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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首届风筝会决策者王树芳：

风筝会已成
潍坊发展的“助推器”
文/片 本报记者 孙翔

C07

记者：1984年，当时您作为潍坊市委
书记，做出了举办首届潍坊国际风筝会的
重大决策，当时是基于哪些原因做出这项
决策的？

王树芳：为了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实行
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决策，潍坊市委、市政
府在实践中进行了积极探索。在上世纪八
十年代初，潍坊是一个不足三十万人口的
城市，知名度低，在世界地图上还找不到它
的位置，潍坊又不是海滨城市，境内没有世
界闻名的秀水名山，旅游资源和基础条件
较差，对外开放度低。但是，也要看到，潍坊
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文化艺术名人辈
出，经济基础较好，工业和手工业比较发达
等，只要我们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奋发
有为，对外开放，一定能做出成效。

1983年美国旅游团来潍坊，参观了潍
坊工艺美术研究所，琳琅满目的工艺品吸
引了他们的眼球，特别是对历史悠久、造
形优美的风筝制作技术给予了很好的评
价。参观后他们就邀请潍坊市风筝放飞团
参加他们在西雅图举办的风筝会。这件事
引起了市委、市政府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看到了潍坊风筝的吸引力。经研究批准，
由县级潍坊市原市长邹立桂带风筝放飞
队参加西雅图的风筝会，以风筝打开了潍
坊市对外开放的大门。风筝放飞队回国
后，都积极建议潍坊举办自己的风筝会，
他们的建议与我们的想法完全一致，经研
究由市政府先行起草了举办风筝会的意
见，经潍坊市委常委会研究，决定于1984

年4月1日召开潍坊国际风筝会，并责成由
分管外事工作的副市长和外办主任牵头，
会同有关部门作好风筝会的筹备工作。

记者：第一届潍坊国际风筝会举办时
是怎样的情景？

王树芳：1984年4月1日上午9时，首届
风筝会如期举行，在潍坊市体育场隆重举
行了国际风筝会开幕式，在观礼台就坐的
有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的领导，
全国各地邀请来的客人和部分外宾，全场
观众约12000人。领导人宣布开幕后，美
国、日本、荷兰等11个国家和地区的18个
团队和潍坊市的10个大型方队依次入场。
现场进行了中外风筝放飞表演，后来又到
白浪河水库进行了自由放飞。开幕式办得
红红火火，热闹非凡，群众反映，比过年还
热闹。开幕式现场，来自世界多个国家的
众多代表队依次入场，给我留下了很深的

印象，也给我很大鼓舞。我想，第一届风筝
会就取得了这么多代表队的参与和支持，
今后风筝会一定会越办越好。

在风筝会期间，国内外的风筝爱好
者，还到青州市驼山再次进行了放飞表
演，旅游部门组织内外宾参观了潍坊市十
笏园、工艺美术研究所、寒亭杨家埠木版
年画，参观了青州的云门山、驼山，临朐的
沂山和山旺化石展览，还有安丘石家庄的
民俗风情。各商贸单位、工厂企业邀请内
外宾参观自己的商品展览，洽淡贸易，签
订合同等。这次风筝会初步显现了地方和
单位，利用风筝会这个平台，招商引资、扩
大进出口贸易、发展自己事业的愿望，这
种愿望与本地本单位利益紧密结合是风
筝会长盛不衰的关键所在。

记者：风筝会的成功举办，给潍坊带
来了什么?

王树芳：潍坊国际风筝会是改革开放
以来国内坚持时间最长，成效显著、举世
闻名的重大节会品牌之一，对潍坊经济和
社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是大大提高了潍坊的知名度和美
誉度。风筝会使潍坊走向了世界，世界走
近了潍坊，先后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
立了文化与经贸合作关系，使潍坊由一个
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市成为举世闻名的“世
界风筝都”和国际风联总部所在地。

二是大大促进了招商引资。每届风筝
会都有大量项目签约，落地的投资项目逐
年增加。“十一五”期间，每届风筝会签约
合同项目资金都在300亿元以上。

三是有力地带动了城市建设和相关
产业的发展。以迎接每届风筝会为动力，
城市建设的工作力度逐年加大，并将城市
建设与风筝文化有机融合，城市面貌日新
月异，一座以风筝文化为鲜明特色、宜居
宜业的现代化城市展现在了世人面前。同
时，风筝会带动了旅游、风筝、文化、住宿、
餐饮、商业、交通等第三产业的大发展。

四是促进了信息交流和市民文明素
质的提高。不少党和国家领导人和中外客
商在风筝会期间莅临潍坊，给潍坊人以巨
大的鼓舞，激发了潍坊人的自豪感和自信
心，思想观念不断更新。

五是带动了各地节会活动和节会经济
的发展。风筝会带动了鲁台会、寿光蔬菜博
览会等一大批地方节会的兴办，以风筝会为
标志的节会活动方兴未艾。风筝会已成为潍
坊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招商引资的好平台

和全市人民引以为豪的盛大
节日。

记者：从历届风筝会的
举办和传承上看，您认为风
筝会在发展过程中都有哪
些突出的变化和创新？

王树芳：一是风筝会开幕时间由创办
之初的4月1日 ,改为后来的4月20日 ,再到
2012年改为每年4月第三个周六,适应了形
势发展的需要和市民广泛参与的需求。二
是随着风筝会的成功举办,潍坊市各项基
础设施逐步完善 ,开幕式、放飞场地也不
断变化。三是内容逐渐增多 ,由单一的风
筝旅游发展为招商引资、经贸、文化、体育
等相结合 ,更加丰富多彩。四是办会方针
逐步完善,由计划体制下的政府包办,发展
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主导、群众参
与、市场化运作的办会路子 ,更加注重节
约务实。

记者：您对进一步办好潍坊国际风筝
会有何展望和期待?

王树芳：潍坊国际风筝会，已成功举办
了29届，一届比一届好，都有新的特色，它得
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只要是人民拥护的事

情，我们就坚定办下去，而且要办得更好。
风筝会得到了中央和山东省委、省政

府及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潍坊
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

我认为我们要利用每年一届的国际
风筝会这个平台，发展各地域、各单位的
事业，全面发展潍坊的经济建设、政治建
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
争取早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造福潍坊人民。

要从实际出发，不断创新。一些县市
区和部门利用风筝会创办自己独具特色
的节会，如寿光市举办国际蔬菜博览会，
昌乐县举办宝石节等，他们都办得很好。
使各自的产业越做越大，越做越强。

还要解放思想，拓宽视野，大力发展
文化产业。潍坊人杰地灵，文化基础深厚，
历史和现代文化名人较多，要充分利用这
个优势，大力发展文化事业，使文化大发
展、大繁荣。

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树芳，曾任中共潍坊市委书记，是第一届风筝会的决策者、
倡导者和亲历者，亲身经历和亲眼目睹了风筝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今年适逢风
筝会三十年，近日，记者就风筝会与潍坊的发展专访了王树芳。

3月18日上午，王树芳（左）向风筝会赠送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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