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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任城城花花木木博博览览会会今今开开幕幕
苗木产业转型升级专家闫大成讲解花木发展趋势

本报济宁10月18日讯(记
者 苏洪印) 中国·任城花
木博览会暨第十届李营法桐
节19日开幕，主办方将邀请苗
木产业转型升级专家闫大成
讲解花木发展趋势，并举办林
下循环经济发展论坛。

在当日上午的开幕式上，
将举办中国李营花木市场、市
场电子交易平台、市场信息中
心运营启动仪式，参会领导、
专家参观中国李营花木市场
电子交易平台、室内展厅及室

外展台、智能化虫害监测系
统、林下循环经济现场、李营
法桐研究院组培室等。当日上
午还将举办苗木产业转型升
级专家咨询与李营花木市场
招商会。19日下午举办林下循
环经济发展论坛，与会的专家
闫大成等将研讨林下循环经济
发展。当日下午，主办方还举办
苗木供求信息发布会，发布京
津冀、杭州苗木需求信息。

任城区林业局副局长于
拥军介绍，任城区苗木面积由

2007年的2 . 6万亩，发展到目
前的15 . 5万亩，并辐射带动兖
州、汶上、嘉祥、宁阳等周边县
市连片发展达40万亩的规模，
产值由2007年的几千万元增
加到现在的38亿元，形成了完
善的产业体系，成为中国北方
最大的落叶乔木苗木基地和
集散中心。

为加快苗木产业转型升
级步伐，任城区出台了一系列
政策措施。编制了《苗木花卉
产业园区发展规划》，苗木产

业园区总规划面积15万亩，规
划格局为“一心两带四区”。

任城区委宣传部副部长
何辉称，今后任城区将充分利
用现有苗木资源优势、生态优
势和区位优势，按照产业融
合、产城融合的原则，规划建
设北城森林公园。力争5至10
年，把该园区建设成为北方苗
木花卉生产交易中心、中国法
桐研究中心和区域生态旅游
中心“三大中心”。

曲曲阜阜修修复复77件件孔孔府府青青铜铜器器
主要清除青铜器表面的锈蚀物，减缓锈蚀速度

本报济宁10月18日
讯 (记者 汪泷 通讯
员 谭淡 张帅 ) 首
批7件孔府旧藏青铜器
日前由曲阜市文物局文
物修复中心修复完成。
这批孔府旧藏青铜器
时代跨度从西周至清
代，器型各异，其中有
一件是西周时期的青
铜器，出土于鲁国故城
遗址，距今有 2 0 0 0多
年。

“这7件青铜器都是
孔庙中的祭器、礼器。”
在修复中心，担负修复
工作的文保工作者孔祥
伟说，其中有一件是西
周时期的青铜器，出土
于鲁国故城遗址，距今
有2000多年，其余6件是
明代的，此前一直在孔
庙大成殿中使用。

孔祥伟介绍，这7件
青铜器分别是豆、鼎、
爵、簠4种，因为年代久
远，大多都出现了粉状
锈病害。“这种锈蚀物对
青铜器有很强的损害，
容易快速扩散，久而久
之会导致文物完全损
毁。”

今年3月份，修复
中心先取出两件青铜
器进行修复，“我们严

格按照文物修复规程，
首先清除青铜器表面
的锈蚀物，然后涂刷
BTA缓蚀剂用于减缓
锈蚀速度和程度，再根
据每个青铜器文物自
身特点，对部分文物施
以B 7 2丙烯酸树脂进
行表面封护，隔绝青铜
器文物与空气中水汽、
霉 菌 等 致 病 因 素 接
触。”孔祥伟说，另外5
件青铜器也按此步骤
进行修复。

此次青铜器文物修
复系曲阜首次对孔府
旧藏青铜器进行修复，
在修复过程中结合第
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
普查经验成果，严格执
行修复的数字化和档
案化，将修复信息纳入
文物基本信息，建立健
全了修复文物的长效
监测机制。

通过本次修复工
作，中心文物修复人员
全面掌握了青铜器修复
的技术规范和工作要领

“目前我们正在向国家
文物局申报，将对三孔
景区内数百件珍贵的青
铜器展开大规模的修复
保护工作。”孔祥伟表
示。

孔府，又称“衍圣公府”或“圣
府”，曾是孔子后代长子长孙居住
的地方，也是历代衍圣公的衙署
和私邸。初期的孔庙仅有孔子故
宅三间，其后裔在简陋的故宅中
奉祀孔子，依庙建宅。如今的孔府
保存下来的建筑主要是明清时代
所建。孔府占地面积约180亩，各类
建筑463间。府内楼堂厅轩栉次鳞
比，长廊曲径，扑朔迷离，雕梁画
栋，富丽堂皇，是一座典型的中国
封建贵族庄园。它是我国现存规

模最大、建筑最豪华的封建官僚
贵族府第，号称“天下第一家”。孔
府内还藏有自明嘉靖十三年(公元
1534年)至1948年的文书档案，是世
界上持续年代最久、范围最广、保
存最完整的私家档案。

孔府收藏大批历史文物，最
著名的是“商周十器”，亦称“十
供”，形制古雅，纹饰精美，原为宫
廷所藏青铜礼器，清于乾隆三十
六年赏赐孔府。孔府还收藏金石、
陶瓷、竹木、牙雕、玉雕、珍珠、玛

瑙、珊瑚以及元、明、清各代各式
衣冠剑履、袍笏器皿，另有历代名
人字画，其中元代七梁冠为国内
仅有。孔府并存有明嘉靖十三年
(公元1534年)至1948年的档案，内
容丰富，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我国
古代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一
个侧面，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现已
整理出9000多卷。孔府档案是世界
上持续年代最久，范围最广，保存
最完整的私家档案。

本报记者 汪泷

孔孔府府典典藏藏文文物物 商商周周十十器器最最珍珍贵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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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修
复孔府旧藏的
青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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