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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首届非遗文化集市的年味儿格外浓

很很意意外外，，纸纸拉拉花花都都卖卖脱脱销销了了

本报济宁1月15日讯(记
者 汪泷) 山东省冬春文
化惠民季优秀群众艺术作品
汇演的唢呐声还回荡在观众
脑海中。在这场汇演中，济宁
市群众艺术馆青年合唱团首
次全员上阵，便在这个省级
大舞台的首场演出中压轴登
场，一曲合唱《母亲如月》唤
起无数人的共鸣，更是演绎
出 传 统 文 化 中 的 精 髓 之
一———“孝”。

13日的首场演出，以来
自菏泽市群众艺术馆的鲁西
南鼓吹乐《闹春》开场。节目
一开场立刻把现场的气氛带
动起来。最传统的鲁西南乐
器，把过去千百年来老百姓
喜气洋洋过大年的风土民情
生动演绎出来，惹得不少人
感叹。“任凭现在电子设备再
发达，也不如在街头巷尾听
一听老辈人的老调调，最有
过年的感觉。”

去年底刚挂牌成立的济
宁市群众艺术馆青年合唱

团，首次全员上阵登上了这
个省级大舞台，以一曲合唱

《母亲如月》在首场演出中压
轴登场，宛转悠扬的歌声唱
出了“母爱就是一生相伴的
盈盈笑语，母爱就是漂泊天
涯的缕缕思念”。合唱唤起无
数人的共鸣，更是演绎出传
统文化中的精髓之一———

“孝”。
本次汇演囊括了自2014

年以来，省文化厅为备战省
艺术节和全国第十一届艺术
节“群星奖”，在全省范围内
征集遴选的新创作群众艺术
精品。来自全省各地市的24
个文艺节目包括音乐、舞蹈、
戏曲、曲艺等各门类优秀作
品。其中最引人注意的节目
之一无疑是济宁市选送的作
品唢呐、板胡与乐队《山东梆
子腔》，作为我省唯一荣获第
十一届中国文化艺术节“群
星奖”的节目，此次汇演也是

《山东梆子腔》获奖后的首次
与济宁观众见面。

还还是是山山东东梆梆子子腔腔
最最有有过过年年的的味味道道

市民们对这些老手艺表现
出浓厚兴趣，让济宁高新区科
技图书馆馆长倪雪梅十分意
外。“本来我们只是尝试，希望
在新春佳节之际能为市民们送
上一些别样的新年文化大餐。”

这次尝试带来了超高的人
气，也让倪雪梅决定要把这个
非遗集市做成高新区科技图书

馆的又一文化品牌。倪雪梅介
绍，近年来科技图书馆先后打
造了国学夏令营、国学冬令营、
书画展等诸多文化品牌，极大
地丰富了市民们的文化生活，而
她相信非遗集市的出现，不仅能
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再添新力
量，也能吸引更多的市民多到图
书馆来感受文化的熏陶。

济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发
展协会的负责人之一、非遗项
目圣绣传承人的刘娟希望能多
举办这样的活动。“这几年老百
姓对非遗的热情一年更比一年
强，所以我们也希望把非遗文
化普及到更多地方，助力优秀
传统文化的弘扬。”

本报记者 汪泷

本报济宁1月15日讯(记者 范少
伟 ) 红 枣 、核 桃 、鸡 蛋 、日 用 百
货……14日，济宁市首届“巾帼好产
品，年货展洽会”拉开序幕，全市61家
客商参展。在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遛
弯时就把好年货买了。

15日下午，年货展洽会展位前依
旧火爆，在一干货的摊位前，工作人
员打开一瓶红枣，许多市民聚集到摊
位前，希望品尝到新鲜的红枣。“别看
枣小，但很甜，特别好吃。”一居民陈
女士说，正想着去超市买点年货，但
这个时间去得排队，在家门口赶年货
大集，商品那么丰富，特别高兴。

汶上芦花鸡、紫菜、海带、腊肉、
红枣……一个多小时，陈女士买了两

兜年货，“价格便宜，鸡蛋3元一斤，比
超市还便宜呢。”陈女士笑着说，她住
在财政局宿舍，明天还得再买点。

现场除了吃的，还有唐装、旗袍
等特色服同样很受欢迎。本次展洽会
由济宁市妇联、济宁市妇女儿童活动
中心主办，济宁市诚信大姐服务中心
承办，目的是为济宁市“巾帼好产品”
提供一次集中宣传和展示的机会，也
为广大济宁市民提供一场春节用品
集中采购的年货大集。

“本次展洽会将持续三天，邀请
参展商61家，展销商品包含特色美
食、保健礼品等上百个品种，全部展
位均由主办方免费提供。”济宁市妇
女儿童活动中心副主任苏迎冬说。

济宁市首届“巾帼好产品，年货展洽会”还剩最后一天

居居民民遛遛弯弯时时就就把把好好年年货货买买了了

本报济宁1月15日讯(记者
汪泷) 14日，本报联合济宁

市群众艺术馆、高新区科技图
书馆共同推出首届非遗文化集
市，吹糖人、捏面人……以前过
年儿童们喜欢的那些老手艺，
又重现文化集市，不少摊位前
被围得水泄不通。

14日早上，济宁高新区科
技图书馆大厅里的一番热闹的
景象，吹糖人、捏面人、刺绣、剪
纸、缝虎头鞋……这些好看又
好玩的非遗项目吸引许多孩子
的注意力，不少摊位前被围得

水泄不通。
在展厅一侧，拉花传承人

唐建玲的纸拉花格外受欢迎。
对于玩惯了手机、平板电脑的
孩子们而言，轻轻一拉手中的
两个小木棍，一个如彩虹般艳
丽的纸花就呈现在手中，这让
孩子们的眼前一亮。短短一上
午，唐建玲带来的纸拉花都卖
得脱销了。

“出乎意料地受欢迎，现在
的孩子几乎见不到这东西啦，
更别提玩了，所以第一次见着
都喜欢的不行。”唐建玲说，她

做纸拉花五六年了，现在随着
非遗项目逐渐被重视，她的非
遗项目也越来越有生机。

同样受欢迎的还有翟氏绣
球传承人翟桂芝。“几根线，几
块布就能绣出这么漂亮的绣
球，看着就十分喜庆。”

当日早上，传承人们不仅
现场展示了传承项目，许多手
工艺品成了热销产品。“一上午
没少给来参观的市民普及虎头
鞋是如何缝制的，这番热火朝天
的景象以前可是想都不敢想。”
虎头鞋传承人胡妍高兴地说。

一次尝试带来超高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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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糖人、捏面人吸引了众多目光。本报记者 汪泷 摄

《山东梆子腔》获“群星奖”后首次亮相。本报通讯员 周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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