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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
记者 潘来奎）11月1日至2日，山
东省第二届器乐大赛在泰安市大
剧院举办 ，我市参赛选手取得
佳绩。
  本次大赛由山东省文化和旅
游厅主办，山东省文化馆、泰安
市文化和旅游局承办，共分西洋
乐器组、民族器乐组两个组别进
行角逐。我市选送的5位选手进入

决赛，经过两天的激烈角逐，最
终获得西洋乐器组三等奖2名，民
族乐器组三等奖3名，齐鲁文化

（潍坊）生态保护区服务中心获优
秀组织奖。此次器乐大赛的成功
举办，为广大器乐人提供了展示
自我、提升水平的舞台，加强了基
层公共文化队伍建设、培养，对
发现发掘器乐新人新作具有重
要意义。

山东省第二届器乐大赛

我市参赛选手取得佳绩





　　本报讯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
记者 付东升）11月9日，记者从潍
坊大剧院获悉，《千言万语——— 朗
嘎拉姆巡回演唱会》将于11月17日
19：30在潍坊大剧院演出，来自泰
国的歌手朗嘎拉姆将为潍坊观众
带来邓丽君的经典金曲。
　　朗嘎拉姆以演唱邓丽君歌曲
而火遍全世界华人圈。她惊艳的歌
喉、温柔的外貌、不服输的个性以
及勇敢追梦的精神都深深感染着
听众。曾有媒体评论：“朗嘎拉姆的
歌声与外表都酷似邓丽君，她将
《千言万语》唱得柔肠百转，几乎可
以跟邓丽君的原唱以假乱真。”
　　《千言万语——— 朗嘎拉姆巡回
演唱会》上，朗嘎拉姆将为观众带

来邓丽君的经典金曲，并和上海天
兰乐队共同还原20世纪90年代的
乐坛经典，打造极具感染力的怀旧
音乐现场。
　　出生在泰国小村庄的朗嘎拉
姆自小就爱上了唱歌，一次偶然听
到邓丽君的歌曲就迷上了，尽管她
当时还不会中文，但神奇的是她听
过几遍后就能跟唱，即便不解其意
但好听的曲子让她从此成为邓丽
君的忠实歌迷。
　　在好心人的资助下，朗嘎拉姆
远赴中国学习，她一面用功读书逐
梦音乐，一面在邓丽君音乐主题餐
厅驻唱，2015年，她凭借一首《千言
万语》在《中国好声音》中获得极高
的关注度。

朗嘎拉姆演唱会

即将在潍开唱

从“手造潮品”

看文化“两创”活力
◎孙瑞荣

  当一个具有深厚底蕴的文化
高地遇见创造创新的驱动力，是
“过去”与“未来”的相逢。潍坊是
“人文沃土”，更是“手造沃土”。从
悠悠岁月中走来，以创新创意全
新打造的“潍坊手造”，悄然唤醒
潍坊传统文化，并适应当下市场
需求和审美 ，充盈着现代人的
生活。
  传统的泥老虎变身“瓷老虎”
还加上了声光电技术；风筝和花
灯结合，飞在天上是风筝，放在地
上是花灯；用萝卜皮、玉米皮等做
成华丽的国潮服饰……传统与时
尚、守正与创新，多角度的寻求突
破和创新，让许多有创意、有特色
的文创产品一次又一次“破圈”，
不仅创造了巨大的商业价值，转
化成流量与资本反哺文化产业，
还 成 为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传 播
载体。
  不失岁月沉淀之美、不缺时代
创新之义。创新是“手造”产业保持
旺盛生命力的关键，以“文创＋”为
切入点，潍坊挖掘培养了一批创新
意识强、市场思路活的手造艺人和
文创企业，赋予了“手造”更加丰富
的内涵，也推动“手造”产品融入现
代生活，更好地满足人们个性化、
时尚化、多元化美好生活追求。无
论是网络直播带货，还是传统手工
艺品圈粉年轻人；无论是非遗工坊

带动就业，还是非遗活动走进学
校、进军营，都极大地促进了潍坊
手造的发展，体现了潍坊传统手工
艺人的匠心独运。
  对传统文化最好的传承，不仅
是让文化元素“火起来”，更要“活
起来”，推动传统文化真正走进我
们的生活当中。随着“潍坊手造”品
牌影响力不断增强，产业效益也随
之显现。全市600多家风筝企业，实
现风筝年产值20亿元，占全球市场
份额80%以上；鄌郚吉他建立跨境
电商贸易中心，实现从B2B到B2C，
产品远销美国、澳大利亚等30多个
国家和地区；昌乐县黄金珠宝年加
工交易规模达500亿元……潍坊把
“指尖技艺”变成“指尖经济”，在让
“潍坊手造”产业做大做强的同时，
也“守”住了潍坊文化底蕴，有力推
动着文化“两创”破壁出圈，不断焕
发新的活力。
  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
展。当传统文化、手工技艺以更为
亲和的方式融入日常生活，人们才
能在越来越多融入城市肌理的应
用场景中触摸到传统文化的现实
存在，文化“两创”赋能城市高质量
发展作用才会更加彰显其魅力所
在。今天，几千年形成的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通过持续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正在潍坊大地落地生
根，焕发出勃勃生机。

  本报讯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
记者 潘来奎）日前，市文化馆举
办2023年“蓓蕾艺术工作站”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展演展示活
动，让广大师生在学校内领略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据介绍，截至目前，全市建设
了157所“蓓蕾艺术工作站”，其中
省级“蓓蕾艺术工作站”2所、市级
13所、区县级142所。在全市开展优

秀传统文化进校园和艺术普及活
动60余场次，惠及学生2.5万余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系列活
动已开展5年，共走进了50多所学
校。通过文艺演出、艺术培训、互动
交流，让学生们亲身感受到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风采和魅力，加深
了同学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理解和认同，激发了同学们对传统
文化和现代艺术的兴趣爱好。

优秀传统文化

进校园活动举行

《再见，南胡西》

每张照片都讲述着一个独特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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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马宇琪 文/图

　　日前，《再见，南胡西》画册首发式暨
纪实摄影研讨会在我市举行。《再见，南胡
西》是由我市摄影家常军历时十年完成的

一本关于城中村的纪实摄影画册，通过镜
头真实地展现了奎文区南胡西村（今北海
路街道胡西社区）的村容村貌，记录该村
庄在城市发展中的变迁。十年关注，十年
奔走，每一张照片都讲述着一个独特的故
事。《再见，南胡西》不仅是一本画册，更是
了解南胡西村的载体，借此更深入地了解
潍坊的城市化进程，感受城市发展给人们
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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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想要一个更好的“南胡西”

　　南胡西村位于奎文区，20世纪80年
代，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南胡西
村逐渐变成“都市里的村庄”。
　　渐渐地，村庄里建筑密度越来越大，
由于基础设施使用年限久，导致一些设施
不同程度损坏，污水井时常堵塞，居住环
境差等问题逐渐显现。此外，租住和外来
流动人员迅速增加，人口特征混杂，导致
各种矛盾交织，也给社会治安及消防安全
带来很多隐患。“想要更好的居住环境。”
村民们对提升改造居住环境的呼声越来
越高。“再见，南胡西。”记录了一段历史的

尾声，一个时代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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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年变迁中寻找历史进程印记

　　2011年，常军迎来自己摄影生涯的
“转型期”，即从过去更多地关注风光摄影
转向关注人文、社会、民生摄影，尽量贴近
生活，用更生活化的手法来诠释和表现内
容，把镜头对准百姓生活，在纪实中寻找
精彩。
　　“我的纪实摄影第一步就是从南胡
西村迈出，我之所以关注南胡西村，一是
因为那里距离我居住的地方比较近，对
一个事物、一个现象、一个地方越熟悉，
就越有可能拍出好作品；二是南胡西村
有浓浓的人情味和烟火味，这里的乡景
乡情、乡思乡愁都吸引着我；三是当时城
中村改造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南胡西
村拆迁改造势在必行。”常军表示，自己
是一名摄影师，有责任用镜头把村子的
变迁记录下来，从这个城中村的变迁中
触摸时代发展的脉动，寻找历史进程的
印记。
　　十年变迁，一夜之间；十年变迁，十年

摄影。常军在南胡西村“长途跋涉”十年，
把南胡西村的过往存档在历史的影像中，
让它成为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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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本土是纪实摄影最好的方向

　　众多摄影专家以及爱好者发表了对
《再见，南胡西》和纪实摄影的个人看法。
　　中国著名纪实摄影家、摄影评论家
黄一鸣说：“常军的这本画册从装帧、选
址、编辑思路上来说，都是非常不一般
的，他能在一个城中村中拍出这样的作
品让我刮目相看，展现了纪实摄影人的
精神。”
　　黄一鸣说，用十年的时间打磨一个专
题，对于很多摄影人来说是不容易做到
的。他说：“来到潍坊之后，我看见潍坊纪
实摄影还是非常了不得的，这种氛围不是
一日两日之功，是千锤百炼得到的。”
　　《再见，南胡西》的策划和责任编辑江
浩与大家分享了在近一年整理编辑画册
时的感悟：关注本土是纪实摄影的最好方
向，常军做到了。他的影像有温度接地气、
乡愁弥漫、情感真挚。

▲常军

▲▲郭郭洪洪利利与与《《王王者者荣荣耀耀》》手手游游合合作作的的风风筝筝。。▲▲张张效效东东绘绘制制风风筝筝。。 ▲▲张张效效东东风风筝筝作作品品““对对弈弈””。。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刘燕 文/图

守正创新传承风筝文化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消费者的需求在不
断变化，对风筝产品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解
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就是创新。
　　国家级非遗项目潍坊风筝代表性传承人、
潍坊天成飞鸢风筝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永训于
1986年在村里开办风筝厂，在秉承传统的基础
上开始创新。2000年，他创新的蓝蝶风筝，因设
计新颖，很受市场青睐，为了保护风筝的版权，
他率先注册“飞鸢”商标，还申请了40多项版权。

　　国家级非遗项目潍坊风筝省级代表性传
承人杨红卫出生于风筝世家，爷爷是有名的
“风筝王”杨同科。她从1986年开始做风筝，至
今已37年。时代在变化，杨红卫的风筝也在传
统的基础上创新。2023潍坊国际风筝嘉年华，
杨红卫带来一只青花瓷龙头蜈蚣风筝。此款
风筝主体结构是潍坊龙头蜈蚣风筝，不过没
有采用传统的大红大绿色调，而是选用蓝色
调，腰节和羽毛也都是蓝色，放飞上天后可与

蓝天融为一体，增加一丝清新的色彩。
　　第四代潍坊传统风筝代表性传承人刘志
江致力于传统风筝技艺创作、风筝设计创新、
潍县传统风筝复原整理挖掘等工作，设计制
作的“中国空间站”巨型传统风筝吸引了各界
人士的广泛关注。2023潍坊国际风筝嘉年华，
他的一组《山海经》主题系列风筝，造型取自
《山海经》中的凤皇、鳛鳛鱼等瑞兽，将潍坊传
统风筝的独特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潍坊传统风筝起飞灵活，飞到空中
后稳定性好。寒亭区寒亭街道东院村的
风筝艺人张效东不满足于此，他深思细
琢，让潍坊风筝“活”了起来。
　　张效东8岁起跟着爷爷学习扎制风
筝。20世纪90年代末，他在传统风筝的基
础上加以改进和创新，用普通竹子做成
齿轮、风轮等，利用齿轮的机械原理，发

明了动态风筝，使得潍坊风筝越飞越高。
　　张效东设计的第一只动态风筝是
“小鸡吃米”。当时，张效东住在农村，院子
里养着鸡，他看到小鸡吃米时头“一点一
点”的，感觉十分有趣，便开始思考怎么能

把“小鸡吃米”变成风筝。经过一遍遍的构
思和设计，利用齿轮的机械原理，还真做
出了会动的风筝。从此，张效东的动态风
筝越飞越高。在这之后，张效东又玩出很
多新花样，创作出会动会唱歌的“福娃”风

筝以及“青蛙螳螂对弈”风筝等高科技的
风筝，使潍坊风筝变成了“活”的工艺品。
　　另外，张效东在吸收传统风筝扎制
技艺的基础上，着力于新工艺、新材料的
运用，把机械运动原理和声光电科技巧
妙地运用于风筝创新，连续为40届潍坊
国际风筝会设计制作风筝1600余款，其
中100余款创新风筝受到广泛关注。

科技加持让潍坊风筝“活”起来

跨界融合让潍坊风筝声名远播
　　潍坊风筝发展到今天，无论是扎制
工艺还是功能定位都发生了变化。一些
风筝手工艺人在立足传统风筝制作工艺
的基础上，将风筝的扎制技艺与现代流
行元素相融合，使风筝产业结构不断优
化，让更多年轻人爱上潍坊风筝文化。
　　今年4月份，国家级非遗项目潍坊风
筝代表性传承人郭洪利做客CCTV11
《梨园周刊》清明特别节目《春暖花会
开》，向全国观众现场首发中国戏曲主题

风筝，并在节目中展示了潍坊龙头蜈蚣
风筝，带领嘉宾体验潍坊传统风筝的制
作工艺。此次的中国戏曲主题风筝是郭
洪利推动潍坊风筝“跨界融合”的又一次
尝试。此前，他已与LV、肯德基、诺基亚、
匹克等品牌和《王者荣耀》等受年轻人喜
爱的动漫游戏合作，推出联名款风筝。其

中，“轻风戏纸鸢”风筝互动游戏参与量
超8000万次、在线观看量超650万人次。
李元芳“飞鸢探春”潍坊风筝主题皮肤销
售量破百万，让潍坊风筝飞进更多人的
视野。
　　电影《封神》中波澜壮阔的视觉奇
观、精致华美的服装道具，受到观众的好

评。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部大片“玄鸟
生商”场景中巨大的“玄鸟”竟出自潍坊
风筝艺人张效东之手。他将潍坊风筝扎
制技艺融入影视道具制作，使用竹条
3000多米，历时2个多月，制作完成影片
中头尾、双翼都灵活可动，需要多人托举
的巨大“玄鸟”，营造了登基大典恢宏浩
大的场景。这也让潍坊风筝名声大噪，提
高了潍坊风筝的知名度，将潍坊风筝文
化和技艺传播到世界各地。

特色文化产业助力潍坊越飞越高
　　近年来，潍坊风筝艺人秉持传承赓
续、守正创新，融合发展的理念，激发了
风筝产业新活力，一些风筝企业迎风而
上，将潍坊风筝产业做强做大。
　　坊子工业发展区王家庄子，家家户
户都在扎制风筝，潍坊风筝全球销量的
80%来自这里，因此被誉为“中国风筝第
一村”。在吸收传统风筝制作精华的基础

上，王家庄子相继开发出了3D风筝、动态
风筝等产品，风筝年产销位居全国第一。
“从守护技艺到活化创新，从单打独斗到
合作共赢，我们一直在努力和创新。”坊
子区风筝产业协会秘书长王铁源说。

　　王家庄子只是我市风筝产业发展的
一个缩影。近年来，在政府的扶持下，潍
坊风筝产业在守正创新中发展壮大。目
前我市有风筝企业600多家，从业人员8
万余人，年销售额20多亿元，有自主出口

权的风筝企业39家，产品远销欧美、东南
亚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占据国内市场
份额的80%以上，而在国际市场的份额
更是高达85%以上，成为潍坊极具特色
的文化产业。
　　纸鸢高飞，梦想蔓延。潍坊风筝为建
设实力强品质优生活美的更好潍坊插上
了一双腾飞的翅膀，助力潍坊越飞越高。

  潍坊风筝历史文化悠久，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潍坊风筝穿越历史时空，一路高飞至今天，从传统单一的风筝，
到各式各样的风筝，潍坊的风筝艺人一直在创新，不断变化。1984年，潍坊举办首届国际风筝会，从此打开与世界沟通的
大门，一根长长的风筝线让潍坊走向世界，让世界爱上潍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