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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只有短短几年时间，
尽管一直处于提升、完善之
中，董子文化街凭借其集城市
名片、地标建筑、文化符号于
一体的独特优势，已经在山东
省及周边省市形成了一种强
大的文化辐射力、凝聚力，吸
引了全国的文化产业来此安
家落户、全国性大型文化活动
相继在这里举办。

优惠的政策，优越的环
境，文化磁场的魅力是无法抗
拒的。几年来，润德堂美术馆、
孔维克艺术世界、汉鼎画院、

红博馆、昊天玉坊、萃源阁寿
山石、集彦斋、华丰堂、荆溪堂
等国内著名文化艺术机构纷
纷在此安家落户。“董子文化
街让我找到了归宿感。”荆溪
堂堂主孙志军的话代表了300
家商户业主的心声。董子文化
街为所有商户提供了一个实
现理想的巨大文化平台，不管
是哪个艺术行业，不管经营什
么文化项目，都能在这里扎
根、发展，绽放异彩。

同时，董子文化街还成了
发展和繁荣地域文化、民俗文

化的舞台，德州黑陶、金丝贴、
刀笔画等11类、80多个本地文
化艺术品汇聚于此，其中王书
喜的伟人雕像绣像、王宪利的
黑陶、张以新的手绘封、刘文海
的书法、王永成的烟标、曹世华
的名人信札、郑永华的扇子、朱
国庆的古籍善本、刘欣的刻瓷、
马爱民的宣传画等，在国内具有
很高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每年
500万人次以上的游客、数十次
的全国性文化活动，也极大了
丰富了市民生活。

本着打造旅游胜地、收藏

基地、文化高地的目的，董子
文化街以功能齐全的规划设
计、丰富独特的文化产品、鲜
明的地域文化特色，一举奠定
了在京、津、鲁、冀中的地位和
品牌。目前，董子文化街分六大
区域，包括名人字画文房四宝
区、红木家具根雕奇石区、金银
首饰珠宝玉器区、古玩与民俗艺
术区、美食茶艺区和商业商务服
务区。同时，还配备了5000平方
米的美术馆、报告厅、书画展示
厅、拍卖交易大厅以及艺术家工
作室等配套设施。“规模最大、档

次最高、功能最全、全省第一”
的评价实至名归。

2013年6月8日，在“纪念
毛主席诞辰120周年全国红色
精品展”开幕式上，董子文化
街被授予“中国收藏文化示范
基地”称号，这是中国收藏家
协会在全国创建的首个“中国
收藏文化示范基地”。此外，

“全国诚信示范市场”、“齐鲁
文化特色新地标”、“山东省文
化产业示范基地”等殊荣，更
是当之无愧，由此奠定了董子
文化街的品牌影响力！

到今年的9月16日，董子文
化街才整整五周年，但她已经
成了德州文化产业史上浓墨重
彩的一笔，成了德州这座城市
的一张崭新名片。有人说，不到
董子文化街就不算来过德州，
德州不光有扒鸡，还有董子文
化街。

不必罗列那一组组沉甸甸
的数字，单就董子文化街在人
们心中的地位看，足以彰显她
独特的魅力。这种魅力源自自
然景观与历史文化的珠联璧

合、水乳交融，更源自人们对美
好家园的深情向往和憧憬。

董子园风景区以董子读书
台为主景，沿沙王河水系延伸，
台临水建，景随水出。人工景观
全部是传统建筑，灰、白主色调
体现出了古朴、简洁、大气的古
典建筑风貌。走进风景区，小桥
流水，花木扶疏，亭舫廊榭掩映
于绿柳碧水之间，名家墨迹点
缀楼台桥阁之上，气势恢宏的
读书台、凝气传神的董仲舒像、
庄重典雅的“三策固本”牌坊，

勾勒出了一幅“不是江南胜似
江南”的水墨画。

作为董子园风景区最重要
的组成部分之一，董子文化街
依沙王河南北延伸，一期以徽
派风格为主，黛瓦白墙、明格雕
窗；二期唐风汉韵尽收眼底，颇
具盛世气象，与董子读书台、柳
湖书院相互辉映，在沙王河的
映衬下，更显得古色古香、别具
韵味。董子文化街相邻处，七星
美食街与之相映成趣，让游客
在北方尽享江南风韵、秦淮美

景。
自然与人文辉映，传统与

现代相融，艺术与商业共存，
千年历史文脉与自然风光、现
代商业显得如此和谐，毫无突
兀之感。无论春夏秋冬，无论
长幼老少，都有赏不完的美
景，都有走不出的画卷，都有
读不尽的文化……无论是休
闲旅游，还是藏品交易、文化
交流，都能找到最合适的去
处……特别是那些造型别致、
匠心独具的小桥引人注目，天

和桥、地和桥、人和桥、沧浪
桥、明道桥等，一座座、一处处，
既有江南神韵，又有厚重文化
底蕴……

山东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
席张业发曾这样评价董子文化
街：“规模最大、档次最高、功
能最全、全省第一”。作为德
州一张全新的城市名片，董子
文化街触动了人们内心深处
对自然和文化的渴望和向往。
置身其中，你会深深爱上这片
土地。

城市名片：自然和文化珠联璧合

文化磁场：凝聚力铸就影响力

百年街区：为历史留下记忆

探索兆光集团的成功秘
密，探寻董子文化街的崛起密
码，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执着追
求梦想的掌舵人，带领着一个
具有历史担当精神的团队，从
始至终都向着百年文化街区的
目标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

建设文化市场本就是一条
漫长的路，既不能走商业地产
的路子，又不能急于求成，更要
有奉献精神。董子文化街能有
今天，兆光集团花了多少钱，以
后还要花多少钱？其实，这真不

仅仅是钱的事儿。文化产业本
来就是一个“烧钱”的投资，如
果只为了钱，兆光集团也不会
这么干。作为掌舵人，董事长王
兆连从未有过“捞一把”就走的
念头，而是把它当成了人生的
事业、时代的使命。

从最初设计开始，董子文
化街就站在了高起点上，每平
方米20元的费用就能设计出一
个文化街区，而兆光集团却在
此基础上每平方米增加了100
元；除了数亿元建设的主体建

筑，兆光集团还重金打造了配
套设施，美术馆、博物馆、报告
厅、工作室等一应俱全，码头、
景观桥、亭台楼阁、人文雕塑、
繁露广场等独具匠心，不窥园
岛、名贵古木、绿茵草地等美轮
美奂……

无论是规划设计，还是建
设经营，董子文化街从未偏离
设定的目标和方向——— 把董子
文化街打造成“山东第一，全国
知名”的文化高地、收藏基地、
旅游胜地。这几年，为了培育

“人气”，兆光集团更是付出了
巨大的资金和心血，仅对商户
和业主的让利和补助就高达
3000万元，每年免费开放的广
场、展厅、场馆等所需资金高达
数百万元。

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
鞭自奋蹄。为了百年街区的宏
伟梦想，为了给这片土地留下
历史记忆，年逾古稀的“掌舵
人”、董事长王兆连依旧以“老
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勇气和魄
力，打造和提升着董子文化街

的影响力。王兆连说，南京夫子
庙、北京潘家园等全国闻名的
文化市场都经历了长期的积
淀，董子文化街仍需经历岁月
的磨砺、历史的积淀。

为此，董子文化街配套、完
善项目已提上日程，不久的将
来，董子祠、董子读书台、董子
书院将实现“三董合一”，形成
南有“三孔”、北有“三董”的文
化格局。届时，在德州“秦淮”的
映衬下，董子文化街将再次惊
艳世人！

为为为为历历历历史史史史留留留留下下下下记记记记忆忆忆忆
——— 中国德州董子文化街的崛起之路

在鲁西北乃至齐鲁大地，
你可能不知道兆光集团，但你
一定知道董子文化街。为时代
留下一条街，为历史留下记
忆，这就是中国德州董子文化
街。古色古香的董子文化街，
是对德州灿烂历史文化的一
次遥远呼应，又是以一种历史
担当的精神向先贤们致敬。美
轮美奂的董子文化街，是对美
丽、和谐、幸福“新德州”的一
次靓丽呈现，又是以一种时代
担当的勇气诉说着一个城市
的光荣和梦想。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今
天闻名遐迩、享誉四方的董子
文化街也走过了一条曲折而
漫长的道路。

兆光集团与文化产业的结
缘绝非偶然。一方面，德州历史
悠久，地杰人灵，一代鸿儒董仲
舒在此筑书台，研读儒学1 3
载，留下了厚重的文化遗产；
另一方面，长期以来，有“九达
天衢”之称的德州就是华东重
要的收藏品集散地和交易中
心，但没有形成与之相匹配的

交易场所，“有市无场”是德州
文化产业的真实写照。建立鲁西
北最大规模的文化交易市场，将
德州文化产业资源整合起来，是
兆光集团进军文化产业的初衷。

不过，兆光集团的初衷随
即被泼了一瓢冷水，很多人并
不看好，还抛出了“经营文化
不会成功”的观点。要知道，当
时的房地产蒸蒸日上，房产企
业闭着眼盖房子就能赚大钱，
在这个时候，兆光集团转型文
化产业，很多人认为不明智，

甚至不无嘲讽。
面对质疑，以董事长王兆

连为核心的企业领导层展现
了高瞻远瞩、超前一步的眼
光。用王兆连的话说，董子文
化街的建设可谓顺天应民，占
尽天时地利人和。2008年，国
家做出推动文化产业大发展
大繁荣的决定，山东省提出建
设文化强省战略，德州市要打
造区域经济文化高地，具有深
厚文化底蕴的德州亟需一个
文化市场和交流平台。

就这样，兆光集团把这一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历史重
任当仁不让地扛在了肩上。

机遇总是留给那些有准
备的人。事实上，董子文化街
早在2008年开工之前，已被兆
光集团谋划、孕育了三年。三
年间，董事长王兆连、总经理
荣振国跑遍了全国，深入考察
了济南英雄山、南京夫子庙、
苏州七里山塘、杭州清河坊、
福州三坊七巷、北京琉璃厂、
潘家园等著名文化市场，拜访

了文化界、收藏界、艺术界的
数位专家学者，广泛听取意
见、建议，建什么、怎么建便已
成竹在胸。

考察三年，三天决定，2008
年8月，董子文化街动工；2009年
9月，董子文化街横空出世，一举
成为德州乃至全省名副其实的
地标性建筑、文化符号！

时间检验了真理，一切质
疑烟消云散。董子文化街就像
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鲁西
北的大地上。

应运而生：占尽天时地利人和
文/片 马爱民 费志振

全貌俯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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