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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杨国胜 张 蓓

4月14日至18日，第七届中国画节暨第十届
中国(潍坊)文展会在潍坊鲁台会展中心举办。
今年的中国画节、文展会，是潍坊市提出建设文
化名市战略后，首次展示文化发展成果的一次
盛会，是潍坊市建设文化名市、提升中国画都城
市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的重要举措。本届文化
盛会，通过展示文化资源、推介文化项目、交易
文化产品、发展文化产业，为广大群众奉上了一
道雅俗共赏的文化大餐，在这里，博大精深的潍
坊文化得到充分展现，也展示出世界文化的多
样性，生动展现了文化名市、画都潍坊的文化影
响力。

展示传承传统文化

“中国四大名砚”“中国四大名绣”“中国四
大木版年画”“中国四大名锦”，在文展会民间艺
术博览会展区，不仅有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非
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的得意作品，还有出自“山
花奖”得主之手的艺术精品，为潍坊市民献上了
一场绝美的文化艺术盛宴。

“文展会我们已经参加六七届了，档次规模
都非常高，在这样一个平台上，可以更好地宣传
非遗，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来自陕西汪氏皮影
的党先生告诉记者，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汪天稳
是自己的岳父，每年都带上千个皮影来潍坊参
展，作品供不应求。参加文展会，展示传承皮影
文化，成了党先生每年4月必行之程。

现场，福建玉雕、江苏苏绣、湖南湘绣、陕西
皮影、江苏南通蓝印花布等让市民应接不暇，南
京的云锦、甘肃的洮砚、浙江的过江布等艺术门
类第一次在潍坊亮相，让大家耳目一新。

本届中国画节参展的作品群贤毕至，精品
佳作纷纷亮相，具有很强的观赏性和艺术感染
力，堪称当代中国画的一次重量级展示。65岁的
梁连生，此次带来80幅作品。“这个平台让我有
机会接触到更好的作品，认识更多优秀的艺术
家。”梁连生说。

如何讲好潍坊故事，使潍坊文化影响力、知
名度加速提升？本届文展会上，既有年画、泥塑、
剪纸，又有高密东北乡、昌乐鄌郚“吉他小镇”、
齐鲁酒地文化创意产业园、潍坊文化创意产业
园等，底蕴深厚的潍坊文化得到了充分展现。本
届中国画节特设“故乡情缘、画都实力——— 潍坊
籍书画名家捐赠作品展”，潍坊籍画家刘大为、
沈光伟、徐青峰等书画名家的作品纷纷亮相，展
示、彰显了中国画都的学术实力和水平。

“原来是风筝搭桥，现在又加上书画，整个
潍坊文化又上了一个档次。”定居美国加州的潍
坊籍画家李冰奇说，近几年通过举办文展会、中
国画节，潍坊文化影响力、知名度加速提升。

助力“文化名市”建设

自2008年以来，潍坊已成功举办七届中国
画节、十届文展会，节会规模和档次逐年提升，
每届都有新突破、新亮点。

“近年来，潍坊通过连续举办中国画节、文
展会，充分挖掘文化资源、展示文化成果、扩大
文化交流，推动了潍坊文化的发展和提升。”中
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刘大为说，
今年，潍坊市委、市政府又提出了建设文化名市
的任务和目标，这让大家对潍坊未来文化的发
展有了更多的期许。本届文展会内容丰富，参展
作品的数量、档次，代表了当前业界的较高水平
和发展方向，必将进一步推动潍坊文化艺术事

业的繁荣发展。
潍坊建设文化名市亟需社会各界的意见和

建议，更离不开广大艺术家的关心支持。开幕式
上，潍坊市委书记刘曙光为刘大为、中国国家画
院院长杨晓阳、中国国家画院常务副院长卢禹
舜3位艺术家颁发文化名市建设高级顾问聘书，
他们成为潍坊市首批“文化名市”建设高级顾
问。

近几年，在中国画节和文展会的带动下，潍
坊的文化产业正呈现出如火如荼的发展趋势。
各种画廊、书画协会、画院培训班、艺术长廊创
作基地、展览中心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遍布潍坊
大地的画廊美术馆2000多家，书画市场年交易
额突破200亿元，设立文化产业基金，建立潍坊
文化产权交易中心，实施200多个投资过千万元
文化产业项目，“潍水文化”“中国画都”等一批
文化品牌知名度不断提升，并创建为中国艺术
金融融合发展示范区。截至目前，该市拥有国家
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6家，省级文化产业园（基
地）19家，市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基地）59家。
据不完全统计，2016年规模以上传统文化企业
实现销售收入近140亿元。潍坊的文化产业发展
走在了全省乃至全国的前列。这些文化产业的
壮大将有力地推动潍坊“文化名市”建设。

文化种子撒播潍坊大地

一年一度的中国画节、文展会群贤毕至、大
师云集，规模宏大的艺术盛宴，把老百姓带到艺
术的天堂，开放视野融入世界，各种高水准高质
量的大型艺术展和会议在此召开。这场盛会里，
市民所扮演的不仅是参观者，还是文化活动的
重要参与者。

剪纸、面塑、嵌银、竹编、核雕、玉雕、泥塑、

草编、皮影、版画印制等民间艺术大师们，通过
现场制作、展示、讲解与市民热情互动，让大家
感受到中华民族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

“看到孩子们对剪纸的热情，我很欣慰。”国
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范祚信手把手
地教孩子们进行剪纸，孩子们认真的表情和细
腻的刀工，让范祚信看到了传统民间艺术的未
来。

“通过参与到这样的节日中，我感到非常快
乐，非常幸福，感受到我作为潍坊市民的一种幸
福感。”正在体验茶文化的市民王肖说，通过这
些多姿多彩的文化活动，让自己身为潍坊百姓
而自豪。

中国画节和文展会的举办，不仅充分展示
了潍坊市的文化发展水平，推动了潍坊市文化
产业发展和繁荣，还提高了广大市民和文化企
业的参与度，真正让潍坊的优秀传统文化活起
来、传下去。

此次盛会上，有一个重要的传统文化展区，
潍城区多所学校的20名中小学生现场制作泥
塑、面塑、剪纸、篆刻等传统文化作品，一件件精
美的艺术品让观众赞叹不已。

这场家门口办的文化盛会，将一颗颗文化
的种子撒播在潍坊大地，让它们生根、发芽、开
花，结出丰硕的果实。据介绍，自第三届文展会
起，潍城区在全区中小学校普及泥塑、面塑、剪
纸、篆刻艺术，每所学校都专门编辑了校本教
材，每周专门安排一节课给学生们教授传统艺
术。到目前，各学校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传统文
化学习社团，如潍坊外国语学校的楹联文化、潍
坊三中的篆刻、向阳路小学的面塑、望留中学的
剪纸和经济开发区中学的泥塑等，这些源自基
层的文化硕果，让文化潍坊、文明潍坊美誉更加
声名远播。

□ 本报记者 郑颖雪 宋学宝

4月15日，第34届潍坊国际风筝会在潍坊滨
海欢乐海开幕。开幕式结束后，参赛选手和游客
纷纷赶往新建的、世界上最大的放飞场放飞风
筝，风筝会系列活动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风
筝爱好者。

世界最大放飞场上千鸢齐飞

造型新颖独特的“京剧人物”、霸气威武的
“东北虎”、迎风飞舞的大“鱿鱼”、四线特技风
筝……4月15日，在世界最大放飞场上，世界顶
尖风筝高手同台竞技，放飞场的蓝天上成百上
千个风筝争奇斗艳，令游客们大饱眼福。

当天，一组京剧元素的人物风筝吸引了众
人的目光。这组风筝的制作者是来自内蒙古包
头的风筝艺人袁伟明。他告诉记者，这组风筝叫
做京剧人物风筝，灵感来源于京剧的“生旦净末
丑”几个角色，每个风筝都有十米长，属于大型
软体风筝。“现在只放起来4只，等风力再大点，
把‘包公’再放上去。”袁伟明说，这一组风筝是
他和他的团队耗费4个多月的时间赶制的，第一
次在大规模的风筝会上表演。

另一侧，一只大型的“三叶虫”风筝，在天空
中随风摆动，吸引了众多市民，尤其是小朋友的
目光。这只巨型风筝，由四名身强力壮的男子合
力放飞。很多风筝爱好者看到这只风筝降落都
惊呼不断，许多市民特意跑到这只风筝下面，和
它合影留念。这只风筝来自青州，是风筝艺人刘
胜军的作品。“这只风筝是特意为潍坊风筝会做
的，面积有110平方米。”刘胜军告诉记者，他今
年还制作了另外一只颜色不同的“三叶虫”风
筝，面积更大，有160平方米，准备第二天再进行
放飞。他还带来了眼镜蛇风筝、青蛙风筝等，每
一只都独具特色。

此次启用的世界上最大放飞场，是在潍坊
国际风筝会办公室与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
区管委会的共同推动下建设的。该项目总投
资3300余万元，位于滨海旅游度假区海安路
与渤海路交汇处西北侧，东西长约1100米，南北
长约410米，规划建设放飞区、观礼台、绿化带
三大功能区，可用于风筝会放飞和其他户外活
动。

34届风筝会带来城市活力

潍坊国际风筝会作为潍坊市重大的政治、
经济、外事、文体活动，到今年已成功举办34届。
这在国内展会中，无论从时间还是规模，都数得
上佼佼者。

记者从潍坊风筝博物馆了解到，潍坊风筝
自宋代开始流行于民间，明代普及，清乾嘉年间
盛行乡里。潍坊风筝造型优美，扎工精细，色彩
艳丽，成为中国风筝的一个重要流派。上世纪30
年代，潍县曾举办过风筝赛会。经过几十年的发
展，潍坊风筝文化愈发成熟。

1984年，在多方努力下，首届潍坊国际风筝
会举行，这也是潍坊实行对外开放，开始走向世
界的重大突破。经过精心准备，1984年4月1日，
由山东省旅游局和潍坊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
首届潍坊国际风筝会开幕。当天，来自美国、日
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新加
坡等11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风筝代表队参加了

大会，作为东道主的潍坊组建了两个风筝队，代
表中国参加大会。

首届潍坊国际风筝会是潍坊人民第一次充
分挖掘和利用地方文化资源举办的国际文化交
流活动，为潍坊扩大了影响，增进了国际友谊，
是潍坊实行对外开放、走向世界的重大突破。

1988年4月1日至10日，第五届潍坊国际风
筝会暨第三届全国风筝邀请赛在潍坊如期举
行。这届风筝会上，潍坊被第五届国际风筝会主
席团确定为“世界风筝都”，在国内外引起了很
大反响，也使潍坊市收获了世界风筝文化领域
一块沉甸甸的金字招牌。国际风筝联合会于1989
年4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在潍坊成立。据介绍，这
是第一次由华人发起并由华人牵头负责，第一
个在中国地级城市成立的国际体育组织。

2013年，第30届潍坊国际风筝会实施“走出

去”战略，潍坊市扎制独具特色的风筝大篷车，
到全国15个重点城市进行风筝放飞、民俗艺术
品和潍坊景观名胜图片巡游展示，进一步扩大
了潍坊文化旅游的影响力，促进了文化旅游和
经贸合作发展。

34届风筝会各具特色，如今，潍坊国际风筝
会已成为享誉国内外的城市品牌。

风筝产业年销售额达10亿多元

潍坊国际风筝会办公室主任张崇高介绍，
现在，潍坊全市风筝企业已发展到300多家，设
计生产的风筝达上千种，从业人员达3万人，风
筝及延伸产品年销售额达10多亿元，全国市场
占有率约80%，国际市场占有率为65%以上。风

筝产业、风筝文化，已成为潍坊特色城市名片。
为宣传风筝文化，1989年，潍坊世界风筝博

物馆正式投入使用，这座博物馆容古今风筝、中
外风筝于一室，展现了不同历史时期千姿百态的
各类风筝的雄姿以及风筝对人类科学的贡献，如
今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风筝专业性博物馆。

风筝会期间，潍坊除了开展丰富多彩的民
间文化活动展演外，还打造了中国画节和文展
会，并获得“中国画都”荣誉称号。在早期推出千
里民俗旅游一条线后，近年又连续举办了潍坊
旅游节。通过各种展会、推介会、洽谈会的宣传，
吸引了大批中外客商参与，每届风筝会期间都
签约大批重点招商引资项目。

潍坊国际风筝会带动发展了节会经济，在
助力文化名市建设的同时，已成为潍坊走向世
界的一张亮丽名片。

第34届潍坊国际风筝会举办，世界最大放飞场在潍坊滨海区启用，千鸢竞飞———

借风凌空去 青云有路通

第七届中国画节暨第十届中国(潍坊)文展会举行

推动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传下去

□ 本报记者 杨国胜 都镇强

4月15日，满载着参加第七届中国画节部分艺
术家的中巴缓缓驶入高密市阚家镇松兴屯村。刚一
下车，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家们就被环境优美、村
容村貌整洁的松兴屯村所吸引。松兴屯村是潍坊市
新农村建设的一个窗口，去年被山东省评为“乡村文
明家园”建设示范村。村里不但经济基础好、村容村
貌新，而且重视精神文明建设，村风民风淳朴。

在松兴屯村党支部书记徐林收的带领下，艺术
家们走进松兴屯村参观、写生。第二次参加中国画
节的河北省中国画学会会长张国兴告诉记者:“对
于艺术家而言，只有走进生活，才能创作出好的作
品。这次走进松兴屯村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重庆市中国画学会副会长于湘华也是第二次参
加中国画节，这次专门更改行程参与到本次采风活
动中。他说:“我希望能够多组织类似的活动，深
入基层不应该只是口号。艺术家不能关在书斋，要
接地气。这次活动很有意义，让艺术家更接近人
民。”

在村庄采风后，现场20余名艺术家又拿起手中
的画笔现场为来自潍坊的“好人”和道德模范作
画。近年来，潍坊市在全社会选好人、推好人、学
好人，好人的特质已经深植于城市血脉之中，好人
的精神也已融化为城市宝贵品格，好人日益成为这
座城市的道德“风景”。各位画家不吝墨宝，用心
用力刻画好人形象。

松兴屯村党支部书记徐林收是“山东好人”，
在活动现场被包括刘大为在内的几名画家围绕起来
现场作画。面对如此阵仗，这位自愿放弃生意回村
带领百姓致富的朴实汉子有些羞涩：“这么多艺术
家能够来到松兴屯村，用手中的画笔讴歌我们美丽
的村庄，感到十分荣幸。并且，为我们作画，倍感
自豪。”徐林收说。

高密市经济开发区冯家庄宝德书院负责人单美
华家庭去年获得首届全国文明家庭。在松兴屯村，
单美华也成为当天画家们的“模特”。“我们只是
做了一些小事，却得到了这么多荣誉，感到很惭
愧。今天这么多画家给我作画，感到很激动。农村
缺乏艺术，尤其是缺少优质的艺术。希望越来越多
艺术家能够走进农村。”单美华说。

在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刘大
为看来，松兴屯村环境优美、村容村貌整洁，村党
支部带头发挥示范作用、自觉奉献，正是社会主义
新农村、美丽乡村的代表；道德模范和潍坊好人来
自各行各业，身上体现了孝老爱亲、诚实守信、助
人为乐、敬业奉献、见义勇为的崇高精神和道德品
格。只有这些来自人民、来自基层、来自生活创作
出的文艺作品，才更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有
恒久价值。

参加中国画节的部分艺术家

走进高密市阚家镇采风———

寻找艺术之根

□记者 张蓓 报道
本报潍坊讯 4月14日下午，可见之诗——— 中

国油画名家作品邀请展在潍坊十笏园文化街区开
幕。

可见之诗——— 中国油画名家作品邀请展是由中
国油画学会和潍坊市人民政府共同打造的一项文化
品牌，是一次高水平的油画展。展览展出了包括詹
建俊、靳尚谊、许江、钟涵等在内的100余位国内
知名油画大家的近200幅作品，艺术家们以油画语
言为媒介，以传统文化为脉络，用不同的笔墨，以
独特的视角描绘出作者对光色闪烁、空间幽远、造
化神奇、人性意境的赞美。

据了解，本次邀请展从4月14日持续展出至5月
14日。其间，组委会将通过展览展示与名家互动等
多种方式，展现当代中国油画的风采，促进中国油
画市场的兴旺繁荣。

可见之诗—中国油画

名家作品邀请展开幕

□记者 张蓓 报道
本报潍坊讯 4月15日，“莫言与中国当代文

学经典化”学术研讨会暨潍坊学院莫言研究中心成
立揭牌仪式在潍坊富华大酒店举行。该活动是2017
年潍坊国际风筝会特色分项活动之一。

本次研讨会从“文学经典化问题研究”“莫言
作品经典化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以
及“莫言与中外文学关系研究”4个方面展开讨
论。

此次研讨会的召开及潍坊学院莫言研究中心的
成立，填补了潍坊高校在莫言学术研究机构设置方
面的空白。为支持中心的成立，全国政协委员、中
国作协副主席、陕西省作协主席、著名作家贾平凹
先生为潍坊学院莫言研究中心题名。

潍坊学院

莫言研究中心成立

□记者 都镇强 报道

艺术家们为潍坊市的好人、文明家庭代表作画

上图：□记者 郑颖雪 报道

4月15日，凭借浩荡的东风，在潍坊新建成投用

的世界最大放飞场，来自世界各地的风筝爱好者，争相

放飞自己的风筝，一时间，千鸢齐飞，一冲上天，蔚为壮

观。

左图：□记者 郑颖雪 通讯员 许凯 报道

山东潍坊浙大校友会放飞“龙飞鹰扬”风筝，以贺

母校浙江大学120周年华诞，因浙大校徽是求是鹰图案

，此次的风筝龙身以120只求是鹰组成，全长120米。

下图：□记者 郑颖雪 报道

参赛选手在放飞“滚地龙”风筝。该风筝属于巨型

软体风筝，需要3级以上风力，多人同时合作，才能放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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