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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宋学宝 都镇强

10月20日，“时代的印记——— 靳尚谊油画
与素描作品展”“百年油画的轨迹——— 大都美
术馆油画藏品展”和“北京市文物公司藏齐白
石百幅书画作品展”三大画展在潍坊市开幕。
据悉，三大画展的展览时间均为10月20日至11
月11日。

展示国内油画百年轨迹

10月20日，记者步入潍坊十笏园文化街
区，“时代的印记——— 靳尚谊油画与素描作品
展”和“百年油画的轨迹——— 大都美术馆油画
藏品展”正在展出。两个展览分别展出了靳尚
谊油画及素描作品41件和大都美术馆馆藏作品
133件，集中展示了油画在中国的百年发展轨
迹。

在靳尚谊油画与素描作品展展区，映入眼
帘的人物、风景、花卉、静物、抽象等画作，
给广大油画爱好者和市民们带来了视觉上的享
受、思想上的启迪和心灵上的震撼。“非常震
撼，从这些画作里能够感受到时代的变迁。”
闻讯前来观展的市民范女士说。

中国艺术教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大都美
术馆馆长曹意强介绍，本次展览中，靳尚谊亮
相的部分油画，风格典雅、形式纯正、色彩丰
富，刻画出了当代人物生动的情态，代表着他
这代油画家的不懈追求，将外来画种转化为中
国艺术自身创造的精神典范。

“同时，大都油画藏品完整地呈现了中国

百年油画的发展历程，观众可以从中清晰地追
踪从我国第一代油画家如颜文樑、徐悲鸿等，
经由第二代画家董希文等，再到靳尚谊、全山
石和詹建俊等第三代油画家，直至他们的学生
辈们的探索印迹。踏着这百年油画发展的脚
印，便能测验出作品所源自的社会和文化变革
的风云。”曹意强说。

部分齐白石作品首次展出

当日，在潍坊市博物馆，“北京市文物公
司藏齐白石百幅书画作品展同时开展。值得注

意的是，部分齐白石作品是首次在外展出。
记者看到，此次展览展出齐白石的百幅作

品，既有其独创的“红花墨叶”浓色花卉和黑
白墨笔的“鱼虾蟹蛙”“鹰鹊鸦鸡”等杰作，
也有不少从未展出的作品，全面呈现了这位人
民艺术家不同创作阶段的艺术特点。

“齐白石的绘画综合了中国文人画逸笔精
神与宋画式精妙写生的传统，并集其大成，可
谓笔酣墨饱，线骨遒劲，生动大气，天趣盎
然，一如苏东坡所说的‘出新意于法度之中，
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堪称二十世纪中国画的
巔峰创造。”曹意强说。

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

近年来，潍坊市连续成功举办了九届中国
画节，十二届中国潍坊文化艺术展示交易会，
六届中国油画风景作品展。打造了在国内具有
较大影响力的书画盛会，对促进各界的文化交
流，满足群众文化需求，提升城市文化影响力
发挥了重要和积极的作用。

“潍坊是个新兴城市，经济和文化都在繁
荣发展，今天能在这里举办画展感到很高兴，
也感谢潍坊在搭建文化交流合作平台，推动文
化繁荣发展上所做的一系列工作。”在中国美
术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央美术学院原院长靳尚
谊看来，文艺工作者要更加自觉地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不断提升创作
水准，创作出更多的精品力作，进一步满足广
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中国美术家协会分党组成员、秘书长马锋
辉也抱有同样的观点，在他看来，广大美术家
和美术工作者应主动担当进入新时代、书写新
时代、讴歌新时代的使命，勇于回答时代课
题。从当代中国的伟大创造中发现创作主题，
捕捉创新灵感，深刻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
巨变，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为时代
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

“潍坊市历来重视文化艺术建设，希望我
们带来的作品能够帮助活跃潍坊文化生活，激
发对艺术与创造性品质、艺术与产业等问题的
深层思考，使艺术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创造性能
量。”曹意强说。

□ 本报记者 郑颖雪 宋学宝

10月21日，青州市庙子镇的泰和山风景区，满
山的红叶、潺潺的流水、清新的空气让人流连忘
返。庙子镇原始植被和野生动物众多，坐拥3000亩
仰天山林场和36000亩杨集林场，有木本植物110多
种、草本植物200余种、陆生脊椎动物100余种，是
江北罕见的天然植物林，负离子含量是城市的200
倍。依托天然生态优势，青州市在此打造了以节
能、减排、环保为核心的“零碳小镇”。

青州市庙子镇零碳小镇是潍坊市特色小镇建设
的一个缩影。10月17日下午，记者从潍坊市特色小
镇发展规划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寿光市羊口镇入选
国家级特色小（城）镇创建名单。青州市庙子镇零
碳小镇、青州市黄楼街道文化艺术小镇、诸城市昌
城镇健康食品小镇、寿光市侯镇智能家居小镇、安
丘市新安街道新安齐鲁酒地小镇、临朐县九山镇薰
衣草小镇、昌乐县五图街道方山蓝宝石小镇、坊子
区坊城街道1898坊茨小镇、坊子区凤凰街道地理信
息小镇，入选省级特色小镇创建名单。青州市花卉
小镇、诸城市山东头茶旅风情小镇、诸城市西海岸
智能装备小镇等10个小镇入选市级特色小镇创建名
单。寿光市台头防水智造小镇、昌邑市围子智能动
力小镇、临朐县嵩山露营小镇等7个小镇，入选市
级特色小镇培育名单。在现有基础上，计划到2020
年，命名10个产业上“特而强”、功能上“聚而
合”、形态上“精而美”、机制上“新而活”的市
级特色小镇。

日前，由潍坊市住建局启动编制,浙江省城乡
规划设计研究院和山东建大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共
同承担的《潍坊市特色小镇发展规划》正式印发。
该规划是目前省内首个市域特色小镇发展规划。

经过一年时间，《潍坊市特色小镇发展规划》
规划编制工作顺利完成，成果报告总计约十万字，
力求体现特色小镇发展的全局性、阶段性和特色
性。立足现实基础，面对问题挑战，充分借鉴浙江
等地区先进理念和成功经验，以总体指引与分类指
引相结合的方式，确定“传统产业提升型、新产
业—信息创新类、新产业—装备制造类、现代农业
型、文化旅游型、生态旅游型”等6大类型，并针
对各类典型小镇提出具体建设思路，谋划差异化的
务实发展路径，选取12个案例进行规划提升。

潍坊市按照融合发展的思路，以产业为主导，
通过资源整合、功能叠加、政策红利等措施，推进
特色小镇发展。2016年以来，该市积极争取省级奖
补资金9650万元、建设用地指标709亩，扶持10个国
家和省级特色小镇建设；2018年起，对10个列入创
建名单的市级特色小镇，潍坊市财政每年各奖补
100万元。全市27个特色小镇累计完成投资450亿
元，步入快速健康发展时期。

下一步，潍坊市将把规划作为统筹引领特色小
镇持续健康发展的基本遵循，促进特色小镇在潍坊
经济转型提质与特色文化彰显中发挥重要作用，把
特色小镇建设成为潍坊的“产业转型新引擎、创新
创业新高地、城乡融合新纽带、乡村振兴新平台、
文化彰显新名片”，进一步助推潍坊新型城镇化与
乡村振兴双轮驱动。

三大画展在潍坊市举行，展出齐白石、靳尚谊等名家作品三百余幅

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10月18日下午，寿光市营里镇第一初级中
学九年级一班，语文教师杨静和孙彩霞分别讲
授了《我的叔叔于勒》一课。杨静的课主要以
提问的方式，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孙彩霞则以
讲课为主。这是该校名师、山东省特级教师丁
华平安排的同课异构教研活动。

“我们相互交流，相互启发，教学相长，
从而寻找最佳课堂教授效果。”丁华平说。

“跟着名师学，进步很快，我们的不足弱
点，丁老师指出来，我们不断改正，受益匪

浅。”杨静说。
2017年9月，寿光市营里镇教育学区成立

了三个特级教师工作室，分别由本学区的山东
省特级教师丁华平、潍坊市特级教师孙春霞、
寿光市乡村教师李会春担任主持人。3个名师
工作室吸收本学区和周边乡镇的20多位教师为
成员。其中，丁华平带领7名年轻教师学习。

“以教学研讨、课堂教学为平台，充分发
挥名师工作室的引领作用，助推教师的专业成
长，大力提升课堂教学效益。”营里镇第一初
级中学校长窦景涛说。

针对成员业务基础有差异的状况，三位名

师精选业务理论专著，实行了“配餐制”专业
学习，采取“分餐学习”和“聚餐学习”相结
合方式，分层学习不同教育教学理论，撰写读
书笔记和教学反思。

名师工作室每月举行一次集体教研，每周
在工作室网站上发布一次教研话题，其他成员
及时会诊研讨，用“问题意识”主导教研活
动，注重梳理教学中遇到的实际小问题。重大
问题聘请市内名师专家指导，确立研究路径。
根据集体教研成果，营里镇名师工作室编写了
《高效课堂教学金支点》《中学生作文升格金
支点》《中学生阅读教学金支点》等系列校本

教材，升华了教学智慧。
据介绍，名师工作室定期举办主持人示范

课和继续教育讲座活动，从教学新理念，到课
堂教学改革创新，引领年轻教师专业发展。针
对教材特点，名师引导教师，分门别类地对单
元教学进行剖析，制作了学科单元思维导图，
发布到工作室网站上，浓缩知识重点难点。

目前，营里镇教育学区名师工作室带起了
一批年轻教师，有3人被评为寿光市教学能
手、2人成为学科带头人。在今年的寿光市初
中语文中考研讨会上，营里镇名师工作室成员
单玉山和杨静老师分别作了典型经验介绍。

寿光市营里镇教育学区

名师传帮带，教师成长快

特色小镇
步入快速发展期

广告

三大画展的举行，吸引了潍坊众多书画爱好者的目光。图为观众在十笏园文化街区展馆观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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