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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C05

本报3月13日讯(记者 宋昊阳
通讯员 任艺舒)3月13日，农历

二月初二，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
区第七届渔盐文化节在北海渔盐
文化民俗馆成功举办。记者在现场
看到，除了传统的拜祭龙王外，群
众还自发组织了锣鼓秧歌、舞龙舞
狮、京剧吕剧表演等具有浓郁地方
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来自潍坊滨
海、昌邑、寿光和东营等地的5万名
渔民、盐民和当地居民地汇聚此
地，祈求在新的一年里渔盐丰产，
国泰民安。

记者了解到，今年是渔盐文化
节成功举办的第七个年头，活动规
模逐年增大、参与人数逐年增加。
当地民间谚语有：“二月二龙抬头，
皇帝使金牛，娘娘来送饭，保证天
下收”，在这一天，即将出海的渔民
和进行盐业生产的盐民们会自发
组织一些祈福活动，拜祭龙王，祈

求在新的一年里出海的人能平安
归来，喜获丰收。

渔盐文化节的举办地在北海
渔盐文化民俗馆，该馆主要展示了
渔盐文化、海文化等内容，是由当
地民营企业山东龙震集团的企业
家出资2000多万元兴建的。这里举
办的“二月二龙抬头节”和“正月十
六盐神节”均已列入潍坊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重点保护项目。

记者在现场采访了解到，13日
当天有大约5万人来到举办地参加
文化节活动，其中滨海以外地区的
游客占了8成左右。来自寒亭固堤
镇的居民冯桂芬告诉记者，她家里
以务农为生，每年到了二月二这一
天就来到滨海祭拜龙王，祈求这一
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据了解，近年来，潍坊滨海经
济技术开发区大力发展渔盐文化和
海洋文化。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是

我国重要的原盐产地，区内有全国
最大的原盐生产企业，当地有数万
人从事原盐生产及海洋捕捞养殖工
作，“渔盐文化节”在盐民、渔民中具
有广泛的影响。同时，潍坊滨海经济
技术开发区具有悠久的渔盐文化历
史，盐业生产有几千年的历史，潍坊
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发现的东周盐
业遗址群，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在国
内实属罕见，央子盐业遗址群作为

“黄河三角洲”盐业遗址群的主要部
分已成功入选山东省第三次文物普
查“十二大新发现”。

目前，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
区正依托东周盐业生产遗址，传承
发展北海渔盐民俗文化，盐文化博
览园正在进行规划设计，内容包括
盐业博物馆、盐浴不沉湖、古今制
盐展览等，建成后将成为集参观、
体验、食宿、游玩于一体的文化休
闲场所。

滨海举办第七届渔盐文化节
五万游客观看民俗演出

从第一届渔盐文化节开
始，每年的举办地都是北海渔
盐文化民俗馆，民俗馆中，建
筑风格精美大气的龙王庙是
吸引游客和居民来此的原因
之一。这所民俗馆由当地民营
企业山东龙震集团的企业家
出资2000多万元兴建。该集团
副总经理文聿松介绍，他们计
划在十年之内，将目前以文化
民俗为主的渔盐节打造成滨
海的旅游品牌之一。

文聿松告诉记者，二月二
这天祭拜龙王，是包括潍坊人
在内的不少北方人民的习俗。
但据他所知，在潍坊，之前并
没有一座大型庙宇专门用来
举行祭拜龙王的仪式，已有的
大多数的庙宇规模较小，或者
正殿并不是祭拜龙王。因此，
该集团投资建设了一座占地
200多亩的渔盐文化民俗馆，
其中正殿祭拜龙王。记者了解
到，潍坊当地众多居民前来集
中祭拜。

文聿松说，虽然目前渔盐
文化节只是一个民俗的节日，
并没有为滨海以及投资集团
带来多少收入，但是它为当地
带来了可贵的人气，会吸引大
量外地游客来到滨海。这也为
当地依托渔盐节打造旅游景
点打造了基础。不少商贩也看
准商机，来到文化节销售香
纸等，可以预想到，随着渔
盐节的规模扩大，将有更多
的商贩来此进行民俗产品、
农产品的销售，从而拉动经
济发展。

在文聿松看来，这么多游
客被吸引到滨海，既有助于潍
坊民俗文化的传播，也为滨海
带来了不小的商机，他介绍，目
前民俗馆周围基本上还没有餐
饮住宿地，可供游客游玩的景
点也不是很多，但是在滨海的
整体规划中，民俗馆处于欢乐
海旅游度假区的中心地带，可
以想象到，将来民俗馆周围地
区会出现很多相关产业，必会
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据了解，目前，潍坊滨
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正依托东
周盐业生产遗址，传承发展
北海渔盐民俗文化。盐文化
博览园正在进行规划设计，
内容包括盐业博物馆、盐浴不
沉湖、古今制盐展览等，建成
后将成为集参观、体验、食宿、
游玩于一体的文化休闲场所。

本报记者 宋昊阳

投资方山东龙震集团副总经理文聿松谈渔盐节：

先赚足人气 后拉动消费

山山东东龙龙震震集集团团副副总总经经
理理文文聿聿松松。。

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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