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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设计人才 融入地方元素

泗水：用艺术“复活”土陶

■文化发展看济宁

□记 者 吕光社 见习记者 孟 一
通讯员 庄新明 包庆淼 报道

本报泗水讯 开片陶、彩陶、黑陶、漆
陶、镶嵌陶、仿古陶……走进儒陶工艺品公司
的陶制品展室仿佛走进了一家陶器博物馆，博
古架上各式各样的陶器展示着远古时代的别样
风情。“这些陶器可不是文物，而是儒陶公司
生产的土陶工艺品，好看但用料却极为简单。
用的是咱泗水特有的陶土，只不过被艺术化
了，在市场上很受欢迎。”11月16日，陪同记
者采访的泗水县文广新局局长廉家华自豪地介
绍。

作为大汶口文化和古卞国所在地，泗水自
古以来就是“土陶之乡”，早在6000多年前的

新石器时代，泗水县境内的柘沟就已经有了成
熟的制陶工艺，柘沟大缸、鲁柘澄泥砚更被视
为土陶中的代表之作而被世人熟知。然而，坐
拥柘沟五色陶土、掌握成熟制陶工艺的泗水
人，过去的陶器烧造却一直停留在日用品生产
阶段，单个商品的价格都不超过10元，浪费了
宝贵的陶土还没有多大的经济收益，从业者也
因为收益低逐渐放弃这个行业，悠久的制陶文
化陷入即将消逝的尴尬境地。

为了重塑泗水土陶之乡的文化风韵，泗水
县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措施，发展了儒陶、鲁柘
砚、鲁陶、圣府等一批制陶龙头企业。这些企
业通过文化创意激活制陶业，积极引进艺术设
计人才，设计产品融入地方文化元素，一批批

被赋予儒学文化色彩的纪念品、砚台、现代工
艺品等纷纷面世，一块块泥巴被制成了孔子
像、灯具和空气加湿器等产品。

除了加强观念上的转变，一些企业还积极
与高等院校、外企建立了合作关系，引进先进
设备、先进技术，将前沿工艺运用于土陶产业
经营，向高、精、难和个性化定制装饰品方向
发展，陶制的茶具、瓷狮、罗汉女、瓷板画、
看盘、花瓶等高档、精致、典雅的装饰品，使
柘沟土陶重新焕发了青春。

文化创意让泗水土陶“复活”了。目
前，泗水县陶土加工企业、工艺陶瓷加工企
业、陶粒滤料环保材料加工企业发展到20多
家，发展包括缸、罐、甏、盆在内的柘沟陶

业产品 6 0余种，产品远销 1 0多个国家和地
区，年销售收入达到1 . 1亿元。昔日粘鞋碍
脚的泥巴蛋，如今成为文化产业的“宝贝疙
瘩”。

为使更多的人能亲身体会到土陶文化的魅
力，泗水还建起了首个陶器创意体验馆，让老
百姓亲手触摸到旋转的泥胚，让更多人开始重
新接触这个富有艺术气息的产业。据了解，泗
水还将依托得天独厚的陶土资源和传统制陶工
艺，通过招商引资发展陶文化产业，打造“北
方陶都”创意园区，计划筹建文化产业研发中
心、陶文化产业园、制陶博物馆、陶工艺品展
销中心、陶艺村、陶工艺品一条街，传承历
史，激活文脉，打造新商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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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仍是我们加快发
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同时也是一个各种社会
矛盾集中显现的时期。
实现‘十二五’目标任
务，既要抓住战略机
遇，千方百计促进发
展，加快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步伐，努力让城乡

居民生活更加幸福、更加美好；又要妥善应对矛
盾凸显期，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切实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做好群众工
作，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民生持续改善、社
会和谐稳定，实现又好又快、更好更快发
展。”——— 11月17日，济宁市委书记、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张振川在收听收看全省加强和创新社会
管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后强调，要全面提升社会
管理科学化水平，在化解各种社会矛盾中实现进
步。

“济宁市境内煤矿众多，安全生产不能有一
时一刻的松懈麻痹，必须警钟长鸣、常抓不懈。
加大‘科技兴安’工作力度，抢抓新技术革命和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机遇，依托煤炭企业与大
院大所构建的产学研合作平台，加快完善相应的
技术体系，强化技术和产品的研制开发和标准化
建设，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与煤矿企业安全
高效生产的双赢。”——— 11月13日下午，济宁市
委副书记、市长梅永红在兖矿集团考察时强调，
要加快数字矿山建设，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我们为啥肯花钱更新学校面貌？很简单，
希望孩子们能走出大山，有个好前程。”——— 11
月12日，济宁市汶上县9位农民自发筹集6 . 3万元
善款献给母校白石镇小楼小学，他们只是想让孩
子们的学习环境更好一点，朴实的想法更彰显伟
大的品质。

“争取年内正式职工要突破千人，多安排一
个人,我就多一份幸福。”——— 11月17日,山东省
人社厅等9个部门授予兖州市特丽洁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创办人张建波“山东省创业十杰”荣誉称
号。张建波表示，能让更多的人生活得更好，就
是自己最大的幸福。

(刘田 杜辉升 整理)
兖州公交助学，

校车难题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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