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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江苏淮安的撕纸画、烙铁画，甘肃庆阳的香
包、环县皮影，高密的剪纸、聂家庄泥塑、柳编，
青州的红丝砚、花键等，在2014第二届中国（寿
光）文化产业博览会上，外地非遗精品大批亮相，
受到参观者的关注。

本次文博会非遗精品展共有60多个商家参与。
其中省外商家6个，寿光本地7个，其余为潍坊其他
县市区。

据寿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洪泉
介绍，本次非遗精品展展商多、品种多、层次高。
由于外地展商比较多，以至于寿光本地的一些想参
展的商家因为展位有限，摆不开，想来的没能来。

“还有一些外地商家想来，但考虑到一些产品
的特性，因为运输困难、时间紧张等原因，最终没
能展出。”王洪泉说。

安丘的泥塑作品展前，形态各异的造型吸引了
很多小朋友。面塑大师曹清华介绍，这些作品都是
自己手工生产，无毒无害，而且价格便宜。

这次曹清华带来的产品种类有上百种。“我们
的面塑产品一般都是批量销售的，现在已经推广至
幼儿园等一些单位。”曹清华说，一个小工艺品的
价格并不高，只是因为自己喜欢，所以一直坚持在
做。他希望把当地的传统工艺推广出去，让它得到
传承。这次来寿光参展，曹清华也了解了更多的寿
光蔬菜文化、盐文化，打算把这些元素融入到自己
的创作中。

青州红丝砚展位前显得冷清些。一块块细腻、
娇嫩、致密的红丝砚显示出高雅的品质，有的像山
峰，像鸟兽，像仙女，有的金星点点，光彩夺目，
或紫筋突现，或血脉可见。

鑫盛石艺馆的李凤兰经营青州红丝砚多年，今
年第一次到寿光文博会参展。“目的是展示产品，
前两天还卖掉了几块砚，因为有真正喜欢的游客非
要买。”李凤兰说。

鲁砚协会常务理事孙风海，这次带着5块砚雕
作品来到文博会。“一块就1万多元。在文博会
上，我的砚不卖，我来的目的就是让更多人认识鲁
砚，认知鲁砚文化。”孙风海说。

高密的剪纸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既有象征多
子多福的娃娃、葫芦、莲花，也有家禽家畜、瓜果
鱼虫等百姓日常见到的动物、水果。“剪纸作为一
种民间艺术，具有很强的地域风格。与其他地方的
剪纸相比，高密的剪纸细腻精巧，一丝不苟。”来
自高密的艺人范云英说。

花毽在4个人之间飞来飞去，或用脚踢，或用
头顶，或用胸停，文博会上的花毽表演不断引起游
客叫好声。青州花毽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共有
108种踢法花样。

“一个花毽10元、20元，不指望能赚多少钱。
主要是让大家知道花毽，喜欢花毽。”来自青州卖
花毽的李秀丽说，踢花毽既能锻炼身体，又有观赏
性和艺术性。

“通过非遗精品展，本地百姓开阔了眼界，外地
展商也更好地了解了寿光和寿光文化。”王洪泉说。

在今年的第二届寿光文博会上，浙
江摄影师丁海俊的蔬菜艺术生活摄影展
引人注目。

这些总题为《菜板上的生活》的图
片，是丁海俊2013年拍摄的作品，共
365幅，此次展出了127幅。

丁海俊拍摄的这些蔬菜有着浓厚的
生活气息，材料随手可得，灵感偶受启
发就可产生，创意也是随机万变。既可
提高艺术修养，也为生活增添了谐趣欢
乐。

丁海俊说：“我只是想做个榜样给
儿子看，做事要有恒心，不能半途而
废。”

□ 本 报 记 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刘瑞全

游客41 . 9万人次、交易额3 . 2亿元、合同
签约额8 . 5亿元，这是2014第二届中国（寿
光）文化产业博览会取得的部分成果。

以“文化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的文博
会，立足寿光菜乡文化资源，突出文化创意内
涵，呈现出专业化市场化程度高、学术文化交
流氛围浓厚、展览内容丰富等显著特点。

名家助阵，推动交易额上升

“能看到戴武光的画作，还有机会聆听他
的指教。这机会太难得了。”喜欢绘画的武杨
在文博会上见到了来自台湾的著名画家戴武光
后，直言幸运。

文博会上名家不少，有书画名家于新生、
袁武、苗再新，有台湾著名书画家黄秀杰、徐
文印等。

中国紫砂文化研究会会长周汝平、著名紫

砂工艺美术大师吴培林、倪顺生等也携本人作
品亲临现场。

名人的到来提高了文博会的人气，也推动
了交易额的上升。

“本届文博会交易额的显著增长，一方面
得益于我市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是
由于本届文博会采取多种措施强化交易功能，
多管齐下推动参展商、采购商达成实质性交易。
与此同时，名家、大师的光临也助推了人气和交
易。”寿光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李群成说。

据了解，本届文博会，近千家展商展销紫
砂艺术品及茶艺用品3600余件，各类手工艺品
3万多件，陶瓷5万件，红木家具近千件。展出
书画、摄影、创意广告作品7800余幅，陶艺作
品1200多件。

注重展示寿光文化特质

寿光不仅是菜乡，还是盐都，但盐都的名
声远逊菜乡。本届文博会重点推出盐文化。

台湾的盐、寿光的盐、湖盐、岩盐、海

盐、井盐，盐的历史与盐的技艺文化等，在海
峡两岸盐文化精品展上都能看到。作为本届文
博会重点打造的板块，盐文化精品展区展示了
来自全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各类盐共计
100多种。展出了以盐为材料制作的“夙沙
氏”、翠玉白菜及十二兽首等盐雕，展现了寿
光作为“世界海盐之都”的悠久盐业发展史。

“盐文化精品展不仅是一次盐业文化的宣
讲，更是一次盐业文化的招商会。展会期间，
我市与台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达成了在我市共
同建设夙沙氏海盐文化创意园的合作意向，总
投资额3 . 7亿元。”李群成说。

将展览展销内容与菜乡文化融合，是本届
文博会的一大特色。做工考究、被称为鸟笼中
上品的“方吕鸟笼”，造型奇特、土得可爱的
柴庄土陶，精致的草碾草编等寿光非物质文化
遗产在本届文博会上夺人耳目。

“会中会”扩展文博会内涵

“有书画，有葫芦，有紫砂，有瓷器。内

容越丰富，人气才越旺。”第二次参加寿光文
博会的紫砂大师倪顺生认为，文博会越来越有
看头了。

文化产业投融资洽谈会、紫砂艺术文化
节、央视鉴宝专家走进寿光、海峡两岸书画精
品展、蔬菜艺术生活摄影展、全国青年创意广
告设计大赛等。作为一项综合性的文化展会，
文博会期间主办方举办了各种精彩纷呈的“展
中展”、“会中会”。

寿光市委宣传部文化科科长朱金华认为，
一系列“会中会”凸显了文化高端产业、新兴
产业、创意产业的引领作用，推动了文化创意
与产业、市场、资本的接轨，促进了文化与旅
游、科技、信息等相关产业的有机融合，发展
了新型文化业态，提高了文化产业的规模化、
集约化、专业化水平。

以文博会期间新成立的寿光市画廊协会
为契机，寿光全市书画经营单位达到150多
家。齐鲁书画艺术品总部、寿光书画艺术
城、圣地茶博书画古玩城等专业市场强势崛
起。

□ 本 报 记 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王兵

寿光市侯镇草碾村的李永先，是潍坊市级非遗
项目侯镇草碾草编工艺的第四代传人，从艺30多年
的他在当地草编界颇有名气。多年来，李永先多数
时间痴迷于艺术创作。今年寿光文博会，他将草编
作品带来，和妻子一起推销，和顾客砍价，吆喝宣
传，当了一回商人。

李永先称，手工艺品既是文化，也是商品，要
走向市场，销售出去，换回票子，这样才能激活民
间艺术的活力。潍坊风筝会期间，他参展两天，卖
了200多件草编品。今年寿光文博会，他每天卖出
100多件，收获颇丰。文博会和风筝会的展会效应
令他对传统艺术品市场有了全新认识。

文博会上，赵宇融展示了镂空的鱼形瓶、大肚
子的瓮、有花纹的茶盒等土陶。

赵宇融是寿光柴庄人，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壁画
专业毕业。看到土陶日渐萎缩，他想用现代审美和技
巧把这项老辈传下来的技艺继承下去。到目前为止，
赵宇融已制作了400多件样品，提取100件作为可生
产样品，但一直未生产，他在等待入市的契机。

昌邑人张正其对柴庄土陶颇感兴趣，打算和赵
宇融深入沟通，准备做代理，推广销售土陶产品。

张正其在青岛经营一家文化公司，专做艺术品
生意。张正其认为，尚处于起步和事业上升期的艺
术工匠们往往没有精力、财力和能力包装推销自己
及作品。而文化公司有这个实力，可以进行商业运
作。现在民间文化元素具有比较广阔的市场前景，
像柴庄土陶，完全可以经过市场运作，通过专卖
店、与拍卖公司合作等形式，在更高平台上向社会
推介，拓展市场空间。

张正其说，寿光的一些非遗文化，无论立意、
手法还是表现形式，都令人耳目一新，有浓厚的地
域特色。经过市场运作，知名度高了，购买的人多
了，价格也将“打着滚往上翻”。同时，民间艺术
大师也摆脱了开拓市场的烦恼，得到的将是更多经
济收益及创作的激情和灵感。

济南龙浩红木家具公司负责人叶长存在文博会
上展示了红木。叶长存说，文博会给红木家具厂家
提供了很好的平台。此外，活跃的市场交易行为，
也使一些“眼尖”的企业从中发现了商机。不少看
好产品市场潜力的企业抛来橄榄枝寻求合作，期待
与参展企业共同开发优秀的文化产品。

同样是红木产业，来自南方的叶庆龙主要经营
红木小件。无论是哈哈大笑的弥勒佛，还是刻着朱
子家训的镇尺都引人注目。“文化产品要有真正的
生命力，就必须同时兼备实用性与艺术性。我们这
次就是以最经济的价格，通过薄利多销的方式让红
木文化走进千家万户。”叶庆龙说。

江苏华夏女娲书画院院长李长明连续多次参加
菜博会和文博会。他希望通过文博会这个平台，与
各地的艺术家、艺术团体进行交流，“已经跟寿光
的几个画廊、书画市场的专业人士进行了深入探
讨，他们对我的画作也比较认可。”

□ 本 报 记 者 戴玉亮 单辰
本报通讯员 王朋

5月30日14时，第十五届中国（寿光）国
际蔬菜科技博览会成果新闻发布会在菜博会8
号展厅召开。至此，历时40天的菜博会落下帷
幕。

为满足社会各界参观交流的需求，菜博会
闭会不闭馆，主展区部分展厅继续对游客开
放。“精彩继续，欢迎参观。”菜博会组委会
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隋申利说。

菜博会已连续成功举办十五届，在国内外
产生巨大影响，被中国贸促会农业行业分会评
为5A级专业展会。

本届菜博会，共有2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
内28个省市区的2000多家企业、近万名客商前
来参展参会、投资洽谈，集中签约了31个重点
项目，签约额156亿元，实现各类贸易额160亿
元，取得丰硕成果。

“本届菜博会总结以往办会经验，进一步

创新办会思路，完善办会措施，在专业化、国
际化、品牌化、市场化等方面迈上了新台
阶。”隋申利说。

本届菜博会共设立1个主展区和14个分展
区，并专设台湾馆，主展区展览总面积45万平
方米，室内展览总面积15 . 6万平方米。展会
期间，共吸引国内外200多个重要代表团及
6000多个旅游团参会，参观总人数达到218万
人次。

“展会将实地种植与农技推广紧密结合，
将经贸洽谈与观光旅游紧密结合，将蔬菜园艺
与文化艺术紧密结合，通过200多个主题蔬菜
艺术景点，带动了农业观光游持续升温。”菜
博会组委会顾问张嘉庆说，仅“五一”3天，
菜博会就接待国内外游客71万多人次。

秉承“绿色·科技·未来”的主题，本届菜
博会集中展示国内外蔬菜产业领域的前沿科技
成果。

“共展示菜果品种2000多个，新增品种
200多个，新技术100多项，新模式30多种。”

隋申利说，农业自动化控制系统、物联网应用
技术、声波生长调控仪、光伏农业一体化、自
动化播种流水线等一系列新技术、新成果，将
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新的科技支撑。

“参会农民占到了七成以上，大批外地农
民专程来到菜博会参观学习，开阔了眼界，增
强了致富本领。”菜博会组委会办公室展览部
部长赵利华说，菜博会架起了现代农业技术交
流、成果展示、示范引领的桥梁，加快了新技
术推广、科技成果转化和现代农业产业化进
程。

菜博会凸显了品牌展会带动效能，围绕展
会主题成功举办了一系列“会中会”，培育了
一批业内知名的专业性展会。本届菜博会的
“会中会”有：第五届中华农圣文化节、2014
第二届中国（寿光）文化产业博览会、第三届
台湾农产品精品展销会、全国蔬菜种业发展报
告会、设施蔬菜品种展观摩会、全国盆景展、
现代农机装备展等。

张嘉庆说，菜博会已从专业性蔬菜展会

发展成为集科技展示、文化交流、经贸洽
谈、观光旅游于一体的国内一流的综合型农
业盛会。

“严格按照中央有关规定，坚持节俭办
会，简化开闭幕程序，取消庆典活动，压缩各
项开支。”菜博会组委会办公室设计部部长张
建卫说，菜博会期间，组委会向全市农民群众
和干部职工免费发放菜博会门票，提高了农民
群众学科技、用科技的积极性，推进了现代农
业科技和优良品种的传播。

本届菜博会服务更加人性化，设立了老弱
残便捷通道，60岁以上老人、残疾人、寿光本
地中小学生均免费参观。同时，本届菜博会在
客商服务、安全保卫、停车管理、卫生保洁、
购票秩序等方面，为广大客商营造了有序的参
观环境。

5月31日起，根据各展厅展示布局，继续
开放5号、7号、8号、9号、10号展厅和蔬菜博
物馆。同时对6号厅重新规划种植，并适时开
放。

历时40天，第十五届寿光菜博会落下帷幕

闭会不闭馆，部分展厅继续开放

游客41 . 9万人次，交易额3 . 2亿元，合同签约额8 . 5亿元。第二届寿光文博会———

“文化大餐”的寿光特质

“让更多的人知道

这些非遗精品”

文博会上的

“淘宝人”

蔬菜的创意

2013年5月29日，天晴，再过几
天是六一儿童节。作为父亲要送给孩子
自己亲手做的儿童节礼物，让他有一份
惊喜。希望孩子永远活泼可爱，快乐成
长，无忧无虑地学习才是最重要的。快
拍365天第149张作业。

▲2013年7月17日，天还是那么热。老婆的睡姿太美了，弯着腿，一动不动，
一觉睡到大天亮，她是我们家的维纳斯。快拍365天第198张作业。

2013年
1月1日元旦，
第一天，今天
老婆烧了可香
的菜饭，我稍
微把菜饭碗和
筷改动一下，
庆祝365天快
拍正式开始第
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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