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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0件牡丹主题作品开启盛宴
“花开盛世”2021中国牡丹之都(菏泽)牡丹文化艺术大展开幕

本报菏泽4月8日讯 (记者
周千清) 花开盛世曹州美，锦绣
春光翰墨香。4月7日，“花开盛世”
2021中国牡丹之都(菏泽)牡丹文
化艺术大展在市民文化中心开
幕。菏泽市委书记张新文出席并
宣布展览开幕，市委副书记、市长
张伦出席并致辞，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尹玉明、市政协主席任仲义
出席，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强
主持开幕式，副市长侯婕出席。

张伦在致辞中指出，菏泽是
“中国牡丹之都”，牡丹是菏泽的
城市名片。近年来，市委、市政府
一直致力于推动牡丹文艺事业文
化产业繁荣发展，成功打造了“世
界牡丹大会”“菏泽国际牡丹文化
旅游节”等节会品牌，极大提升了

“中国牡丹之都”品牌知名度和影

响力。特别是去年以来，菏泽市又
打造了“花开盛世”中国牡丹之都
(菏泽)牡丹系列奖项评选活动，
主要评出牡丹文化艺术类和牡丹
产业发展类共7项大奖。

其中，牡丹美术、书法、摄影、
文创等4项大赛共收到来自美国、
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
多个国家，以及全国31个省市自
治区和港澳台地区参赛作品
32146件，在菏泽同类型办赛历史
上，综合程度和参赛热度空前，成
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全国性赛
事。希望社会各界有识之士一如
既往地关心支持菏泽文化文艺事
业发展，共襄盛举、共享未来，为
加快推动菏泽文化强市建设、全
面开创后来居上新局面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据悉，此次牡丹文化艺术大展
由市政府主办，市委宣传部、市文
联、市文化和旅游局承办，于4月7
日至25日展出。大展包括“花开盛
世”2021中国牡丹之都(菏泽)牡丹
美术、书法、摄影、文创大赛作品展
和2021巨野工笔牡丹画专题展等
共5项专业展览，将展出美术、书法
大赛入展作品各100件，摄影大赛
入展作品120件，文创大赛入展作
品400件和巨野工笔牡丹画新创作
品60件。整个展览品类丰富、声势
浩大，参展作品各呈绝技、各放异
彩，“两会一节”期间将为广大市民
和游客献上一场牡丹文化艺术盛
宴，也必将在菏泽文艺发展史上增
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开幕式结束后，市领导和有
关专家一同参观了展览。

“中国工笔画之乡”实至名归
2021世界牡丹大会中国工笔牡丹画发展论坛在巨野县成功举办

本报巨野4月8日讯 (记者
程建华 通讯员 蒋晨曦 ) 7
日，2021世界牡丹大会中国工笔
牡丹画发展论坛在巨野县成功举
办。中国工笔画学会副会长、北京
美术家协会顾问孙志钧，现代工
笔画院院长、中国工笔画学会顾
问王天胜，中国工笔画学会副秘
书长、办公室主任孙志刚，中国小
康建设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
彬选，山东省美术家协会秘书长
魏百勇，山东省工笔画学会会长
唐秀玲等工笔画专家学者齐聚巨
野，为巨野工笔牡丹画的发展把
脉问诊。巨野县委书记王昌华、县
委常委宣传部长程凤鸣、县政协
副主席孟海燕，县政府四级调研
员马德进及市县行业专家和巨野
县工笔画从业代表约100余人参
加了论坛。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了
解到，巨野是国家命名的“中国麒

麟之乡”、“中国农民绘画之乡”、
“中国工笔画之乡”、“中国杂技之
乡”、“武术之乡”和“戏曲之乡”。

近年来，巨野立足画乡品牌，
充分发挥县书画院的龙头带动作
用，将弘扬和传承优秀书画文化
与菏泽牡丹品牌推广、乡村振兴、
脱贫攻坚、文旅研学等有机结合，
推动了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发
展。形成了绘画专业镇4个、绘画
专业村50个，书画培训机构发展
到160家，从事创作、销售、装裱等
书画产业人员达15000余人，去年
创作绘画作品120多万幅。全县拥
有中国美协会员18人、中国工笔
画学会会员16人、中国书协会员
13人，创作的《花开盛世》《锦绣春
光》《冠艳群芳》《国宝献瑞》等工
笔画作品先后亮相上合青岛峰
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国家
重大活动以及国家会议中心、人
民大会堂等重要场馆，向世界展

示了中国工笔画的艺术魅力。
在发展论坛上，与会专家学

者围绕“发展巨野工笔牡丹画产
业 打造乡村文化振兴的齐鲁样
板”主题，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全
方位、深层次探讨了文化在乡村
振兴中的引领作用，对巨野工笔
牡丹画产业发展提出了建设性意
见。

他们纷纷表示，在巨野县党
委、政府的重视和大力扶持下，巨
野工笔牡丹画发展迅速，同时，带
动了本地就业，让不少群众脱贫致
富，“中国农民绘画之乡”和“中国
工笔画之乡”实至名归。“乡村振
兴，应先文化振兴，文化振兴是推
动社会进步的灵魂。一个好的产
业，造福一方百姓，文化是乡村发
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彬选说。

中国美术家协会和中国工笔
画学会为本次发展论坛成功举办
分别发来贺信。

荣宏君教授《季羡林家书》
首发仪式在菏泽举行

本报菏泽4月8日讯 (见习
记者 马雪婷) 6日上午，在
菏泽市图书馆隆重举行了荣宏
君教授新作《季羡林家书》首发
仪式。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
馆副馆长、家书文化研究中心
主任张丁、山东人民出版社副
社长王路、菏泽市作协名誉主
席张存金分别发言致辞。仪式
上，荣宏君教授给菏泽市图书
馆捐赠了图书，并为读者代表
签名赠书。

荣宏君教授生于山东菏泽
曹县，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第九、十、
十一届全国青联委员，十二届
全国青联常委，北京城市学院
教授，眉州三苏祠博物馆荣誉
馆员，曾作为主讲人三登央视

《百家讲坛》，在读书鉴赏、书法
绘画、史学研究和美术评论等
方面造诣深厚，著作颇丰。

下午，曹州大讲堂荣宏君
以季羡林先生四个人生节点为
主，讲述了季羡林的生平事迹。

季羡林出生于贫穷的农民
家庭，6岁离开故乡，在济南就
读小学和中学，开始了自己的
学业生涯；15岁时，考入山东大
学附属高中，在老师的影响下，
季羡林对国文产生兴趣，并且

在中学时期喜欢上了外国文
学，同时考取了清华和北大；季
羡林在24岁时，通过了清华大
学和德国学术处互换留学生的
选拔考试，开始学习梵语，留
德十年，是他学术的春天，也
奠定了他一生的学术走向；在
35岁，季羡林婉拒剑桥大学教
授职位和待遇，留在国内并任
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兼主任，
在此终老。季羡林的一生，创
作了两千多万字，给世人留下
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的
至理。

据悉，荣宏君携新作《季羡
林家书》和藏品回馈家乡父老，
助力菏泽发展，让市民在欣赏
尺翰之美的同时，领略大家风
范，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
增加内心深处对中华文化的自
信与自豪。通过荣宏君的笔端
来了解季羡林先生对人生、家
国、社会与中外文化的独特见
解，去感受中国传统文人“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士人
情怀，去领略季先生的大师风
骨和文人担当，传承和发扬季
先生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切
实担当，努力作为，为菏泽市文
化事业发展再立新功。

菏泽公交集团举行党史研究

宣传教育基地揭牌仪式

本报菏泽4月8日讯 (记者
周千清 通讯员 李德全)
3月31日上午，菏泽公交集团

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
集团公司党总支书记崔宏生作
动员讲话，领导班子、中层干部
及职工200余人参加会议，集团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殷正红主
持会议。

会上，菏泽公交集团举行
中共菏泽市委党史研究院宣传
教育基地揭牌仪式。仪式结束

后，菏泽公交集团邀请中共菏
泽市委党史研究院副院长郑玉
民，为集团公司党员干部职工
讲授中共菏泽党组织建立与发
展历程，从地方党史发展脉络
及学习意义、菏泽早期党组织
的建立及活动、抗日战争时期、
鲁西南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建
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时期、逐梦征程等
方面，声情并茂再现了历史的
壮丽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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