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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马景阳 韩希江
本报通讯员 段瑞鑫

由淄博国家级陶瓷大师信德盛精雕的鲁青
瓷双耳瓶《十八罗汉》，在“第十一届中国（淄博）
国际陶瓷博览会”上受到竞拍者追捧，竞价一路
飙升，创造了80万元的单件最高价。

其实，在山东昆仑瓷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的诸多产品中，受到热卖和欢迎的远不止这件
作品。新品昆仑鲁青瓷2010年4月一推出，旋
即被山东省22届运动会运动员公寓选为接待和
展示用瓷。昆仑鲁青瓷现已被淄博市政府确定
为礼品用瓷。世博会期间，一批昆仑鲁青瓷梅瓶
作为世博会礼物，赠送给前来参加活动的140名
台湾各学校的校长。

把“文化创意”注入陶瓷产业

与几十年来国产陶瓷量大价低、国际市场
摆地摊的情况相对比，淄博陶瓷这几年的价格
打着滚儿往上走，何以如此？山东昆仑瓷器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任峰给出答案，“一个瓶子
之所以动辄价值几万元十几万元，除了独一无
二的材质外，主要在于我们把鲜活灵动的齐鲁
文化底蕴赋予了瓷器。”而淄博市陶瓷行管办
主任韩克新总结这种喜人变化的原因时说：
“这得益于‘淄博陶瓷 当代国窑’品牌战略
的实施，得益于‘文化创意’注入陶瓷产业后
而爆发出的内在活力。”

淄博陶瓷具有上万年的生产历史，在上个
世纪八九十年代，和全国其他陶瓷产区一样，
淄博陶瓷企业大面积停产破产，整个陶瓷产业
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山东昆仑瓷器股份有限
公司的前身淄博瓷厂也只好破产重组。接手这
个企业的任峰清楚记得，10年前这个破产企业
的情景，厂区一人高的荒草和一张张焦灼失望
的面孔，

当危机把传统陶瓷产业又一次抛向风口浪
尖，变革的新思维与新势力应时而生。

如何振兴传统陶瓷产业，使之实现应有的
价值，淄博市委、市政府从文化产业运作规律
入手，2008年7月创造性地提出了“淄博陶瓷
当代国窑”的品牌定位，既点明了淄博陶瓷所处
的位置，又为陶瓷产业的发展树立了目标，从而
引导企业重视品牌的塑造和积累。在淄博陶瓷
品牌效益显现后，市委、市政府顺势利导，在
2011年3月提出把陶瓷产业作为文化创意产业
来发展，从产业属性上重新定位陶瓷产业，并
引领和推动陶瓷产业进入文化创意阶段。

在“淄博陶瓷 当代国窑”品牌战略的引

导下，淄博陶瓷企业不遗余力地塑造和提升自
身的品牌影响力。

任峰清醒地意识到 :“没有文化味儿的瓷
器只是冷冰冰的用具和摆设，既没有市场价
值，更没有生存和发展空间。”他认为，提取
市场基因，做大陶瓷文化市场，这是振兴淄博
陶瓷的有效路径。作为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淄
博，如果不能将自己的独特文化，很好地融入
本地人引以为豪、外地人声口相传的陶瓷产
品，陶瓷就只能在末流底端游荡，不可能提升
价值，更不可能形成独具特色的品牌。

变“卖资源”为“卖文化”

自1998年接手倒闭破产的原国有重点陶瓷
企业淄博瓷厂后，任峰表示，由于资产重组、
人员分流的压力沉重，老瓷厂多项代表产品不
得不停止了生产，但昆仑鲁青瓷的研制却一直
没有停步。

在新品鲁青瓷研发过程中，昆仑瓷器始终
坚持一条看不见的文化创新的主线。新品色泽

清新淡雅，更加符合现代人的审美需要。新品
文化表现力更加丰富，目前昆仑瓷器正在开发
表现儒家、道家、佛家三大文化精髓的系列作
品。2009年昆仑鲁青瓷微刻文具八件套荣获了
全国陶瓷艺术创新评比一等奖，洋洋万言的
《论语》刻在直径200毫米，高280毫米的鲁青
瓷文具笔筒上，远看一字未有，近看字字清
晰，每字只有小米粒般大小。

昆仑陶瓷变“卖资源”为“卖文化”，文
化创意引领企业向更高层次迈进，产业运作方
式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昆仑瓷器抢先和
20多位省级以上艺术大师签约，搞起了“大师
垄断”，利用淄博深厚的齐文化积淀，在鲁青
瓷的开发推广上大做文章，先后在北京、济南
和淄博开设了展室和专卖店。

充分发挥文化的作用，促进企业产品的升
级换代，昆仑人一直没有停止探索的脚步。

就在十年前破产重组的淄博市最大陶瓷企
业之一淄博瓷厂原址上，按照“修旧如旧、新旧
结合”的设计理念，该企业又投资6亿元打造以
陶瓷为核心、特色的淄博瓷厂（1954）文化创意
园。创意园将以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陶瓷艺
术大师、中国琉璃艺术大师及省级陶瓷、琉璃大
师为主，市级及年轻的陶瓷、琉璃大师和从业者
为辅，在淄博瓷厂修旧如旧、新旧结合的老建筑
基础上形成创意园核心，打造陶瓷、琉璃文化的
艺术平台。同时，重点打造昆仑鲁青神窑址、陶
瓷老作坊、昆仑瓷器历史博物馆、现代陶瓷工厂
景区，形成富有陶瓷文化的旅游景点，将企业的
产业链条进一步拉长。

□王吉祥 李继保 报道
本报梁山讯 梁山县以水浒文化资源为依托，

强力实施水浒文化带动战略，将梁山景区定位为中
国文化朝圣地、大水浒文化核心区、国际旅游目的
地、创意文化体验区，高标准高起点规划建设景
区，实现了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有效提升了文化
旅游品牌价值和城市品牌形象。

创建山东旅游强县工作启动以来，梁山县打响
“水浒文化品牌”，组织策划拍摄了大型纪录片
《八百年水浒》和十多部水浒人物影视资料，扩大
了梁山旅游的影响力；努力整治旅游环境，有力地
增强了旅游目的地吸引力。

同时，梁山县投资15亿元实施项目带动战略，
投资2 . 8亿元的水浒文化广场主体建筑工程完工并
向游人开放，投资2 . 5亿元、占地500亩的梁山水寨
一期工程已实现蓄水；投资3亿元的水浒街全部建
成，投资1 . 3亿元的影视基地一期工程完工；年内
拉开新城“两纵四横”路网，启动3平方公里起步
区管网、树网建设，集中实施文体中心、梁山泊湿
地、凤山公园等31个重点城市建设项目，在全县迅
速掀起了创建山东旅游强县工作的热潮。

□ 徐巨转 谢新华

巨野县农民绘画培训基地偌大的画室里，
农民画师谷海宴正在画一幅六尺工笔牡丹，他
的这幅画单是画片市场价就能卖到1000元，这
也是谷海宴7月来完成的第8幅画作了。据悉，
现在书画产业在巨野已成为一个集绘画、销
售、装裱于一体的亿元产业。

但谁能想到，巨野书画这个亿元产业，竟
是由4个彩蛋催生出来的。

巨野到苏州，9元车费如传奇

见证巨野书画传奇发展历程的人叫刘昌
杰。刘昌杰现在是省美协会员、巨野县美协主
席、麟州书画院院长，已年逾古稀。上世纪六
十年代，就读于山东艺专的刘昌杰，因学校整
顿下马而失去了继续深造的机会，回到家乡，
为县电影公司画幻灯软片。1971年冬天，一位
经常外出的县皮革厂负责人告诉他，苏州有一
家工艺美术厂在鸭蛋壳上画上画能出口卖钱，
学美术专业有绘画功底的刘昌杰一听就动了
心。把刚买不久的自行车卖了90元钱，拿到省
二轻工艺美术研究所开的介绍信，刘昌杰就直

奔苏州。至今，刘昌杰还保存着当时的车票，早
已泛黄的车票显示：从巨野到苏州，所有车费是
9元钱。在苏州工艺美术厂，刘昌杰学到了从绘
画到包装的所有技术。回来后，刘昌杰就四处买
鸭蛋。但当时正“割资本主义尾巴”，市场上连卖
鸭蛋的都没有。听说村干部家养着一只鸭子，刘
昌杰就上门求购，用5元钱买回村干部家仅有的
4个鸭蛋。用针管抽净鸭蛋里的蛋清蛋黄，刘昌
杰就开始用幻灯彩在鸭蛋壳上作画。

40年前广交会，“彩蛋”一炮走红

“幻灯彩在鸭蛋壳绘出的山水花鸟有陶瓷
的韵味，比苏州的彩蛋还漂亮。”刘昌杰说。

拿着绘好的彩蛋，刘昌杰就去了青岛外
贸。那时候，个人的作品是不可能参加广交会
的。1972年春，青岛外贸在当年的春季广交会
上，展出了刘昌杰的4个彩蛋，引起轰动。香
港绍仪公司当场就以每只彩蛋1 . 8美元的价

格，下了48打(一打12只)彩蛋的订单。当时国
家外汇紧缺，刘昌杰能挣外汇的彩蛋，引起
省、市、县的高度重视。巨野县集体性质的工
艺美术厂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生产经营
红红火火，业务员收鸭蛋都收到微山湖了。刘
昌杰说。最红火的时候，全县有工艺美术制造
业6个厂家，职工668人，固定资产原值149万
元，年产值285万元。

当时，巨野县生产的彩蛋、屏风、墙纸等
工艺品，销往瑞士、加拿大、美国、日本等国
和港澳地区，为国家赚取了大量外汇。

工笔画替代“彩蛋”迎来大发展

上世纪80年代，红火了十几年的巨野县工
艺美术厂日渐式微。原来画彩蛋的技术工人开
始从事工笔画创作。姚桂元、徐凤秋等一批头
脑灵活的画师开始四处奔走经营书画，并逐渐
成为巨野书画业的领军人物。

到1985年，巨野县从事工笔画创作的人员
已发展到500余人，集中绘画点20余处，遍布
全县十多个乡镇。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巨野
工笔画产业化、市场化发展规模空前，县文
联、书协、美协积极工作，成立了书画联谊
社、工笔画研究会等，从业人员1500余人，集
中绘画点30余处，年销工笔画20万幅，年产值
突破2000万元，其中工笔牡丹系列作品较多，
品牌已初步形成。

2000年，中国文联命名巨野为全国唯一的
“农民绘画之乡”。巨野书画产业由此迎来了
大发展、大繁荣的春天。创作队伍不断发展壮
大，作品艺术质量越来越高，作品出口也越来
越多，成为全县农村经济中一个新的增长点。

目前，巨野县拥有国家级美协会员5人、书
协会员8人，省级美协会员31人、书协会员16人。
全县拥有4个绘画专业镇，50个专业村，500多个
专业户，常年从事绘画、销售、装裱等相关产业
人员近7000人；在全国建立了70多个固定销售
网点，作品远销10几个国家和地区；去年销售书
画作品70余万幅，实现产业增加值2 . 2亿元。

今年4月25日，全国最具代表性的农民绘画
培训基地在巨野正式启用。据悉，依托集培训、
创作、展览、交流于一体的书画艺术中心，5年
内，巨野县书画产业年增加值将超过5亿元。

没有文化味儿的瓷器只是冷冰冰的用具和摆设，既没有市场价值，更没有生存和发展空间———

一个陶瓷企业的文化创新之旅
◆“一个瓶子之所以动辄价值几万元十几万元，除了独一无二的材质

外，主要在于我们把鲜活灵动的齐鲁文化底蕴赋予了瓷器，得益于我们把
‘文化创意’注入陶瓷产业后爆发出的内在活力。”

◆企业变“卖资源”为“卖文化”后，产业运作方式随之发生了根本变
化——— 抢先和20多位省级以上艺术大师签约；利用淄博深厚的齐文化积淀，
在产品推广上大做文章，先后在北京、济南和淄博开设了展室和专卖店。

□王兆锋 孙维华 李小芹 报道
本报临清讯 7月24日上午，临清三和文化旅

游区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宛园建设速度很快，两
年内就可建设完成。”该项目建设顾问、75岁的卢
士俭介绍说。

1999年，一直钟情于临清运河文化的三和纺织
集团董事长宛秋生，在其厂区黄金地段投资兴建了
“宛园”，园内不仅建设了苏州园林式的景观，还
专门建设了临清运河文化资料馆，向社会开放。当
时，许多人并不理解他的行为，远在北京的季羡林
老先生获悉此事后甚是高兴，在2000年春资料馆正
式免费对外开放前夕欣然为资料馆题写馆名，并专
门捎话来，对宛秋生的义举表示赞赏和鼓励。

随着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2011年，三和将
扩建宛园提上日程。并于2012年1月正式动工扩
建，工期两年，投资超亿元。除老厂区内的办公
楼、住宅外，其他地方都要拆除。这样一来，新宛
园占地100亩。

据悉，新宛园邀请了苏州园林设计院设计，完
全是南方建筑风格，集南方建筑与南方水乡风格为
一体，以运河文化为内涵，处处都是临清文化元
素，这样园内处处可体现运河文化并展现临清内
涵，在赏景时可感受运河文化熏陶。另外，新宛园
还将建设纺织展馆，从棉花到布料的加工全过程都
会展现出来，从最古老的织棉机、织布机到现在最
先进的大型织布机也将在展馆内展示。除此，园内
还会有《金瓶梅》风景区、人工湖、假山、民俗馆
等，“真正做到一步一景，要全部将园内的景点游
览完，至少得花两天时间。”

“4个彩蛋”催生出亿元产业
——— 巨野县书画产业发展的传奇历程

◆书画产业在巨野已成为一个集绘画、销售、装裱于一体的亿元产
业。去年该县销售书画作品70余万幅，实现产业增加值2 . 2亿元，预计5年
内该县书画产业年增加值将超过5亿元。但谁能想到，巨野书画这个亿元
产业，竟是由“4个彩蛋”催生出来的。

□孙巍 宋洪飞 张道伟 报道
本报日照讯 日照高新区坚持把发展新兴文化

产业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大力实
施骨干文化企业培育、重点项目带动和文化产业园
建设，培育形成了一批骨干文化企业，辐射带动了
园区文化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2011年全年文化产
业主营业务收入62000万元，利税2100万元，今年高
新区将着力打造具有日照特色和核心竞争力的新兴
文化产业品牌，计划新增文化企业15家，文化产业
主营业务收入增长30%以上，达到8 . 1亿元以上。

日照高新区对文化产业从房屋租赁、物业管理
费、人员培训和认证等费用给予优惠，鼓励入园企
业开拓国际国内市场，全年用于文化企业各类补贴
合计200万元；积极引导企业，用活用好国家、省
扶持政策，今年文化产业行业共申报各类项目20多
个，申请各级扶持资金300多万元。

此外，重点扶持培育有一定实力和发展潜力的
文化企业与重点文化产业项目，发挥大项目的龙头
带动作用，辐射带动文化产业发展。同时不断完善
人才教育培训体系，支持社会机构、当地院校扩大
文化产业人才培养，倡导有条件的企业进行各种形
式的人才培训，鼓励校企联合，推广“订单式”培
训，大力兴办“实训基地”，形成规模化的中高级
人才本地培养与引进模式，为新兴文化产业的长远
发展集聚了人才支撑和智力源泉。

□通讯员 兰伟成 孙冠伟 尹晓玉 报道
本报招远讯 上马文化项目一定要花大钱吗？

位于招远市罗山森林公园内的欧家夼村给出了鲜明
答案：他们把村里原来的瓷砖厂厂区“乔装打
扮”，再加入高端文化内容，就将一个污染型企业
转变成了一个极具文化吸引力的“艺术区”。

“我们的改造看似简单，却很注重文化内涵。
比如旧车间的改造，很多生产设备，如球磨机、打
磨机、大漏斗等，都不会拆除，这样不但节省拆迁
成本，而且将来变成展览区后，还会增加特有的工
业气息。”夼上艺术区项目负责人于亭说。

正在改造中的这座瓷砖厂，是欧家夼的村办企
业，1993年建成并投产，但由于经济效益低下和附近
区域规划的要求，瓷砖厂的处境越来越尴尬。最终，
旧厂区不用拆除、艺术区不用新建，总投资仅需1000
万元左右，招远就拥有了一个占地32亩的大型文化
艺术区。这比拆旧建新至少要节约资金3000万元。

“夼上艺术区”建成之后，将依托罗山的山水
人文和当地特有的黄金文化元素，成为招远吸引高
端文化人才和文化产品的一大平台。将来，这里可
以拍电影、搞创作、搞主题展览，还将是艺术家休
养度假、体验生活的好去处。

日照高新区

打造新兴文化产业品牌

梁山实施

水浒文化带动战略

村办废旧瓷砖厂

变身“文化艺术区”

临清一民企

亿元打造运河文化园林

据新华社北京电 由“中国演出家协
会”更名的“中国演出行业协会”7月２４日
在北京揭牌。更名后，协会将从管人管事的
工作模式转变为整合演出行业资源、保护行
业利益上来。

据悉，原协会于１９８８年成立，成员包括
各省区市、解放军系统和民间的演出团体、
演出场馆、演出公司、经纪公司、票务公
司、舞美工程公司的单位会员和个人会员。
而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是为全国的演出单位和
演出从业者服务的，其会员应当涵盖演出行
业所有从业人员，这是和演出家协会的重要

区别。为此，更名后应当逐步将演出机构和
演出从业人员吸收为会员。此外，更名后协
会将大力开展对各类从业人员的培训，开展
多行业、多领域的合作，开拓国际市场。

文化部文化市场司司长李雄说，协会的
更名，不仅仅是简单的名称变化，而是将服
务的领域从演出人员扩展到整个演出行业；
将协会的工作重点，从演出人员的培训、管
理，拓展到整个演出行业的自律与规范；将协
会的工作模式，从传统意义上的“二政府”管
人、管事的惯性中拓展到要以全局的视野，整
合演出行业资源、保护行业利益上来。

中国演出家协会更名中国演出行业协会

由管人模式变为整合演出行业资源

据新华社北京电 “北京国际演艺服务
平台”品牌项目“首演推介剧场”近日在北
京启动。该项目力图打造演艺界的交易集
市，调动演艺链条内各方资源，搭建一个自
由交流和交易的平台，通过舞台展示、现场交
流等方式，带动行业内外的资源流动置换。

“北京国际演艺服务平台”将通过每月一
次的“首演推介剧场”活动，发掘即将上演的
优秀剧目，在平台中进行整合推介，不仅能促
成演出商与演出项目、演出团体与品牌客户
之间的交易，促进专家与创作者、艺术与商
业、市场和生产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据悉，“首演推介剧场”邀请了一批行
业专家为顾问团队，将在每期的活动中对演
出商、客户投资提供专业意见。首场活动共
有６部作品参加：歆舞界艺术实验室的现代
舞《活着就好》、蓬莱舞社融合现代舞和装
置艺术的作品《舞与线循环空间软雕塑》，
两部舞蹈类片段在无言间诉说着舞者肢体的
情绪；而韩非子剧团的京剧皮影戏《灯官油流
鬼》和至乐汇的相声剧《老佛爷的佛》，则在传
统曲艺中寻找着带有当代性的表达；赖声川
话剧《这是真的》和将在小柯剧场举办的演唱
会《影响》也在现场播放了视频片段。

北京“首演推介剧场”打造演艺集市
搭建一个演艺界自由交流和交易的平台

十七大以来，我国演出市场总量显著增
长，截至２０１１年，全国共有演出经纪机构
２７２５家，文艺表演团体７０６９家，演出场所经
营单位１９５９家，演出场次达到１５５万场，观
众７．４亿人次。２０１１年演出票房１２０亿元。

◆ 相关链接

7月20日，至乐汇舞台剧演员在表演相声
剧《老佛爷的佛》片段。

▲王英余是中国石油黑龙江销售黑河分公司退休职工，现居住在河北三河市。他痴心辞书收
藏40年，拥有各种版本的辞书3000余册，并自办了一个小型辞书博物馆。其中晚清、民国时期的
辞书近百种，在辞书收藏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康熙字典》有10个版本，《辞海》则收藏了103个
版本。2010年，英国吉尼斯纪录总部认证他为“世界上收藏汉语辞书最多的人”。图为王英余与
他自办的辞书博物馆。 □新华社发

世界上收藏汉语辞书最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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