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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本报泰安6月6日讯(记者
邵艺谋) 6月6日，中国桃木旅游
商品博物馆内，刚刚获奖的肥城
桃木雕刻作品《桃趣》和《桃木吉
祥三宝》放置在聚光灯下，显得
格外精湛优美。“就是这两组桃
木雕刻作品，开创了肥城桃木雕
刻在全国旅游商品大赛上拿最
高奖的先河。”肥城市旅游局工
作人员说。

5月24日，由国家旅游局和浙
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13中
国国际旅游商品博览会在义乌举
行，在国内旅游商品顶级赛事
2013中国旅游商品大赛上，山东
省选送的旅游商品获得一金一银
一铜的好成绩，在这三组作品中，
光肥城桃木雕刻作品就揽回一金
一铜。

“全国总共10个金奖，咱肥城
桃木雕刻就得了一个，这个荣誉

太高了。”两件获奖作品的生产企
业——— 肥城正港木业工艺品厂总
经理程银贵说。

记者在中国桃木旅游商品博
物馆看到，获得金奖的作品《桃
趣》，由9件与肥桃造型相关的雕
刻工艺品组成，其中包括笔筒、镇
尺、名片夹和工艺陈设品等产品
形式，包含了象征“福”的蝙蝠，以
及知了、童子、寿星等形象。获得
铜奖的《桃木吉祥三宝》则由桃木
剑、锏、鞭组成，三件作品都包含
平安文化。

“去年肥城桃木雕刻产品曾
获得全国旅游商品大赛铜奖，我
们总结参赛经验，把几件作品组
合在一起，组成两组作品。”程银
贵告诉记者，往届单个桃木雕刻
作品难以吸引评委目光，此次的
组合产品寓意更丰富，因此一举
夺魁。

中国国际旅游商品博览会上夺大奖

肥城桃木雕刻捧回一金一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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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城桃木雕刻产业对于泰安
其他旅游商品的发展有很好的借鉴
意义。”泰安市旅游局商品科科长张
虎说，肥城桃木是泰安四宝之一，也
是泰安旅游商品重要组成部分。目
前，肥城桃木雕刻年产值达到6亿
元，解决了3万多人的就业问题，在
泰安旅游商品行业中是最突出的。

在泰安旅游商品中，泰山玉也
占据很大一部分市场，而泰山玉发
展目前最大的瓶颈就是缺乏本土专
业人才。“雕刻是一个特殊的行业，
目前本地雕刻技工数量和能力都有
不足，只有聘请外地大师来泰安雕

刻泰山玉，才能提升泰山玉价值。”
泰安市旅游局纪检组长张朝辉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据了解，在获得国内几项大奖
的泰山玉作品中，大部分创意和雕
刻都是由外地技师完成的，本地技
工数量和能力相对较弱，张朝晖表
示，解决泰安旅游商品开发缺少人
才的问题，得依靠“引进来，走出
去”，而肥城桃木雕刻在十多年前就
开始走起了这条道路。此外，泰山玉
也缺乏相应的行业标准，这使得很
多外地玉石以次充好，鱼目混珠。

泰安四宝中的另外两种产品泰

山麻和泰山茶都有相应的行业标准
和技术规范，但是缺乏统一的流通
大市场。目前泰安最大的茶叶流通
中心泰山茶博城还在建设中。值得
借鉴的是，肥城在2008年就建设中
国桃木旅游商品城为整个行业的发
展打造了一个良好的发展平台，目
前这里已经成为江北最大的桃木商
品生产和销售基地，并发展成为全
国桃木旅游商品生产销售集散中
心。

“在旅游商品品牌保护和推广
上，申请专利和国家地理标志也都值
得泰安其他旅游商品借鉴。”张虎说。

大图：获得金奖的
桃木雕刻作品《桃趣》。

本报记者 邵艺谋
摄

小图：获得铜奖的
《桃木吉祥三宝》。 本
报记者 邵艺谋 摄

培养本土技师、形成统一市场、制定技术规范———

肥城桃木制品规范成“省标”
文/片 本报记者 邵艺谋

肥城桃木雕刻产业经过十
多年的发展，如今已获得多项
全国大奖，不仅得益于肥城市
引进桃木雕刻人才，也与本土
雕刻技师的成长息息相关。在
中国国际旅游商品博览会获奖
的两组桃木雕刻产品，是由外
地大师和本土技师共同合作完
成。

2001年，肥城市从江苏如
皋引进雕刻技术人才程银贵先
生，创办了第一家桃木加工企
业。最初的产品只有桃木剑及
部分小挂件，投入市场后，立刻
受到广大消费者的喜爱，供不
应求，企业规模迅速扩大。后来
肥城相继出现了好几家大型桃
木生产加工企业。

企业建立起来了，但雕刻
技师基本都是从外地请来的，
如何培养本地雕刻技师，成为
摆在旅游部门和企业面前的一
道难题。“让外地技术人才来泰
安，帮助我们开发旅游商品，培

养本地技术工人，再让泰安技
工走出去，到外面学习先进的
技术。”肥城市旅游局副局长刘
仁力说，他们邀请了很多专家
到肥城授课，培养本土专业人
才，同时先后举办多期桃木旅
游商品雕刻技术工人培训班，
共培养雕刻工人500多人。

李同振是肥城桃园镇人，
这名27岁的小伙子如今是泰安
市高级雕刻工人，而在10年前，
他还刚刚入门，“刚开始是外地
的师傅教我，后来通过不断的
学习和培训，自己也能独立完
成工艺品的雕刻，现在一个月
能收入3000多块钱。”

2010年和2012年，肥城旅游
局和人社局联合举办桃木雕刻
技能鉴定大赛，获奖者获得国
家统一鉴定资格证书。两次竞
赛先后评出桃木雕刻高级技术
工人200多人，高级桃木雕刻技
师50人，本土雕刻人才缺乏的
局面得到根本改善。

“目前市场竞争中，企业相
互间的创意模仿问题很普遍，
我们引导企业保护知识产权，
先后有桃木象棋、桃符、福禄寿
如意等100多件产品已获国家
生产专利。”刘仁力说。

单纯依靠专利申请很难彻
底解决企业模仿的问题，为了
让肥城桃木雕刻更有“肥城味
道”，雕刻技师们不断创新雕刻
手法，独创了羽雕等创作手法，
同时加大产品创新，如今在肥
城桃木雕刻销售市场上，能看
到镇尺、首饰、手表、梳子、纪念
品等多种系列的产品。

此外，肥城桃木雕刻作为
全国桃木雕刻行业的“领头
羊”，首先起草制定桃木制品地
方行业标准。肥城市旅游局与
泰安市旅游局、泰安市质监局
联合起草制定《桃木制品通用

技术规范》，对桃木制品原材
料、外观质量、雕刻技法都有严
格规定，“这个标准已经经过山
东省质监局批准，成为山东省
地方行业标准。”程银贵说。“今
年我们准备上报国家质监总
局，争取将这个标准推广成全
国桃木制品生产标准。”刘任力
说。

目前，肥城从整个行业入
手，向国家工商总局申报了“肥
城桃木雕刻”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国家工商总局在3月27日发
布的初审公告中，“肥城桃木雕
刻”地理标志包含在内，这说明

“肥城桃木雕刻”地理标志已经
通过初审。

“作为整个行业的一个品
牌，在行业内部进行推广认证，
提升桃木行业的整体形象。”肥
城市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10年前靠引外地大师

现在培养一批“自己人”

桃木制品技术规范

成省级行业标准

年产值6亿元 解决3万多人就业

在13年的发展历程中，肥城桃木雕刻通过打造“肥城流派”，培
养本土雕刻技师，制定行业标准，已经占据全国桃木雕刻市场的八
成份额。据了解，目前“肥城桃木雕刻”申请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已经通过初审。

肥城已培养大批本地雕刻人才。 本报记者 邵艺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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