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 6 月 21 日讯（通讯员
张政）近日，山东省版权局发布
《山东省版权局关于公布2021年
度山东省版权示范单位、园区（基
地）的通知》，肥城桃木雕刻工艺
示范基地入选2021年度山东省
版权示范园区（基地）。

2016年以来，肥城市文化和
旅游局将桃木旅游商品城与肥
城桃文化博物馆、春秋古镇景区
统一规划，打造肥城桃木雕刻工
艺示范基地。同时，该局在基地
内积极开展版权宣传和培训，就
知识产权体系的建设与保护进
行主动上门指导，在基地内部形
成良好的版权保护氛围。2016

年，肥城市工商业联合会桃木工
艺总商会被授予山东省版权示
范单位；2021年，基地内商家实
现经济收益12亿元，肥城桃木旅
游商品占全国桃木市场份额
80%。肥城桃木雕刻工艺示范基
地的创建有效保障了肥城桃木工
艺品的正版溯源，形成中国桃木
工艺的肥城标准，为行业产业发
展注入创新动力。

下一步，肥城市文化和旅游
局将进一步完善版权工作机制，
整合运用社会资源，推动版权有
效运用和价值转化，强化版权全
链条保护，为版权产业高质量发
展提供强大支撑。

肥城桃木雕刻工艺示范基地
获评山东省版权示范基地

■肥城中国桃文化博物馆。 通讯员供图

近期，在肥城市举办的2022年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宣传展示活动
上，肥城桃木雕刻、桃木雕刻民俗、聂
氏铜器铸造技艺、瑞泽堂王氏膏方、肥
城剪纸、葛氏捧瓷、汶阳烙画等14个
非遗项目参与展示展览，9位非遗传
承人代表现场讲述非遗传承人的工匠
精神和创业历程，展现非遗传承保护
在促进扶贫脱贫、推动乡村振兴、社会
服务、振兴传统工艺等方面起到的重
要作用。这些以非遗或传统工艺为依
托的“山东手造”，让传统文化融入生
活体验，在润物无声中夯实人们的文
化自信。

近年来，肥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坚持“保护为
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
工作方针，努力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取得了积极成
效，省级以上文保单位总量达到22
处；全市列入四级非遗保护名录的项
目，总量达134个、代表性传承人65
人，其中，泰安市级以上项目72个；连
续2年荣获全省十大非遗保护工作亮
点；“非遗工坊”成为泰安市首个示范
基地；“见人、见物、见生活”的保护理
念不断深入人心。

展示古老技艺魅力
非遗助力产业发展

在今年我省首批发布的“好品山
东”品牌中，不乏“山东手造”的身影，
来自肥城市的泰山桃木王雕刻工艺品
与黄铜工艺品傲然在列。“好品山东”

“山东手造”系列成绩的取得，让肥城
市古老的非遗传统技艺迸发出蓬勃的
朝气，这是肥城市近年来深度推进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
要抓手，是开创文化活态传承新模式
的关键举措。

自2001年以来，肥城市依托传承
千年的桃文化，大力推进桃木旅游商
品产业化、集群化发展。目前，肥城桃
木旅游商品已发展到30多个系列，
4000多个品种。市内桃木工艺品生
产销售企业已达到160多家，从业人
员 4 万人，全国连锁加盟企业突破
1500家。近年来，肥城市努力探索振
兴桃木雕刻技艺与脱贫攻坚互利共赢
的创新型模式，助力扶贫就业，促进自
身造血，让桃木雕刻技艺得以更好地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开创了肥
城市依托桃木雕刻技艺产业发展促进
创业就业、助推脱贫攻坚的新征程。

中国桃木旅游商品城，占地面积
2.9万平方米，是目前全国最大的桃木
旅游商品研发、销售、集散中心。现已
入驻正港、泰山桃木王、悦灵仙、新世
界等知名桃木商户80余家，带动上下

游产业链条从业人员万余人。商品城
的建成使用，催生了桃木市场主体的
聚集发展，迅速实现了企业数量和产
业规模的增长，实现了肥城桃木商品
的产业化发展。凭借优质的服务、良
好的质量保障、突出的销售业绩、较强
的研发创新能力，商品城被评为“山东
省旅游商品研发基地”，并荣获“山东
省十佳大型综合旅游购物场所”称号。

在正港桃木工艺品店，有雕刻着
精美牡丹的桃木盘子，有刻画着威武
飞龙的桃木剑，有活泼伶俐的小松果，
有笑口常开的弥勒佛，此外还有桃木
人参、桃木泰山、桃木葫芦、桃木佛珠
……一眼望去，仿佛进入桃木的世
界。据肥城市正港木业工艺品厂总经
理程银贵介绍，桃木自古就寓意着吉
祥美好，用桃木做成的精美伴手礼，一
直很受大家欢迎。经过选材、破解、蒸
煮、自然阴干、取料、木工合成、打胚、
精雕、了细、抛光打磨、上漆，每一个桃
木产品都是精雕细琢而来，而且在传
统的平雕、浮雕、镂雕等雕刻手法基础
上，部分产品还融合了微雕技艺，更显
精致。

在肥城市，除了享誉国内外的桃
木制品，聂氏铜器铸造技艺也独树一
帜。肥城聂氏铜器铸造技艺起源于肥
城市安驾庄镇，是一个有市场效应的
技艺类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自
清末至今约有170年的历史，已传承
至第6代。

“6.18”电商大战业已风起云涌。
当你在天猫、淘宝等电商平台搜索“铜
器摆件、铜器镇宅、铜器家居、铜器辟
邪”等关键字的时候，所搜索出来的铜
器商品大多会指向同一个电商——

“风水阁”旗舰店。
家住泰安市的张先生，在网上千

挑万选，拍下了心仪的“铜蟾蜍”，没
想到第2天一早就送货上门了，一看
发货地址竟然是“山东省肥城市”，原
以为相隔天涯，没想到近在咫尺。原
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肥城聂
氏铜器铸造技艺早已实现了传统非
遗的产业化、电商化。该项目传承人
聂致远将铜器铸造非遗技艺从线下
转移到线上，利用互联网发展铜工艺
品营销。2015年，聂致远在原公司
基础上成立了泰安市龙藏深泉商贸
有限公司。该公司现拥有员工310
人，形成了线上销售、线下展会并存
的发展模式，产品销往国内外多个国
家和地区，目前已发展成为全国铜制
品行业龙头企业。

为保护项目的传承和发展，近年
来聂氏铜器铸造项目参加全国各地展
会进行展览展示与出国交流传播。其
中，参加了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

办的中国品牌商品中东欧展，展会期
间受到了当地华裔和国外友人的高度
关注；在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上《盛世宝鼎》展览（山东馆），将铜器
非物质文化向世界展示；在文博会现
场进行了铸铜蜡模成形术及蜡模雕刻
技艺展示，让观众近距离感受到铜器
铸造的魅力，了解铜器制作的工艺流
程，受到社会各界关注和观众好评。

文化帮扶
非遗助力乡村振兴

文化是乡村振兴的初心和灵魂，
乡村文化是激发乡村振兴的内生
动力。

每逢节假日，前来肥城市五埠岭
伙大门景区游览的游客络绎不绝。在
景区非遗工坊区的“桃木雕刻”工坊
前，在民间手工艺制作大师程银贵灵
巧的双手之上，刻刀上下翻飞,一块不
起眼的废旧桃木树根，几经雕琢，便渐
成形态，变成一只惟妙惟肖的小老虎，
精湛的技艺让现场观众看得连连赞
叹。如果有兴趣，还可以在程银贵的
指导下，亲手操作刻刀，近距离感受非
遗之美。除了桃木雕刻艺术，景区还
洽谈引进了岱宗传拓、吴氏陶塑、皮
影、面塑等12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入驻景区，打造泰安市首个“非遗工
坊”示范项目，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
下，游客可以亲身体验传统文化产品
制作的乐趣。

五埠岭村位于肥城市孙伯镇西北
部。村内至今保留明清时代院落100
余套，“门中有门、院中套院”的“伙大
门”建筑风格全国罕见。在文旅融合
发展的路径上，五埠岭村始终坚持保
护性开发和高标准规划，突出“修旧如
旧”，突破乡村旅游“千村一面”的
现状。

2019年，五埠岭村整合已有非遗
项目，以展现“乡愁记忆”为主题，推进
集文化、旅游、消费、体验、研学等为一
体的“非遗工坊”项目建设。该村探索
出了非遗“活态保护”和创新发展的新
模式，极大地繁荣了乡村文化，延续和
增强了非遗的生命力，打造出省内乡
村文化振兴和非遗旅游的新标杆。目
前，景区年接待游客 50 余万人次，
2020年6月，景区承办泰安市“文化
和自然遗产日”活动，被泰安市文化和
旅游局授予“非遗工坊示范基地”，取
得了广泛影响。

现如今，“文化+非遗+旅游”已成
为五埠岭伙大门景区跳出旅游同质化
的重要“法宝”。“非遗工坊”把民族、民
间的文化遗产保护在基层，将非遗项
目融入民俗活动、节事活动的展演、互
动中，在现实的生态场景中进行保护，

满足村民的文化需要和审美趣味。“非
遗工坊”项目辐射带动本村及周边村
落300余人就业增收，极大地解决了
农闲期五埠岭村及周边8个行政村剩
余劳动力的问题。村民还通过学习非
遗技艺，参与非遗产品制作、销售和原
料供给来增收。在非遗项目的参与过
程中，村民厚养了文化底蕴，承担起了
传承和传播非遗的重任。

在项目引进上，非遗工坊”项目尽
量就近遴选，不盲目追求形式上的大
而全，而是结合地方风俗习惯和自然
条件，建立动态评价机制，对于水土不
服的非遗项目及时清退，引进的均是
群众基础扎实，村民易于接受、乐于参
与的非遗项目。在空间布局设计上，
景区按照主题公园的空间构造手法，
以游客体验为设计核心，对村内10多
套原有传统民居进行了保护性修建和
特色化装修，创造出文化空间的分隔、
交叉与串联，让游客在不知不觉中沉
浸于不同的非遗故事和场景中，获得
完整、流畅的游园体验。

文化遗产
保护成果丰硕

大力延伸文化内涵，以旅游为载
体带动更多非遗资源“活起来”，让遗
产保护成果惠及更多群众，让文化遗
产为美好生活增光添彩。

近年来，肥城市被评为山东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
肥城桃木雕刻代表性传承人程银贵荣
获全国“非遗扶贫优秀带头人”称号；
五埠村入选山东省文化生态名村；泰
安市五埠岭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依
托省级项目桃木雕刻（民俗、技艺）入
选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实
践基地。“肥城市非遗助力精准脱贫项
目”“肥城市依托聂氏铜器铸造技艺等
优势项目，积极开展非遗对外交流”分
别荣获2019、2020年度山东省非遗
保护十大亮点工作。

“当下，打造‘山东手造’品牌是我
省深入推进文化‘两创’的重要举措，
是我省创新发展手造新业态、新产品、
新模式的有力途径。肥城市文化和旅
游局将继续坚持文化产业创新发展，
守正创新、整合盘活传统文化资源，鼓
励将文化产业培育同旅游目的地结合
起来；继续加大非遗资源的生态性保
护，加大全方位宣传营销力度，讲好

‘手造’‘非遗’故事，争取多培育出一
批自主文化品牌企业；积极探索非遗
活态传承发展的好方法、新途径，全面
推进非遗保护工作的开展；用创新实
干、奋勇争先的热忱，努力交出高质量
发展的时代答卷。”肥城市文化和旅游
局主要负责人说。

本报6月21日讯（最泰安全媒体
记者 张芮）为提高各级文化馆（站）
业务干部专业技能，推动现代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高质量发展，近日，山东省
第二届文化馆（站）业务技能大赛音乐
类决赛在泰山大剧院举办，比赛选手
来自山东省各个地市，均是业务精通、
作风过硬、综合能力强、艺术水平高的
文化馆（站）从业人员。

本次大赛在前期初赛的基础上，
按照艺术门类进行决赛，12日至14
日，音乐类决赛在泰山大剧院举办，其
中13日下午为声乐类决赛，13日晚、
14日上午为器乐类决赛。15日至17
日，舞蹈、戏剧、曲艺类决赛在威海市
群众艺术馆举办。记者了解到，我市
参加此次山东省业务技能大赛音乐类
决赛的选手有6名，舞蹈类选手2名，
共计8名选手参赛。

一大早，泰山大剧院内传出了悠
扬的乐曲演奏声，古筝、二胡、小提琴、
巴松等多种乐器演奏形式轮番上演，
旋律时而催人奋进、时而清新优雅。

参赛选手们精神饱满，展示出良好的
舞台表现力。参赛选手周芷锘说：“能
够参加山东省的技能大赛，我感到非

常高兴。这次比赛为我们青年人提供
了锻炼的舞台，让我们能够在舞台上
赞颂美好时代。”

对于这次比赛，评委于联华也说
出了她的感受：“我是第二次担任山东
省文化馆（站）业务技能大赛的评委，
这次比赛我感受到歌手们进步很大，
大家在作品理解和掌握技巧方面都表
现得非常好，希望他们能取得好成
绩。”

市文化馆活动科主要负责人告诉
记者，这次大赛汇聚了山东省群文系
统的业务骨干，在她看来，大赛不仅是
一次技能展示，也是一次大家相互学
习交流的机会。

据了解，山东省第二届文化馆
（站）业务技能大赛决赛是对山东省文
化馆（站）干部业务技能的大检验，是
各地市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大比拼，
事关我市公共文化服务在山东省的位
次，也是我市继2013年中国第十届艺
术节“群星奖”音乐类决赛比赛后承办
的又一项重要省级专业赛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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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
市文化馆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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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手工艺制作大师程银贵展示传统桃木雕刻技艺。 通讯员 万春莲 摄

■选手在技能大赛决赛现场进行节目展示。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张芮 摄 本报 6 月 21 日讯（通讯员
周秋玉）为进一步提升岱岳区群
众文化生活满意度，近日，岱岳区
文化和旅游局召开全区群众文化
生活满意度提升工作专题会议，
11个镇（街道）综合文化站站长
参加了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市文化惠
民工作会议精神，全面分析了当
前紧迫的工作任务和严峻形势，
安排部署了送戏下乡、公益电影
放映、文化惠民培训、广场舞比
赛、舞蹈大赛等重点工作。

随后，11个镇（街道）文化站
站长围绕如何利用下半年时间提
升群众文化生活满意度、树立争
先进位目标、提高平台积分等方
面内容，进行了充分交流发言。

会议强调，要切实提高思想
认识，群众是否满意是检验工作
成效的重要标准，要认清形势，

进一步统一思想，将提升群众文
化生活满意度摆在工作的核心
位置；要抓好工作落实，组织开
展好各类群众文化活动、全民阅
读、文艺培训等，继续推进“一村
一年一场戏”、农村公益电影放
映、农家书屋出版物更新等文化
惠民工程，把各类文化惠民活动
送到群众身边，进一步丰富群众
精神文化生活；要加强宣传引
导，提高群众对文化的知晓度、
认可度、支持度；要善于挖掘和
提炼工作中的亮点，充分利用报
刊、电台、电视台等主流媒体以
及微信、抖音等新媒体宣传文化
惠民成果；要强化督导检查，明
确责任分工，层层落实；要结合
全区群众文化生活满意度工作
要求，认真总结经验，找准问题
短板，主动创新措施，及时督导
改进。

山东省第二届文化馆（站）
业务技能大赛决赛在泰安举办

岱岳区文化和旅游局

多举措提升群众文化生活满意度

本报 6 月 21 日讯（通讯员
李丹阳）近日，记者从泰山大剧院
了解到，国家艺术基金2020年度
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豫剧
《铡刀下的红梅》巡演即将来到泰
安，将于6月23日至24日19时
30分在泰山大剧院开演，这也是
泰山大剧院今年上演的首场戏曲
类演出。

豫剧《铡刀下的红梅》选取
从刘胡兰被捕到牺牲很短的一
段时间为叙述对象，通过刘胡兰
与奶奶的简述和回忆，运用意识
流的表现手法，展现了刘胡兰这
一英雄人物视死如归的性格和
身世的深层原因。该剧以新鲜
的文学视角、生动的艺术语言，
重新诠释了刘胡兰的人物性格
和英雄风采，用戏曲演绎刘胡兰
的坚韧人生。

该剧由被誉为“豫剧小皇
后”的河南小皇后豫剧团团长王

红丽领衔主演。王红丽是国家
一级演员，中国戏剧二度“梅花
奖”获得者，中国戏剧家协会理
事，中宣部宣传文化系统文化名
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享受国务
院特殊津贴专家，第三届“全国
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
王红丽扮相俊美、嗓音甜润、功
底坚实、文武皆能，具有极强的
爆发力。她广才博学，汲取豫剧
各地域分支声腔特长，融合各大
艺术流派的演唱技巧，形成了自
己特有的演唱和表演风格。

此次由河南小皇后豫剧团
带来的《铡刀下的红梅》，先后被
中宣部、文化和旅游部选为庆祝
新中国成立60周年、建党80周
年、建党90周年进京献礼演出剧
目，曾入选文化和旅游部“全国
精粹剧目”、河南省向党的十八
大献礼进京演出剧目，是泰安市
民不容错过的好戏。

国家艺术基金2020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

《铡刀下的红梅》将来泰安巡演

践行文化“两创”传统非遗焕新机
肥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新成效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董梁

■工作人员正在为电商拍摄铜器图片。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董梁 摄

■会议现场。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