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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文化保护升级

16 日上午，“国家级潍水文化生态

保护实验区”在富华会展中心授牌。据了

解，潍水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是“十一

五”期间全国批准设立的十大国家级文

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之一。

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是指以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对历史文

化积淀深厚、存续状态良好，具有重要价

值和鲜明特色的文化形态进行整体性保

护，并经文化部批准设立的特定区域。潍

水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地缘范围为潍

坊市全境，保护对象为其划定范围内与

潍水文化相关的自然生态、历史遗迹，特

别是潍水农工商贸文化中以活态存在并
传承的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

据了解，2008 年潍坊市在全省率先

提出建设“潍水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并积极组织实施。2010 年 11 月 15 日，文

化部正式批准“潍水文化生态保护实验

区”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成为

“十一五”期间全国批准设立的十大国家

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之一。

潍坊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盛

兆辉介绍，潍水流域是齐文化形成的

核心地带和齐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区

域。潍水文化以其开放性、多元性的鲜

明特点，确立了在中华民族文化中的

特殊地位，催生和造就了以特色鲜明、

绚丽多彩的潍坊民间艺术为核心的区

域文化体系。明清以来，潍水流域经济

发达，文化繁荣，民间工艺制作形成规

模，潍坊地区的风筝、年画、剪纸、泥

塑、嵌银漆器、仿古铜、布玩具、刺绣等

传统工艺得以广泛传承，产业快速发

展，日趋繁荣，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

目前，潍坊市共有非物质文化遗

产国家级项目 14 项，省级项目 35 项，

市级项目 164 项，有 5 人被评为国家
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17 人被评为省

级传承人、89 人被评为市级传承人。

古玩市场升温

17 日，作为文展会分会场的首届

大虞文化节暨中国紫砂鉴赏收藏高峰

论坛在奎文区的大虞街道举行。通过

借势文展会，大虞街道的文化产业园

受到更多市民的关注，分设创作基地、

画家村、书家村、古玩村四个功能区的

占地 130 亩的产业文化园，正成为潍

坊又一处文化旅游产品商贸区。

17 日上午，记者在位于虞河路上

的大虞文化产业园看到，经过两年多

的建设，整个园区装扮一新。不仅有来

自潍坊本地的风筝、年画，还有来自省

内外的民俗特产，市民可以随意地挑

选自己喜爱的文化产品。

古玩爱好者刘兵说，齐鲁古玩城离

市中心挺远，现在这里也建起古玩城，

自己再来淘点东西就方便多了。

据了解，大虞文化产业园是依托

奎文区大虞村原有的花卉、古玩、字画

等基础优势和产业资源而开发建设的

文化产业项目，经营面积目前已达 60

余亩，现有四季恒温花卉工艺大厅一
处，古玩字画及古旧书籍营业楼两栋，

文物交易大集一处，年交易额达 1 . 2

亿元，在业内已经有较大影响。奎文区

将把此打造成为一家集高标准古玩

城、民俗文化产品展馆和字画、奇石、

花卉、工艺品等休闲购物场所为一体

的大型文化旅游产品商贸区。

本报记者 于潇潇 庄文石

本报 4 月 17 日讯(见习记者 窦晓薇)15 日

上午，第八届杨家埠风筝年画艺术节暨第四届

中国(潍坊)风筝产品交易会上，一家在网上卖

风筝的展商显得与众不同。

这家展商的马长礼经理告诉记者，他是潍
坊最早一批做淘宝风筝的，至今已有五年时间，

目前他的淘宝店信誉已达到三个“皇冠”。采访

期间，马经理也不误接电话谈生意，他说有一大

批风筝已经到达火车站，让他去取。

马经理现在将业务扩展到全国，他的客户

群主要集中在全国各地的退休老干部里，南京
有个老人自从在网上买了他家的风筝，就再也
不打麻将了，天天出去放风筝，现在身体好了，

还认识了不少老伙计。台湾一个 60 多岁的老人

还专门来到潍坊，去店里选了五千多块钱的风

筝，现在成了马老板的忠实客户。

马经理告诉记者，现在淘宝风筝市场竞争

激烈，必须不断创新，否则就会被淘汰。他说，他

打算开家英文版网店，把生意做到全球。

潍水文化成国家级
文展会带火古玩城

潍坊一老板网上卖风筝
欲开英文版网店把生意做到全球

风筝会给了潍坊一个向全世界展示其魅力的舞台，潍坊有这样

的底气，因为她有数千年积淀的文化底蕴。

17 日，在安丘展厅，一组名为《童
趣》的泥塑勾起了不少人们的童年回

忆。本报记者 吴凡 摄

17 日，在文

展会雕塑艺术展

区，一位参观者

正在聚精会神地
欣赏展品《凤之

愿》。本报记者

吴凡 摄

底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