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产业项目全面开花

晏子文化园、半岛花卉交易中心等20多个
项目落户南部文化发展区，惠影科技在美国创
业板成功上市，北郊新河、五龙河湿地公园相
继改造……文化底蕴深厚的高密市，在经济发
展中，走出了一条文化与产业交融互促的发展
之路。

高密市从发展块状经济、专业特色市场和
工业园区的成功经验中得到启发，聚集发展是
文化产业做大做强的必由之路。他们以“红高
粱”文化为统领，规划建设了面积40多平方公
里的南部文化发展区。以“文”为脉，依托青
科大高密校区、文体公园、职教中心等文教资
源，建设基础设施完善、规划布局合理、重点
项目突出的综合文化发展区。目前区内已有晏
子文化园、半岛花卉交易中心、青檀植物园等
20多个文化项目落户，“南文”品牌效应初步
显现。

高密市制定并落实优惠的招商政策，以
民建公管、政府出地企业出资、结对共建等

多种方式，积极招引外资参与文化产业项目
建设。截至目前，全市招引文化产业项目达
到41个，其中已建、在建的27个，过亿元的22
个，过10亿元的3个，总投资近百亿元。总建
筑面积8 . 2万平方米的电影大厦，作为目前城
区中心地带最高的标志性建筑，规划布局了
文化创意中心、电影城和封闭式文化市场，
已与6家动漫企业及10余家创意设计业户达成
进驻意向。惠影科技公司自去年开始在城区
和重点乡镇建设智能化数字影院，有3家已开
工建设。投资1 . 2亿元建设的北胶新河湿地公
园 使 昔 日 污 水 横 流 、 杂 草 丛 生 的 “ 龙 须
沟”，变成集景观绿化、水质净化、休闲娱
乐、乡村旅游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生态景
观河道长廊”。投资16亿元的五龙河湿地公
园、投资40亿元的青檀植物园、投资2 . 3亿元
的天香牡丹园等项目也正在加快推进中。

市场化运营渐入佳境

高密市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注册成
立了康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专门从事民间文
化艺术品的生产、包装、销售和收藏拍卖，架
起了生产和消费之间的桥梁。以此为带动，先
后成立了扑灰年画和泥塑协会、民间工艺品开
发公司、民间艺术研究中心等组织，为民间工
艺品在信息、销售、技术革新等环节上提供系
列化服务。截至目前，全市已发展民艺文化产
业品种40多个，从业人员8000余人，培育出了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传承人、联合国科教
文组织一级民间美术家范祚信，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扑灰年画传承人吕臻立，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剪纸传承人齐秀花等一批民间艺人。

会展产业发展红红火火。高密近几年投资
数亿元建成了高档次的体育馆、体育场，
CUBA篮球邀请赛、武林风拳击争霸赛、国家
青年女篮与山东女篮对抗赛等赛事，车展、房
展、人才展、书画展等大型活动相继举办，场
馆的使用率大大提高。现在，每年在文体公园
举办的大型文体活动就有80多场次，为实现
“以场养场、以馆养馆”进行了有益探索。在
第三届中国(高密)红高粱文化节其间，高密市就
举办民间文艺团体大展演、扑灰年画珍品展以
及毛绒玩具展、奇石玉器展、十佳炉包技艺大

赛等23项活动，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影响面
广。此外，文化创业也在高密悄然兴起，该市
有一家以“红高粱”为主题的凤城故事文化主
题酒店，无论是房间布局、墙壁绘画、桌面设
计，还是餐具、菜品，都透出浓郁的文化气
息。主打“文化牌”使该酒店顾客盈门，生意
兴隆。

文化发展成果普惠城乡

如今在高密，身边的文化设施越来越健
全，城里有一流的大剧院，农村有完备的活动
室、健身器材，一张覆盖高密城乡的公共文化
设施网络基本形成。

为建立文化惠民体系，扶持基层文化设
施建设，高密市深入推进农村五大文化惠民
工程，加快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步伐。基
层文化站、农村文化大院、农家书屋建设符
合标准要求，涌现出一大批文化建设带头
村。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文化惠民的政
策，财政投入力度更是逐年加大。2012年实现
文化产业投入106 . 7亿元，占潍坊市总量的1/
5，居各县市区第2位，实现增幅44 . 5%；文化
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3 . 89%，对经济的支
撑作用日益明显。

高密市对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科技
馆、规划展览馆等实行五馆联建，既节约了土
地资源，又实现了资源共享，每年接待参观团
队300多个、观众20多万人次。其中文化馆、图
书馆先后被评为国家一级馆。投入160万元建设
了莫言文学馆，投入300多万元建设了美术馆，
投入600多万元对大剧院进行维修改造，基本达
到了“十艺节”场馆标准；加快构建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20万有线电视用户实现了数字化整
体转换，村文化大院覆盖率超过90%，每年放映
农村公益电影10000多场，300多个庄户剧团、秧
歌队、高跷队等民间演艺团体，长年活跃在城
乡。“四季田园科技大篷车”定期进入社区、
农村展演，成为文化传播的又一品牌。目前，
全市已形成了以市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
美术馆为龙头，以乡镇综合文化站、社区文化
中心为骨干，以村文化大院、农家书屋为基础
的三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极大地丰富了广大
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近年来，高密市将文化产业

发展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框

架之中，以市场为导向，创新体

制机制，积极探索市场化运营新

模式，文化产业绽放异彩，文化

品牌创建不断深化，群众文化活

动精彩纷呈，为加快文化名市建

设打下了坚实基础。

□ 王有志 王喜进 王翔

上世纪70年代之前，高密一直大面积种植
高粱。高粱自身具有抗旱、耐涝、耐盐碱、耐
瘠薄、耐高温、耐冷凉等多项优点，能获得稳
定而较高的产量，所以一直是高密人民的主要
粮食。在抗日战争期间，成片高挺茂密的高粱
被抗日武装称为“青纱帐”。著名作家莫言在
小说中描述了过去高粱种植的盛况。莫言写
道：“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汪洋的
血海。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
情激荡。秋风苍凉，阳光很旺，瓦蓝的天上游
荡着一朵朵丰满的白云，高粱上滑动着一朵朵
丰满白云的紫红色影子。”

红高粱成就了高密深厚的文化底蕴。几千

年来，高密人民在红高粱的喂养下，一代一代
生生不息，贤人名士层出不穷。大禹封国于
此，迄今已有四千多年。公元前578年至公元前
500年，晏婴从这里汲取营养后走向齐国政治中
心，成为一代名相。公元127年至200年，郑玄从
这块土地上出发游学，然后又在这里遍注儒家
经典，成为一代经学大师，对中国文化的流传
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719年至1804年，清代大学
士、大书法家刘墉以红高粱般刚正不阿、清正
廉洁的品性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一道深刻的历史
刻痕。此外，还有名震清代诗坛的“三李”诗
派，“画中十哲”之一的李师中，以及当代著
名作家莫言、著名书画家张朋、张建中、单应桂
等都是红高粱哺育的杰出代表人物。

漫长岁月里，高密的“红高粱”逐步“文
化”起来，升华为高密人的一种象征，成为一

种符号乃至一种品牌和流派。上世纪80年代，
高密籍作家莫言创作了小说《红高粱》，成为
红高粱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此
后，张艺谋根据小说拍摄了电影《红高粱》。
小说的出版和电影的播放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在世界影坛刮起了一阵红高粱旋风，“红高
粱”也借此走向了国际文化圣坛。从小说到电
影，红高粱这部作品，在国际上一共获得了17
个金奖。

从2010年起，高密市已连续举办了三届红
高粱文化节。文化节期间，通过举办大型民间
艺术作品展、文艺演出，开展主题文化讨论和
研究等活动，对文化事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
用。特别是2012年，高密籍作家莫言获得诺贝
尔文学奖，更是大大提高了红高粱文化品牌的
知名度和美誉度。

高密与红高粱文化

高粱，是我国最早种植的农作

物之一，至今已有5000多年的历

史。高密与红高粱有着悠久的历

史渊源。苏轼曾在《黍麦说》中

记载：“吾昔在高密，用土米作

酒”。北宋时期高密为高密县，

隶属密州，苏轼曾做过密州知

州，这里所说的土米就是高粱。

在《高密县志·物产》中也有关于

“蜀秫”的记载，“蜀秫”是高

粱在本地方言中的称呼。

热烈祝贺《大众日报·潍坊新闻》创刊

高密：文化产业风生水起

第三届中国(高密)红高粱文化节开幕式高密民艺四宝之泥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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