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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镇强 殷明 朱晓芳

潍坊是著名的台胞之乡，加之鲁台经贸洽
谈会的举办，让潍台交流日渐频繁。潍坊市近
年来通过搭建潍台民俗文化交流平台，充分发
掘、运用民俗文化之“美”，促进了两岸同胞
的心灵相通。

2016年，潍坊市举办了台湾佛光山潍坊风
筝文化艺术节，选择在春节这一中华民族传统
节日期间隆重启动，其间，佛光山礼敬大厅布
满了潍坊风筝、彩灯等传统工艺品，排队体
验、印制由星云大师亲笔题写、杨家埠知名年
画老艺人刻制的“聪敏灵巧”猴年生肖木版年
画的台湾民众人山人海，众法师与民众共同放
飞“龙凤呈祥”“南海观音”“天女散花”等
巨型风筝，增进了文化认同和心灵契合。“当
年4月份，作为艺术节的一部分，我们进一步

推动潍坊民俗文化走进台湾社区、校园、现场
进行现场交流，再次引起轰动。联合文化部非
遗保护中心在潍坊举办的海峡两岸非物质文化
遗产展，设两岸传统居家、装饰艺术、民族医
药三大板块，每件作品都与民众生活紧密相
连，吸引了十余万群众到场参观、采购。”潍
坊市台办相关负责人说。

记者注意到，一谈民俗文化往往让人联想
“传统”“古老”“乡土”，与年轻人喜爱的
“时尚”“新潮”“前卫”不沾边。为提升传
统民俗文化交流对两岸青年的吸引力，潍坊市
找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结合点，举办了两
岸文化艺术精品展，邀请中央美院原院长潘公
凯先生，通过现场投影、动画等方式，完美阐
释了中国传统水墨艺术与西方装置艺术的精
髓，既有传统中国画传承之美，又富有时尚、
现代、创新气息，得到了两岸同胞，特别是青

年一代的喜爱。针对两岸青年这一群体，潍坊
市还举办了“两岸设计力精品展暨白鹿杯工业
设计大赛”，集中展出了两岸青年设计师运用
传统文化与现代技术相结合创作的IF奖、红点
奖、红星奖获奖作品160余件，为两岸青年奉
献了一场“文化大餐”。

据介绍，潍坊市着眼于建立“长”“常”
机制，坚持请进来、走出去做好两岸民俗文化
交流，分别在潍台两地建设了“台湾文化艺术
馆”和“山东潍坊民间文化艺术馆”。近年
来，在潍坊设立的“台湾文化艺术馆”，先后
举办了台湾知名艺术家欧豪年、江明贤、刘国
松等书画艺术大师的作品展，两岸青少年书画
艺术、文创、工业设计等十余场艺术交流活
动，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的青年到场参观交
流，现场认识、体验台湾。设在台湾的“山东
潍坊民间文化艺术馆”，位于高校、企业等密

集的台中科学园区，将潍坊风筝、年画、剪
纸、红木嵌银、青铜佛像、布艺、泥塑等传统
艺术，加以台湾先进的文创理念进行再包装，
成为潍坊文化与台湾文创理念相结合的精髓，
得到了台湾民众的广泛喜爱。

“近年来，我们坚持‘文化搭台、经贸唱
戏’，通过文化交流，先后引进了1789南大
营、5号仓库、喜满客影城等文化产业项目，
引进台湾经验推动了京广书城、达纳苏斯等项
目提升，推动台湾丹路国际与潍坊市企业达成
‘百家姓’传统工艺衍生品开发合作。”潍坊
市台办相关负责人说，同时，品牌是生命力、
号召力，打造品牌对两岸民俗文化交流同样具
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对各县市区有针对性地进
行指导，引导县市区主动挖掘域内特色资源，
开展特色对台交流活动。

□记者 张蓓 报道
本报昌乐讯 近日，国家发改委公布了第二批

结合新型城镇化开展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试
点的116个县(市、区)名单，昌乐县成为潍坊市唯一
被列入全国返乡创业试点县的县(市、区)。为推进
试点地区相关工作开展，国家将在整合资源、盘活
存量的基础上，对各试点地在政策、项目和渠道对
接等方面给予支持。

近年来，昌乐县高度重视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
业工作，将推动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纳入全县
“十三五”总体发展规划，县委、县政府先后出台
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从资金扶持、信贷支持、创业
服务、载体建设等方面，激发和释放农民工等人员
返乡创业活力。形成了政府激励创业、社会支持创
业、劳动者勇于投身创业的新机制，营造了大众竞
相创业、活力不断迸发的浓厚氛围。

目前，全县建设创业载体11个，其中省级创业
载体2个、市级创业载体2个、县级创业载体7个，
是全市首个连续两年成功创建省级载体的县(市、
区)。全县返乡创业农民工、大学生等创业者共计
11437人，带动就业35996人。

□宋学宝 李国辉 刘磊杰 报道
本报昌邑讯 昌邑市饮马镇杨家庄子村民李增

合的妻子因患哮喘引发心脏衰竭，加之老两口均无
劳动能力，生活十分困难。近日，该市市委组织部
干部谢秀华在走访该村了解这一情况后，马上与村
里和民政部门进行了细致对接，并积极协调申请低
保救助，目前正在办理中。这是昌邑市正在开展的
组工干调研月活动中发生的一件事。

昌邑市把今年确定为思想作风建设年。为深化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进一步解放思想、创先争
优，按照“用一流标准、做一流工作，创一流业
绩、建一流队伍”的要求，从2月底到4月底组织全
体组工干部分小组开展以走村入户做好走访村干部
问班子运行、走访党员群众代表问发展良策、走访
创业能手问致富经验、走访意见户问问题原由、走
访困难户问期望需求“五访五问”和进驻企业摸清
企业概况、生产经营、人才、硬件、软件、需求情
况“六张清单”为主要内容的调研月活动，旨在了
解最真实的情况，查找最根本的问题，破解基层党
建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截至目前，已走访群众
156户、企业5家，解决问题12个。

发掘民俗文化之美 用活民俗文化资源

搭建潍台民俗文化交流平台

□ 本报记者 都镇强 宋学宝

昌乐县鄌郚镇发展乐器产业有40多年历
史，已经成为当地主导产业。不过，受龙头企
业少、叫得响的国际品牌少、国际市场波动等
因素困扰，当地乐器产业如何再出发，塑造新
的发展优势？记者从3月15日举行的“吉他小
镇、魅力鄌郚”，吉他“产学研”一体化全国
高峰论坛上注意到，打造“吉他小镇”，推动
“产城文”一体融合发展成为昌乐县乐器产业
再出发的最佳跳板。

乐器产业是昌乐县鄌郚镇的主导产业和特
色产业。目前，乐器生产和配件加工企业已发
展到83家，产品包括电吉他、电贝司、木吉
他、数码钢琴、萨克斯等8大系列近400个花色
品种，年产300万件，产值30亿元，产品销往
韩国、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30多个国家和
地区。“据我了解，以鄌郚镇为代表的昌乐乐
器产业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尤其是乐器产品质量这一块在业内一直处于领
先地位。鄌郚乐器产业面对经济形势下行压力
和国际乐器市场波动，出口份额逐年扩大，呈
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中国乐器协会常务副
理事长曾泽民说。

经过40多年的发展，以鄌郚镇为代表的昌
乐县乐器行业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又面临到一
些新问题。昌乐县鄌郚镇党委书记郭雪梅坦
言，对于一个已有40多年发展历史的产业，要
用审视的眼光看发展，要诊断出困扰当地乐器
产业发展的问题。比如，企业发展有群山缺高
峰，多数企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规模偏
小，缺乏支撑力强的骨干龙头企业；品牌建设
有待加强，企业品牌推广难度大，经营缺乏中
长期规划，多数仍在为国际知名品牌代工，缺
乏叫得响、影响大的国际品牌；专业人才相对
匮乏，特别是高水平的技术工人和职业经理人

缺乏，影响了生产效率的进一步提升；多数企
业实行家族式管理，在管理理念、市场定位、

市场营销等方面缺乏职业经理人的专业指导。
“众所周知，乐器产业是文化产业、创意产

业，是国家扶持和发展的重点。我镇将抓住这一
机遇，进一步完善产业规划，并依托全国重点
镇、省级示范镇以及省级创业示范园的良好基
础，做好‘互联网+’文章，进一步推动乐器产业
向高质高端攀升，致力于打造享誉国内外的‘吉
他小镇’。”郭雪梅说，结合“吉他小镇”打造，推
动“产城文”一体融合发展，针对乐器产业重点
是打造品牌，进一步提升产品附加值。

记者了解到，昌乐县和鄌郚镇等县、镇两级
政府各项支持措施不断推出，比如加大政策支
持力度，强化要素支撑保障；支持企业自主创
新，加快“走出去”步伐；加大资源整合力度，着
力培育国际、国内品牌；积极搞好服务，营造良
好发展环境等具体措施正在逐项落地。

以打造国际品牌为例，位于昌乐县鄌郚镇
的大唐乐器主要计划对目前规模较小、缺乏资
金和市场、处于发展初级阶段的企业进行整合，
成立集团公司，统一生产销售和产品品牌，扩
大企业规模，提高企业档次。在此基础上，进
行股改挂牌或上市，并购或控股国际知名品牌
企业，利用其品牌、技术、市场等优势，带动
鄌郚乐器产业做强做大。

“经过这些年发展，我们深知只有发展自
主品牌，才能让企业长久发展。为此，我们主
要依托雅特艺术学院和雅特吉他教室形成完备
的吉他培训体系，通过举办音乐节、交流会
等，打响昌乐文化品牌，树立鄌郚‘吉他小
镇’的品牌形象，促进乐器产业与文化产业的
深度融合。”昌乐县雅特乐器CEO赵卫国说。

“这几天走访昌乐县的乐器企业，感触最
深的是当地政府对产业发展高度重视，企业十
分重视品牌建设。打造‘吉他小镇’，这在国
内其他城市是没有的。我认为，应该与当地文
化特色结合起来，比如推进特色乐器进学校、
进社区，真正实现‘产城学’一体化融合发
展。”曾泽民说。

昌乐县乐器产业发展40余年———

“吉他小镇”年产300万件乐器销全球

昌乐入选第二批

返乡创业国家级试点县

昌邑开展组工干部

调研月活动

□记者 张蓓 报道
本报青州讯 近日，中国科协办公厅公布了

2016年度全国科普教育基地考核结果，青州市博物
馆喜获“2016年度优秀全国科普教育基地”。

此次考核，全国共有1080家科普基地参评，经
过基地申报、推荐单位初评、中国科协组织专家评
审等多形式、多层次的评比，确认946个基地考核
合格，青州市博物馆从推荐单位推荐的187个科普
教育基地中脱颖而出，成为全国110家优秀科普教
育基地之一，是潍坊地区唯一获评全国优秀等级的
文博单位，省内博物馆行业也仅有两家。

青州市博物馆获评优秀

全国科普教育基地

广告

图为昌乐县信雅达乐器公司的乐器展示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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