9 日上
午，李沧区在李沧区文化馆成功举办
了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活动。

本次活动包含非遗市集、非遗节
目展演、授牌仪式、非遗工作专题培训
班和馆藏民间刺绣展五个板块。非遗
市集邀请了盘扣、鸟虫篆、诸城派古
琴、张氏耳穴、乔家驴肉、老沧口和佳
麟佳糕点等多个优秀非遗项目到场进
行了展示、展销，琳琅满目的商品吸引
了市民的目光。

在音乐厅内，进行了精彩的非遗
节目展演，古琴演奏、古彩戏法、民族
舞蹈、拳术表演……赢得观众阵阵掌

声。现场，还为5家荣获青岛市非遗工
坊的企业和第五批李沧区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进行了授牌。

近年来，李沧区不断深挖非遗资
源，加强非遗传承保护及宣传展示，强
化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队伍建设。截至
目前，全区已经公布五批区级非遗代
表性项目52项，共有20名区级非遗代
表性传承人。沧口街道永定路社区、
李村街道北山社区、世园街道南王社
区入选青岛市非遗特色社区，其中北
山社区被评为青岛市非遗特色示范社
区。5 家区级非遗工坊入选青岛市非
遗工坊。每年组织开展非遗市集、展
演展示、观摩体验等丰富多彩的非遗
活动，进社区、进校园、进商圈，广泛引
导公众参与，凝聚社会传承保护非遗
的共识，为非遗企业搭建宣传推介平
台。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刘卓毅 通讯员 马骏）

本报6月9日讯 9 日，青岛市档
案馆举办第16届国际档案日暨第13届
青岛市档案馆日、机关开放日等系列宣
传活动。活动以“奋进新征程·兰台谱
新篇”为主题，通过档案文献专题展《曙
光》、工商馆《工商记忆》开展、《筑梦人》
融媒体产品发布、援藏口述档案录制项
目启动、援建北川影像资料捐献、共建
游学基地揭牌、归档平台对接开通、珍
贵视频档案修复项目启动等内容，生动
展现档案系统深耕档案事业，踔厉奋进

新征程的昂扬精神面貌。
本次系列活动的举办，是市档案馆

与各相关单位联动共赢的积极探索和
显著成效。在今后的工作中，希望进一
步借助档案资源，与社会各界开展形式
多样的合作，用档案见证时代发展，用
档案讲好青岛故事，让更多人民群众走
进档案馆，了解档案、支持档案工作，为
青岛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
大都市贡献档案力量。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高静文）

本报6月9日讯 档案是文化记
忆和传承的重要载体，一卷卷档案
记录了每个时代的责任和使命。为
引导更多人关注档案，走进档案，营
造社会关心支持档案工作的良好氛
围，25 路、220 路、413 路等线路打造
主题宣传车，倾力打造“档案文化长
廊”流动课堂，形成全方位、立体式、
沉浸式的档案宣传模式。

9 日上午，25 路主题宣传车刚
一进站就引起市民关注。走进车
厢，主题标语、宣传贴画、档案知识
二维码……国际档案日相关内容以
丰富表现形式映入眼帘。“乘客您
好，今天是国际档案日，您可以用手
机扫描二维码浏览相关科普知识！”
在驾驶员提示下，乘客们纷纷扫码
了解国际档案日由来、意义、历年主
题等内容，深切感受档案鉴古知今、
启迪当下、洞察未来的重要地位和
独特作用。不少乘客纷纷拍照留
念，打卡各项丰富多样的活动环节，
在档案中感受时代发展，在传承中
坚定文化自信。

据了解，宣传车由“青岛巴士”
志愿服务团队利用业余时间打造，
旨在充分借助公交车这一流动宣传
平台广泛传播档案文化，拓展了新
时代档案宣传工作新途径。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徐美中）

动动鼠标，就能预约查看1.4万余
栋建筑的“前世”。9日是国际档案日，
档案是会说话的历史，城建档案更关
系到房屋建筑的“前世”。当天，市住
房城乡建设局邀请市民、企业等走进
城建档案馆，现场观摩体验档案查询、
档案修复等工作，并为近40个建设工
程的项目负责人及专、兼职档案管理
人员开展了一场内容丰富、效果明显
的档案技术培训。

每年提供档案1.6万余卷

在青岛诸多老建筑中，就有位于
市美术馆内的青岛万字会。在万字会
大殿设计中，青岛优秀建筑师刘铨法
一改中国传统的木质斗拱的做法，创
造性地采用预制混凝土构件和水泥制
品，代替传统的木料制作，这在国内属
首创，1934 年因此项发明获预制混凝
土构件的专利权。可见，中国混凝土
预制构件的专利权属于刘铨法，也首
先使用在青岛。

当天的档案日主题宣传活动中，首
选举行的就是微电影《穿越时空的对
话》首发推介仪式，电影以正如火如荼
推进的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三年攻坚

行动为背景，讲述了市城建档案馆年轻
干部通过探寻馆藏档案和历史建筑，逐
渐走进上世纪30年代建筑师刘铨法的
建筑世界，通过对历史和当下两个人物
的塑造，展现了青岛绵延、深厚的建筑
文化和骄人、耀眼的城市更新成绩。记
者从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获悉，该局聚焦
社会关切，平均每年为市政设施建设、
城市更新行动、电梯加装等提供服务
5000余次，提供档案1.6万余卷，城建档
案社会服务价值得到有效发挥。

青岛最大的里院——位于市北区
大鲍岛的广兴里，在城市更新过程中，
指挥部工作人员需要调取当年的建设
档案，工作人员一番寻找后，在德文档
案中找到了它的设计图纸，最终助力
这座最大里院“重生”，以崭新面貌迎

接四海宾朋。广兴里的“重生”，只是
城建档案利用的一个缩影。

点鼠标查看1.4万余栋建筑

近年来，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坚持
“工作标准化、标准程序化、程序公开
化”，以提升城建档案规范化管理水
平为核心，转变工作服务模式，各项
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在山东省内率
先推行建设工程电子档案在线移交，
档案归集效率进一步提高；在海天中
心项目和地铁 6 号线一期三个站点项
目试点开展原生电子档案单套制归
档，档案归集质量进一步提升；研发
城建档案一体化管理服务平台，档案
服务效能进一步增强；顺利创建“国
家级数字档案馆”，档案管理水平进
一步规范。

活动现场，记者登录山东省统一
政务服务门户网站，进入青岛市城建
档案区市一体化综合管理服务平台，
在地图上确定建筑物位置，即可查阅
所需档案目录，系统自动生成预约二
维码。工作人员扫描二维码，记者之
前想要查询的档案便立刻出现在档案
馆的内网管理系统中，档案查询实现
秒级反应，“这样动动鼠标就能预约查
看，极大便利了广大市民。”

据了解，城建档案利用有相应规
定，市民通过该系统预约后，需到档案
馆现场查看。日前，市住房城乡建设
局将 1.4 万余栋建筑的档案与地理空
间位置信息关联匹配，利用GIS技术和
地名地址匹配技术，改变了检索关键
词的传统查档模式，解决了因历史沿
革、地名变更等原因导致的查档难问
题，极大提高了档案查询效率。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徐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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