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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春晓 卞文超

“新一轮改革开放，山东后劲很
足，为新山东点赞！”

“这里潜力无限，机遇无限，前景
无限。”

……
“新时代 新动能 新山东”。7

月16日上午，国新办举行山东专场新闻
发布会，东部沿海大省的亮相引起中外
媒体广泛关注，各大报纸、电视台、网
站和社交媒体，用热情的文字、生动的
图片和精彩纷呈的视频，倾情展示山东
的新成就、新变化。媒体评价：“山东
比想象中更开放、更进取！”

“聚焦山东，激发新动能，迈向高
质量发展。蓝鲸1号、量子通信、高速
动车……山东的尖端科技项目一一在发
布厅展示。”央视《新闻联播》对山东
专场新闻发布会进行报道。新华社客户
端也对发布会进行了充分报道。

《山东：全国1 . 6%的土地创造了全
国8 . 5%的经济总量》《山东医养结合机
构1 7 0 0多家 7 9 2万老人签约家庭医
生》，人民网持续对此次发布会进行了
全面报道。中国新闻网除了对发布会进
行现场视频和文字报道，还关注发布厅
外“山东非遗”“智能制造”等展示情
况。报道还特别提到了袁隆平院士团队
培育的耐盐碱水稻。

《21世纪经济报道》关注山东从重
化工到“四新”的新旧动能转换之路。
《山海之间 美丽山东：风景这边独
好！》，央视网发布山东最新形象视
频，并以《动能不转 没有出路：气顺
劲足 山东勇做新时代泰山“挑山
工”》为题，推出报道。

《南方都市报》记者唐孜孜此前一
直关注山东的动向，此次专程来参加发
布会。“通过这次发布会，更加感受到
山东强劲的新动能。”

省内媒体也对发布会进行了全方
位、全媒体的立体报道。大众日报·新
锐大众、海报新闻不仅对发布会进行了
图文实录和专题重点报道，还推出了
《图个明白：国新办专场发布，中外媒
体最想知道山东哪些事》《山东，今天
C位出镜》，H5产品《新时代 新动能

新山东——— 魅力山东》等融媒体产
品，引起强烈反响，大众日报前方记者现场图文报道引起了广泛
关注。闪电新闻、齐鲁壹点等省内媒体也对发布会进行了充分报
道。

社交媒体上，关于发布会的重点内容在实时更新，一张张来
自山东的“名片”不断刷屏，引起了网友热烈讨论和分享。网友
“I am GD”评论，山东始终与时代同步、与祖国同行，经济社
会发展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网友“细雨倾听”留言：“走出去
的山东必定带回来大发展！”网友“goloo”留言：“希望山东
能一直‘变’下去，越变越好！”

（本报北京7月16日电）

□ 本报记者 卞文超 张春晓

7月16日8时许，国新办新闻发布厅外，新中国成立70周年山
东成就展览和特色展示即将开展。

费县手绣传承人卞成飞早早站在一方小展台前。琳琅满目的
手绣工艺品，色彩鲜艳、造型朴拙、针脚匀实，浓浓的沂蒙风情
扑面而来，迅速吸引了中外记者的目光。

“摸摸虎头，吃穿不愁；摸摸虎嘴，驱邪避鬼；摸摸虎尾，
十全十美……”面对中外嘉宾好奇的目光，卞成飞拿起一顶憨态
可掬的虎头帽，费县当地民谣已被她一针一线绣进了手工里。

随手拿起一件手绣，卞成飞有讲不完的故事。在老家费县及
周边县市，她以手绣助力精准扶贫，开发民俗手绣工艺品30多
种，2000多人参与手绣传承，带动居家妇女、残障人士等就业
500余人。

大红、大绿、粉红、黑等色调，组合碰撞，对比鲜明，充满
生活人情味。香草荷包上的图案，变化组合，象征着对美好生活
的祝福和向往：五只蝙蝠围绕寿字，寓意“五福捧寿”；喜鹊和
钱币组合，代表“喜在眼前”……费县手绣体现了沂蒙手绣的特
色，恰如当地淳朴憨厚的民风。

展示的工艺品中，有一枚红色的艾香荷包，绣着“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这个小物件是卞成飞和同在沂蒙老区的手工艺
人为了发布会专门赶制的。费县是沂蒙精神的诞生地之一，水乳
交融、生死与共铸就的沂蒙精神，仍然滋养着那片土地不断焕发
新的生机。

卞成飞说，第一次到北京参加咱山东的发布会，全家人心情
都很激动。精美的手绣荷包里，装着艾叶、辛夷等香草。在展台
上，那只盛满艾叶的小筐子，是卞成飞的母亲为了北京之行专门
编制的。一蓬一蓬看似干枯的艾草，用手指碾碎，散发出沁人心
脾的药香。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卞成飞在沂蒙山区的农家小院里长大。
父亲善于织土布，奶奶跟母亲是剪纸、手绣的高手，她从小就对
针头线脑着迷。在临沂艺术学校美术专业毕业后，她先是业余从
事手绣，终难舍心中热爱，专门成立了工作室。为了传承技艺，
她挨家挨户找手巧的老人学习费县手绣的技法，一路精心钻研。

随着电商平台的发展，费县手绣走出沂蒙，民俗手绣工艺品
找到了更广阔的平台。

“不出门，不出院，看着孩子做着饭，一天能挣几十块！”
面对居家妇女和未脱贫困难户，送活到户、培训到家、固定与灵
活就业相结合。卞成飞手绣已成为费县特色品牌之一，在周边县
市开了六家分厂，入选为“全国就业扶贫基地”。

“我们常说，费县手绣‘废线’。因为针线活做得平、齐、
细、密、和、光、匀、顺。”卞成飞把一双虎头鞋反过来，鞋底
纳着独特的“九子绣”，寓意十子九成、长长久久。费县位于北
方的产棉区，费县手绣以棉线绣在棉布上，指尖上绣出风土人情
的温度。

传统文化融入当下生活，滋养着现代人的精神世界。卞成飞
说，她带着费县手绣来到国内外的大城市，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喜
欢上手绣，因为一针一线中有儿时记忆，在体验手工活儿中能够
感受专注、平和、安宁的心境。

（本报北京7月16日电）

□ 本报记者 代玲玲

国新办，一个联接中国与世界的平
台，中国声音从这里传递到全球各地。

7月16日，这里的主角是山东。在庆
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山东专场新闻发布会
会场外，一场以“新时代 新动能 新
山东”为主题的展览，用图片、视频、
精美器物等形式向全国人民汇报：一个
新动能澎湃涌动的新山东，正阔步走在
新时代现代化强省建设的大道上。

国新办劲吹齐鲁风

“孔孟之乡、礼仪之邦”。灿烂悠
久的齐鲁文化吸引了中外媒体的目光。

展厅电子屏上，伴随着沂蒙山小调
响起，“大美山东”的“画卷”徐徐展
开。短短6分钟的视频里，山东向世界展
示了它深沉厚重的历史文化，灵秀斑斓
的海岱景色，强劲有力的创新潜力，面
向未来的发展潜力。

主题展区内，今年5月中车青岛四方
公司刚刚下线的新一代高速磁悬浮列车
试验样车，时速600公里，未来北京到上
海最快只要2个多小时，引来了不少好奇
的目光；日照创泽信息机器人的展位
前，聚集了很多互动的观众，他们对这
个全球唯一荣获CES创新奖的商用智能机
器人“创创”十分好奇……

各种高科技集中亮相，令来自英国
的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记者杰伊感到很
新奇：“尽管之前去过青岛，但像这样
全方面地了解山东还是第一次，我发现
自己还要学习更多，9月份我还有机会去
山东，很荣幸能到孔子的故乡，到时
候，相信我会有更多的体会。”

“山东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贵
州日报当代融媒体集团总经理李筑不由
地赞叹，“这次布展完全把山东的特点
展现出来了，即使对没有到过山东的人
来说，看到这些展板和宣传片，也完全
能感受到山东的特色和山东的美。”他
告诉记者，8月份，贵州即将举行推介活
动，此行一方面想观摩学习，另一方面
也想借鉴山东经济社会发展经验，“特
别是在高质量发展、脱贫攻坚方面，我
们要向山东学习。”

70年来，山东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人
均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人民生活从贫
困迈向全面小康，现在1天创造的财富量
就等于1952年全年的4 . 8倍。这样的经济
发展成就给《印度教徒报》记者阿图尔·
阿内加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认为，山
东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而且
在未来，山东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将会更
加重要，因为这里拥有众多优秀的企
业，比如海信、青啤等等，所以我看好
山东。”

点赞新时代新山东

位于展厅西侧的，是蓝鲸2号的模
型。这一“大国重器”由烟台中集来福

士设计制造，是全球最先进的超深水双
钻塔半潜式钻井平台，他的“兄弟”蓝
鲸1号曾承担了中国首次海底可燃冰的
试开采任务。即便只是模型，也让人感
受到了它的壮观。

“走向深蓝需要强大的海工装备，
我曾经到过烟台中集来福士还有青岛海
西湾，见证了很多大国重器从山东走
出。”作为土生土长的山东人，《人民
日报》记者潘俊强近两年非常关注山东
海洋强省建设，“海洋经济无疑是此次
70周年山东专场新闻发布会非常亮眼的
一个板块，让人感到非常震撼。”

不仅是蓝鲸2号，在实物展台，作
为乡村振兴的新实践，海水稻也吸引了
人们的关注。这是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
袁隆平院士领衔的技术团队培育出的一
种耐盐碱水稻，最高亩产可达六百多公
斤。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的粮食
安全发展之路令世界瞩目。特别是今
天，看到中国如何推进粮食生产技术创
新，令人印象深刻。”来自美国的内
森·背内特，是《人民画报》的一名记
者。他说：“全球粮食安全问题依然严
峻，如果海水稻技术可以在全球更多地

方推广，将是非常重要的贡献。”
海洋强省、乡村振兴，从某种程度

上说，见证着“山东之变”。新华社山
东分社省会采访中心主任王志认为，过
去一提到山东，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工
业大省，高污染、高耗能产业居多。如
今，山东正以新时代之风，按照“走在
前列、全面开创”的目标定位，布局八
大发展战略，吹响高质量发展号角。
“山东发展的每一面、每一步，都在向
世界展现其强劲活力，我们也一直在为
把山东的成就和经验推向全国作努
力。”

展望未来机遇无限

新时代孕育山东新机遇，新思想激
发山东新动能。

“我原以为双方的合作可能仅仅局
限于海洋，因为山东是沿海省份。但我
了解到，还有很多方面可以合作。”发
布会上，中阿卫视记者馨玥围绕如何深
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进行了提问，
听完山东省委领导的回应后，她表示收
获很大。

馨玥介绍，去年她专访袁隆平先生

时了解到，沙漠环境下试种海水稻在阿
联酋迪拜取得巨大突破，不论是种植面
积还是单产均刷新了迪拜沙漠水稻种植
记录，为推动中国农业技术参与国际交
流合作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这是一
个好的开端，相信不久的将来，山东与
阿 拉 伯 国 家 将 迎 来 多 领 域 合作的 机
遇。”对此，她充满信心。

近年来，山东与“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日渐密切，越来越多
的企业借此机会走出去。《今日巴基斯
坦报》记者比拉尔·萨博利称，海尔已经
成为巴基斯坦最好的家电品牌，来自海
尔集团的产品如电冰箱、微波炉和电视
等，已经渗入到每个家庭的日常生活
中。展望未来，比拉尔·萨博利说，希望
双方能在各领域有更多合作机会，共同
努力。

宣传推介也是生产力。省发展改革
委副主任关兆泉认为，本次新闻发布会
通过山东文化科技元素和发展成就的集
中展示，搭建起一个优质的推介平台，
使国内外对山东的政策和工作重点更加
知晓，为山东高质量发展营造了良好环
境和氛围。

（本报北京7月16日电）

□ 本报记者 张春晓 卞文超

泱泱齐风，奕奕鲁韵。魅力山东，情
动京华。

山东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7月16日，国新办举行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山东专场新闻发布会，现场精心布置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吸引了与会嘉宾和中外
媒体的目光。山东用一件件精致而生动的
非遗实物，制造了一场与美丽的“邂
逅”，让与会者充分感受传统文化的博大
精深和创新脉动，尽情领略齐风鲁韵的独
特魅力。

刷墨、拓图，几个步骤下来，一张寓
意“和合美满”的年画呈现眼前，在杨家
埠木版年画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杨乃东的指
导下，《今日巴基斯坦报》记者比拉尔·
萨博利现场体验了一把年画制作过程。
“很惊喜！”这位年轻记者兴奋地说。

在展示现场，这种互动体验让杨红卫
的年画“人气”很高。“潍坊杨家埠木版
年画迄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与天津杨
柳青、苏州桃花坞并称‘中国三大木版年
画’。”作为一名集“画、刻、印、裱”
于一身的“全能民间艺人”，杨红卫娓娓
道来的推介引来了“围观”。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民族的历史记忆
和文化基因。山东非遗资源极其丰富，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项目8个，国家级
项目173个，省级项目751个，国家级项目
名列全国第二。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非遗
处处长刘朋鑫介绍，此次专题新闻发布会
的非遗展演展示，山东精选了20个项目30
件非遗精品，并邀请山东特色鲜明的潍坊
杨家埠木版年画和费县手绣的两名传承人
进行现场展演展示，引起了与会嘉宾和广

大中外媒体记者的极大兴趣。
“我以前知道孔子，但今天才知道，

我最喜欢的名人孙子也是来自山东的！”
《中国东盟报道》记者Si Thu Tun现场
取阅了《孙子兵法》一书。他期待有机会
走进山东、宣传山东，让更多人了解山
东。

象征着吉祥如意的淄博琉璃作品“云
霓”，黑如漆、亮如镜、薄如纸、硬如瓷
的蛋壳黑陶杯，四周为镂空雕花的紫檀木
嵌银宫扇，莱芜锡雕茶壶、威海锡镶锡壶
茶杯……流连于这些“美好的事物”之

间，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首席时政记
者侯娜感触颇深。

“我的家乡是山东，在儒家文化滋
养中长大，对山东的文化底蕴很有自
信。”侯娜认为，孔子、泰山等山东独
有的优秀文化标识符号，是山东宝贵的
文化资源，她期盼这些文化符号不断放
大、传承和发扬，进一步提升齐鲁文化
在国内乃至国际的知名度。

传统文化是历史的，也是现代的，
从古至今，齐鲁文化从来不缺“创新”
因子。展示中的一套文创产品《齐鲁五

圣贤》，将影响中华文化的孔子、孟
子、管子、墨子和孙子五位圣贤以卡通
形式，结合鲁青瓷进行表现，向人们传
达文化走进生活的妙趣无穷，被很多媒
体记者形容为“很萌”。掐丝珐琅桃木
如意，创新性地运用景泰蓝制作工艺，
使传统的桃木如意造型生动、色泽艳
丽、画面立体。

“一直以为齐鲁文化是厚重的，现
在看来也是轻松的，甚至是好玩的，很
贴近生活，对年轻人也很有吸引力。”
新华社中经社记者张思文说。中国网记
者乔娅丽也被这种充满新意的齐风鲁韵
所惊艳，“传统文化‘两创’，山东领
风气之先！”

山东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打通了过去、现在和未来，
更串起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统文
化、红色文化，构成了强省建设强大的
精神力量。它滋育着山东的生命力、催
生着山东的凝聚力、激发着山东的创造
力、培植着山东的竞争力，激励着齐鲁
儿女不断超越自我、创业奋进。

一幅葫芦烙画，以葫芦为载体，跨
越上下五千年文脉，生动地刻画各个层
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与会
嘉宾仔细辨认起来：孔子、诸葛亮、王
羲之……这个是？一位山东大汉埋头挑
担、头顶上是数不清的一级一级台阶。
“这是新时代泰山挑山工！”现场工作
人员介绍说，一位名叫李亚宁的80后工
艺美术大师创作了这幅作品。

得知答案，《人民画报》韩文版记
者李慧鹏感慨：“勇做新时代的泰山挑
山工，这不正是齐鲁文化在新时代的最
好展现吗？”

（本报北京7月16日电）

70年，扬风逐梦启新篇

齐风鲁韵动京华

□记者 房贤刚 王世翔 报道
7月16日，中外记者参观“新时代 新动能 新山东———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山东成就展”。

费县手绣传承人卞成飞———

指尖飞舞“秀”沂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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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房贤刚 王世翔 报道
7月16日，中外记者参观、体验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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