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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C05

本报 4 月 13 日讯 (通讯员

刘志伟)13 日，寒亭区人民政

府介绍，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4 月 6 日作出决定，命名寒亭区

为“中国年画之乡”，年画家
乡落地杨家埠。

寒亭区历史悠久、文化底

蕴丰富，是我国著名的年画产
地之一，有着数百年的年画创
作、生产、传播、继承和发展

的历史。目前，寒亭区已有 17

人被评为国家和省、市“民间

文化杰出传承人”，年画艺人

杨洛书先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授予“民间工艺美术大师”

称号。现在，仅西杨家埠村就
有年画作坊近百家，从业人员

300 多人，每年 3000 多万张年

画销往市场。

寒亭区的杨家埠年画在我

国民间工艺中，具有丰富的文

化价值、历史价值和艺术价
值，对我国年画艺术的发展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是研究我国

年画艺术的主要传承地之一。

依托年画等文化资源，寒

亭区已建成民间艺术展览、民

俗文化娱乐、民俗产品交易、

民俗风情旅游四大功能为一体
的民俗旅游胜地，成为山东千

里民俗旅游线上的一大热点，

每年都吸引 50 多万中外游客前

来观光旅游。今年，一部投资
3000 万元的大型电视连续剧
《年画》又在寒亭区拍摄，引
起各方关注。

年画家乡“花落”杨家埠

寒亭被命名为“中国年画之乡”

本报 4 月 13 日讯(记者 孙

翔)风筝会每年的焰火燃放活动，

在今年升级为焰火晚会。13 日，记
者获知，今年焰火晚会被分成 4 个
篇章，主题为“点燃激情，放飞梦

想”，通过绿、红、蓝和多彩等色调，

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

每年的焰火燃放都是风筝会

期间的一大亮点。据筹委会相关负
责人介绍，以往的燃放往往比较简
单，今年工作人员在历届活动基础
上进行了创新，将使焰火燃放变为

“主题、音乐、艺术”焰火，使“燃放

活动”变为“焰火晚会”，并将晚会

命名为“点燃激情，放飞梦想”。

据介绍，焰火晚会将分四个篇

章：《春风化雨落鸢都》、《火树银花

迎宾客》、《惊涛拍岸弄新潮》、《万紫

千红春满园》，通过绿、红、蓝和多彩
等主题色调的渲染，给观众强烈的

视觉冲击。晚会首次综合调动音乐、

朗诵、激光、喷泉等艺术手段。

据介绍，晚会场地设在风筝广

场，时长 35 分钟。目前，各项准备
工作正在顺利进行，焰火燃放企业
的招标已经完成。另外，晚会的创

意、音乐、解说已经设计完成，焰火

的编排正在加紧进行。

焰火燃放升级 主题晚会登场

绿红蓝彩焰火扮靓风筝会

百米长卷迎盛会

13 日，在潍坊市东明小学操场上，小学生正在画布上绘制图画。为迎接即将开幕的风筝会，小学生以画画

的形式迎接风筝会。在现场，学生画的题材多以风筝和文明礼仪为主。本次活动共有 120 多名小学生参加，绘制

的图画长达 100 米。 本报记者 孙国祥 摄影报道

本报 4 月 13 日讯(记者 于

潇潇 孙翔)13 日，记者从文展会

组委会获知，本次文展会设 118

个展位，不仅有本地熟悉的民间
艺术亮相展会，莒县过门笺、徐州

曹氏香包、河南淮阳“真图腾”泥

泥狗等不少外地民间艺术为本次

文展会“捧场”，市民可以一饱眼

福了。

筹委会工作人员介绍，本届

艺术展亮点不少，有 50 个艺术门

类参展，来自不同地区的 150 位

民间艺术家，展示负有当地民族

特色的民间艺术。除了潍坊人熟

知的木板年画、扑灰年画、风筝、

剪纸、泥塑、面塑、黑陶、红丝砚、

红木嵌银、布玩具、艺术葫芦、刺

绣、柳编、核雕、根雕，还有北京当

代民间艺术，日照民俗画、农民画

绣，福建木雕等亮相展会。据透

露，莒县过门笺艺术家、徐州曹氏

香包艺术家也会参展。

另外，素有“真图腾、活化石”

之称的河南淮阳泥泥狗也将在展

会上出现，“泥泥狗”古文化艺术

家邵波曾获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

银奖等奖项。而兴起于松赞干布
时期的青海唐卡和陕西艺术家汪

海燕的皮影也颇具看点。

据介绍，在参展的民间艺人

中，仅国家级艺术大师或国家级民

间文化杰出传承人就有 20 余位。

过门笺、香包、泥泥狗等来“捧场”

民间艺术“给力”文展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