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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滨州州展展区区四四天天迎迎客客1100万万人人次次
第五届文博会昨日正式闭幕，滨州馆获两项大奖

今 日 滨 州

本报8月31日讯(通讯员 王
栋 周卫华 谢晓龙 记者
王晓霜) 8月31日下午，为期4天
的第五届山东文化创意产业博
览交易会闭幕。以海瓷艺术、布
塑工艺、雕塑艺术等滨州特色文
化项目为展示重点的滨州主展
馆广受欢迎。据不完全统计，文
博会4天时间里，滨州展区共迎
来游客10万人次，获得两项大

奖。
与前四届相比，整个第五届

文博会主题更加突出，文化产品
更加丰富，数字技术特色更加明
显，创意色彩更加浓厚，专业化、
国际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各方面
趋于更加成熟，滨州馆也是如
此。市委宣传部文改办主任周卫
华介绍，今年滨州展区位于济南
国际会展中心主会场显眼位置，

展区面积也比前几届都要大。
馆外，建筑主体以魏氏庄

园古城墙、孙子兵法书简、黄河
等为基调，展现出滨州独有的
民俗文化气息。馆内，布老虎、
吉祥鱼、绣球等手工艺品正对
大门，喜庆、大方的色彩让人驻
足；展厅东侧的古典家具展示
出滨州日渐强盛的家具文化；
北侧的盐雕产品个个晶莹剔

透，创意让食盐变成了富有震
撼力的工艺品，每个游客都为
之惊叹……

8月31日下午2时，第五届文
博会总结表彰暨第四次新闻发
布会召开，会上表彰在文博会组
织和参展中的优秀单位、团组和
参展商，滨州展团斩获优秀组织
奖和优秀参与奖两项大奖。周卫
华表示，滨州展团在参展组织、

展示交易、展演互动等方面较之
以往又有了新的提升，取得了丰
硕成果，圆满完成了参展工作任
务，“这是一次文化发展的盛会、
创新创意的盛会、宾朋满座的盛
会、共享共赢的盛会，有力地提
升了山东文博会的品牌效应，使
滨州得到了很好的推介、交流，
为加快滨州文化强市建设注入
了强大动力。”

8月28日，市篆刻名家李荣川
携作品亮相文博会滨州展区，这是
继上届文博会参展以来，李荣川作
品第二次亮相于文博会。他的作品
精湛，让人惊叹，虽然只有很少的
作品展示，但却引来的无数市民的
围观。

李荣川介绍，这次展示作品主
要分为人物肖像篆刻作品和铜印
作品两大部分。其中人物肖像篆刻
作品主要是毛泽东肖像篆刻，周恩
来肖像篆刻，全国全省文化名家和
滨州市文化名人共计47方。铜印六
小一大的共7方印，最大是20*20cm

的《和成雕塑》，也是目前滨州最大
的铜印作品。相比于上届，这次展
示还多了几方的闲章。有滨州历史
名人孙子，有范仲淹的人物画像作
品，还有给卞葆彤的家刻印风景图
画闲章。

李荣川说，肖像印在现实生
活中具有广泛的用途。商品、广
告、明信片、信用卡、名片等都大
有用武之地。既可收藏、又能防
伪，一目了然，直观性、写实性、观
赏性、艺术性使肖像印独具魅力。
从“金石美感”、雅俗共赏、长期收
藏来说，肖像印自有它独特的审
美、艺术和实用价值。从技艺提
升、艺术鉴赏、审美训练和培育素
质修养来说，肖像篆刻印有其特
殊而不可替代的功能意义。这都
是肖像篆刻近年来迅速发展、被
人们推崇喜爱的理由。

“这不是小么哥吗？怎么刻的
啊！太像了，真的太像了！”一位游
客说。原来这位游客是济南本地
人，也是小么哥的粉丝，看到李荣
川的肖像印作品后非常激动。

本报记者 郗运红

李荣川精湛篆刻惊艳文博会

京博希望小学孩子们表演的吕剧吸引了众多游客。 本报记者 王晓霜 摄

不少游客对和成雕塑饶有兴趣。 本报记者 王晓霜 摄

滨州吕剧
唱响文博会

“今天布老虎很受欢迎，尤其
是新的作品。”布老虎山东滨州东
寅布塑工艺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清
华介绍到，本次带过来的布老虎
系列物件虎头鞋、虎头帽、抱枕等
两千件，光布老虎大大小小的有
一千多件，光种类就有十几种。其
中四头虎、蓝印花、大花布，白麻
布的布老虎作品是今年新的作
品，也是首次亮相文博会。

展区里的博兴草柳编可谓是
唤起一代人的回忆，很多的中老
年人来到展区看到这些草柳编工
艺品都喜开了颜。对于年轻的人
来说看到这些工艺品也是爱不释
手，想要买回家做装饰品，可因为
有些工艺品只是用作展示，所以
很多参观的市民想要收藏也没有
办法，只能是看了又看。

在会展中心二楼B区展厅门
口右侧，也就是滨州展区外侧有
个很小面积的舞台。舞台虽然小，
但正在吕剧表演的京博希望小学
孩子们却精神抖擞，引来了众多
参观者停留。

“咱们滨州是吕剧之乡，这次
能在文博会上表演，孩子们都高
兴坏了。我负责指导节目和伴奏，
还有一个老师负责化妆和服装。”
带队老师周景孟说。这些孩子都
是一到三年级的学生，从教学课
堂上挑选出的优秀学生代表过来
表演的。孩子们表演了《马大宝喝
醉了酒》、《潘发财盼发财》等经典
曲目，还有自编自导的《惠民政策
谱新篇》也展示在了观众面前。现
场聚集了无数市民的观看，并对
孩子们的表演竖起了大拇指。

滨州是吕剧的发祥地。吕剧
起源于明末清初，由民间杂曲小
调逐步演变成为独具特色的地方
剧种。吕剧的唱腔和表演艺术蕴
涵着浓郁的乡村气息，许多优秀
剧目生动地反映出齐鲁民俗风
情，内容健康活泼，戏词风趣诙
谐，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因而雅俗共赏，不仅在我国北方
流行甚广，而且风靡全国，成为亿
万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著名地方
戏曲。 本报记者 郗运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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