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践 建新功

早报5月 29日讯 5 月 26 日一早，
伴随着热闹的锣鼓声，青岛西海岸新区
灵山卫街道 13 支文艺队伍分成东西两
队，朝着城隍庙出发。远远望去，威风
凛凛的祥龙和活灵活现的舞狮在人潮
中翻腾起舞，沿途不时有市民游客加入
互动。

这是阔别6年的灵山卫城隍庙庙会
的再度回归，听小曲看大戏，品美食赏非
遗，在为期两天的庙会上，市民游客沉浸
式享受了一场民俗盛宴，感受到了浓浓
烟火气。

创新办会重拾人间烟火

灵山卫城隍庙庙会的历史可以追溯
到600多年前，它不仅是卫城文化的“活
化石”，更是弘扬传统民俗文化的“风水
宝地”，于 2015 年入选黄岛区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名录。

在卫城大戏台上，茂腔表演、古典舞
蹈、民乐演奏轮番上场，台下观众沉醉其
间，火爆的文化专场演出把现场绘成了
一幅原汁原味的民俗画卷，笙歌妙舞，场
场爆满，令人拍手叫绝。

灵山卫城隍庙庙会的盛况曾延续了
数百年，如今迸发出全新活力。据了解，
本届庙会重塑城隍庙非遗品牌，创新采
用“主会场+分会场”形式，围绕“祈·祭
祀”“赏·民俗”“食·乡情”“品·非遗”“购·

手作”五大板块，集丰富的戏曲表演、传
统祭祀和热闹的集市等活动于一体，在
保护和传播庙会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
丰富市民游客的参与体验。

“以会为媒”打造全新文旅IP

城隍庙广场内摊位林立，螺钿技艺、植
物染、皮影戏……十多位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手工艺人云集于此展示非遗文化，
市民游客驻足观赏，流连忘返，剪纸、绒绣、
木雕等非遗项目衍生出的各类文创产品琳
琅满目，引得人们争相购买。

庙会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
与非遗作品相结合的形式，以更直接的
表达直击人心，唤起市民游客的参与热
情，庞大的人流量和市场需求，丰厚的文
化积淀，释放出了更大的消费可能性。

据了解，近年来随着灵山卫城隍庙
的改造更新，古韵卫城焕发出新的生机，
成为灵山卫街道具有唯一性、独特性的
文化和城市景观新地标。现如今，街道
依托人文文化的优势，将传统工艺、民俗
礼仪、风土人情和现代时尚深度融合，并
以开展“寻古卫文化底蕴 绘新城幸福画
卷”主题系列活动为契机，探索出了“以
会（节）为媒、消费唱戏”的经济模式，打
造更多全新文旅 IP，激发文化消费市场
的活力。

文化惠民点亮幸福生活

“城隍庙不但记录着我们的发展历
史，还蕴含着风土人情，这不仅是一份珍
贵的记忆，更是一种教育素材，街道举办
这样的活动很有意义。”灵山卫街道西南

园股份经济合作社的陈萍一早便带着孩子
参加庙会活动，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东街红日艺术团、毛家山艺术团等 40
余支文艺队伍常年活跃在灵山卫；小戏小
品进社区、“书香卫城”全民阅读等10余个
文化惠民活动如火如荼开展；100 多个茂
腔、快板作品被居民广为传唱……如今，设
施健全的文化阵地、遍布全街道的文化队
伍、精彩纷呈的文化活动，像一颗颗文化的

“种子”植根灵山卫街道，用各种方式融入
百姓生活，以文化赋彩群众美好生活。

下一步，灵山卫街道将创新文化发展
成果共享机制，用心用情用力推进优质公
共文化服务向基层延伸，让文化资源“转起
来”，把文化食粮“种下去”，真正把“公共文
化盛宴送到群众身边”，以文化基因激发旅
游发展活力。（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张孝鹏 通讯员 邓特）

早报5月29日讯 市农业农村局牢
牢把握“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
总要求，紧紧锚定目标任务，多措并举，以
扎实的作风推动主题教育抓实见效。

市农业农村局坚持创新服务“硬”举
措，优化营商“软”环境，持续推进农业行
政审批受理“零推诿”、审批事项“零积
压”、审批过程“零跑腿”、审批体验“零感
觉”、审批质量“零差错”、审批结果“零投
诉”的“六个零”模式，优化审批环节，最

大压减幅度超过90%；“互联网+监管”监
管事项的覆盖率、及时率、正确率和“双
随机、一公开”抽查事项覆盖率目前全部
达到 100%；全面评估清理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其他政策文件 36 个，并登记台
账，梳理并发布了行政许可事项清单15
项，农业农村领域市场环境有很大提升；
发布《青岛市农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青岛市农业农村局农业领域违法行为
举报奖励办法》《青岛市农业农村局特聘
农业行政执法监督员管理办法》等，优化
法治环境。

为创设投资“新”模式，破解发展
“旧”难题，市农业农村局在全国率先设
立“种子金”——种业领域财政股权投资
资金，成功打造财金赋能现代种业高质
量发展的“青岛模式”，设立首期3000万

元专项资金，创新开展种业“拨改投”业
务，改变单纯一次性奖励的补贴方式，委
托专业投资机构青岛财通集团创新投资
有限公司具体运营，以入股方式投资青
岛市现代种业企业，提升了财政资金的
使用绩效，首笔2000万元“种子金”投向
我市唯一的国家“育繁推”一体化种业企
业。市农业农村局转变以往政策引导、
行业管理等指导企业发展的模式，从现
有的210家种业企业中遴选出51家组建
优质企业库，投资其中发展速度快、潜力
大的企业，成为企业“合伙人”，共担风
险、共享收益。市农业农村局通过上市、
并购、回购等措施，投资净收益的50%作
为“种子金”本金滚存使用，扩大“种子
金”的规模，循环投资更多种业企业，形
成“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格局。

市农业农村局创建信贷“一”网办，集
成融资“多”平台，创立青岛“金农通”信息
服务平台，汇集产业振兴、财政补贴、农村
基础保障等七大类、79 条惠农政策，上线
30 余家中资银行的 112 个涉农信贷产品，
导入1726个市级以上农业示范主体信息，
实现支农政策一网汇、金融产品一网全。
今年一季度，全市涉农贷款余额 4412.07
亿元、农户贷款余额 580.79 亿元、农业贷
款 余 额 211.12 亿 元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22.85%、2.04%、30.25%。市农业农村局引
导银行降低利率，推出门槛低、服务便捷
的信贷产品，涉农信贷利率平均水平降低
至4.3%，其中青岛农行今年以来投放贷款
30.5亿元，支持9000多户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发展生产。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孙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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