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潍潍坊坊风风筝筝会会3300周周年年特特刊刊
展展翅翅··印印印记记记

2013年4月19日 星期五 编辑：张亚男 组版：郭晓妮

CC0044
今日潍坊

29届过去，这座城市因风筝而日新月异

一个节会的“蝴蝶效应”
本报记者 孙翔

从1984年首次举办
风筝会，到现在已经过去
29年，潍坊也从一个改革
开放前知名度较低的中
小城市不断发展壮大。受
益于风筝会的带动，潍坊
开始了一系列变革，从萌
动到成熟，从初露端倪到
尽善尽美。

“风筝搭台、经贸唱戏”

风筝会从第一届成功举办之后，潍坊对
办会的宗旨、方式、定位就逐步明确起来。

“风筝牵线、文体搭台、经贸唱戏”的办会
宗旨提出来，目的就是为了推动潍坊的经济、
旅游和社会各业的发展。连续29年成功举办
风筝会，可以说潍坊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

潍坊在改革开放之前还是一个知名度比
较小的中小城市，连续29年举办风筝会，已经
使潍坊的知名度名扬四海，知名度、美誉度大
大提高。潍坊对外开放的步伐大大加快，现在
已经和世界上160多个国家、地区建立了经
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潍坊也由一个名不见

经传的中小城市，成为现在家喻户晓的著名
的世界风筝都。

风筝会作为一个巨大的节会平台，在风
筝会举办期间，全国各地和海外的一些重要
宾客，纷纷来到潍坊，通过风筝这根银线把他
们牵来，在一个清新自然、春光明媚的环境里
来感受放风筝的乐趣，同时促进旅游和经贸
的洽谈。可以说风筝会对潍坊的经济发展，特
别是招商引资是一个直接的推动。

古老技艺，现代传承

风筝会的举办对风筝产业的影响也是明
显的，潍坊的风筝产业由原来比较分散的手
工式的、零星的生产方式和生产状态，发展到
现在，潍坊的风筝企业已经到了300多家，有

的企业已经做大做强。每年市场占有的份额
也在逐年扩大，潍坊的风筝产业现在在国际
和国内占有分别在65%和80%以上。

得益于风筝会的每年举办，潍坊的风筝
产业由小到大，现在正朝着规模化、集团化、
高端化发展。近年来，风筝会办公室对风筝企
业的发展注意抓龙头企业和一些领军人物，
来做强做大风筝产业。同时要求他们搞好“传
帮带”，带好徒弟。风筝是手工传承的技艺，是
非物质文化遗产，2006年潍坊风筝被国务院
批准为第一批国家级的非物质遗产，主要指
的是缝制、扎制的技艺。风筝会办公室专门挑
选了50个代表性人物，把他们送到高职院校
进行深造，还举办风筝理论设计高级研修班
来培养后继人才。

宜居宜业，有礼有情

每一年到潍坊参加风筝会的人都会感到
吃惊：马路宽了，绿化多了，河水清了，天空蓝
了，建筑上勾画出“鸢都”的元素和特色。整个
城市像个花园，2011年，潍坊又被评为宜居城
市。

同时，风筝会对潍坊人的思想境界、各方
面素质的提高以及生态的促进等多方面，都是
一个很大的提升。因为风筝会的连年举办，来
到潍坊的国家领导人、高端人物，还有一些高
层论坛的举办，都带来一些先进的理念和文
化。

内容越来越丰富，形式越来越新颖，市场
化运作程度和市民的参与性越来越高，风筝
会不仅为外地众多节会所仿效和借鉴，而且
催生带动了鲁台经贸洽谈会、寿光科技蔬菜
博览会、昌乐国际宝石节、昌邑北方苗木绿博
会、临朐奇石节、高密红高粱文化节、诸城大
禹文化节、青州花博会等多个在潍坊市内举
办的节会，发展了相当规模的节会经济。风筝
和风筝会成为潍坊走向世界的一张亮丽名
片，成为潍坊的第二个名字。在在第第2288届届潍潍坊坊国国际际风风筝筝会会上上，，一一名名少少女女在在放放飞飞大大赛赛赛赛场场参参加加放放风风筝筝比比赛赛。。((资资料料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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