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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门七十二贤”宣纸烙画》勇夺“荷花杯”金奖；省2021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启动仪式在
泰山红门游客中心举行；“豆腐制作传统技艺”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遗名录；虎山公园上演玉氏鸿叶旗袍非遗秀；13项
非遗210多件衍生品文旅博览会唱主角儿；“河和之契”非遗交流展示周成功举办……2021年，泰安非遗好戏连
台、精彩纷呈。现在，就让我们回过头去，重温这一幕幕值得泰安人自豪与骄傲的时刻。

黄 河 “ 牵 手 ” 大 运
河，“山东手造”零距离。冶
炼、木刻、酿造、煅烧、泥
陶……2021年12月23日至26
日 ， 在 泰 安 市 国 际 会 展 中
心，由省文化和旅游厅、泰安
市人民政府主办，山东省文化
馆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
心）、泰安市文化和旅游局承
办的“河和之契：2021 黄河
流域、大运河沿线非物质文化
遗 产 交 流 展 示 周 ” 成 功 举
办，173 个非遗项目、274 名
传承人上演了一场非遗精彩盛
会，泰安市民“零距离”体
验 “ 山 东 手 造 ” 的 魅 力 与

神奇。
展示周以“推动传统手工

艺振兴、强化非遗系统性保
护”为主题，分为“文明的赓
续”山东省黄河流域振兴传统
工 艺 集 萃 展 、“ 流 动 的 文
化”山东省大运河沿线省级文
化生态保护区成果展和高端论
坛三大部分。

“ 河 和 之 契 ： 黄 河 流
域、大运河沿线非物质文化遗
产交流展示周”是全国第一个
融合黄河、大运河非遗集中共
同展示的重大活动，对促进全
省黄河流域、大运河沿线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挖掘、保护、利

用、弘扬，深入挖掘“山东手
造”资源，加快实施“山东手
造”推进工程，具有重要的推
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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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泰安非遗亮点纷呈（下篇）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李长刚 文/图

虎山公园上演玉氏鸿叶旗袍非遗秀

2021 年 6 月 23 日，一场别
开生面的“江山多娇 红心向
党”鲁派旗袍主题活动在修缮
一新的泰山景区虎山公园上
演，新泰市旗袍协会的佳丽身
穿玉氏鸿叶旗袍各展风姿，将
旗袍之美融入古典园林之中。

2020年11月，玉氏鸿叶旗
袍制作技艺晋升为第五批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
录，同年 12 月，玉氏鸿叶旗袍
制作技艺传承人牛玉叶被公布
为第四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源自对旗袍的热爱，玉氏

鸿叶旗袍制作技艺传承人牛玉
叶成立了新泰市旗袍协会，并
经常组织举办文化下乡、旗袍
走秀表演等公益演出。牛玉叶
还成立了牛玉叶旗袍技艺工作
室，免费开班教学，义务培训
妇女 1 万余人，带动并安置困
难下岗职工、残疾人就业百余
人。她将制衣店逐步发展成了
新 泰 规 模 较 大 的 服 装 加 工
厂，经营范围辐射到工装、外

贸出口、男女西装、衬衣、校
服等。他们的旗袍出口到新加
坡、柬埔寨、斐济等国家，客
户涵盖世界各地侨胞。2019
年 5 月，以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继续教育学院和山东工艺美术
学院非遗研培基地作后盾，牛
玉叶发起并成立了山东省鲁绣
联盟，致力于鲁绣的传承、推
广和发扬。2020年1月，新泰
市玉氏鸿叶服装职业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挂牌，安置和培训了
更多的社会闲散劳动力。

东平、肥城入选“山东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2021 年 8 月 16 日，省文
化和旅游厅下发 《关于公布
2021—2023 年度“山东省民
间 文 化 艺 术 之 乡 ” 的 通
知》，东平县 （渔家文化）、肥
城 市 （桃 木 雕 刻） 榜 上 有
名 。 这 次 登 榜 的 “ 端 鼓
腔”“渔鼓”和“肥城桃木雕
刻 民 俗 ”“ 肥 城 桃 木 雕 刻 技
艺”4 项非遗，再次为擦亮地

方文化品牌赋能助力。
东平县特色民间文化艺

术“渔家文化”以端鼓腔、渔鼓等
曲艺形式为载体，最初只是神汉
敬 河 神 仪 式 上 所 唱 念 的“ 咒
语”，后来逐渐增加神话故事，变
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说唱艺
术，现为国家级非遗项目。

渔 鼓 也 叫 “ 渔 鼓 道
情”，当地老百姓叫“梆梆筒

子”，现为市级非遗项目。
“吉祥桃文化，平安进万

家”是肥城桃木雕刻的文化符
号。早在 2006 年，肥城桃木
雕刻民俗便被列入山东省非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代 表 性 项 目 名
录；2009 年，其第六代传承
人王来新被确认为代表性传承
人。2020 年，肥城桃木雕刻
技艺入选省级非遗名录。

13项非遗210多件衍生品 文旅博览会唱主角儿

2021 年 9 月 16 日 至 20
日，为期 5 天的第二届中国国
际文化旅游博览会 （以下简
称 “ 第 二 届 中 国 文 旅 博 览
会”） 在山东国际会展中心成
功举办，共 20 多家单位 300
余件产品参展，其中 13 项非
遗及其 210 多件衍生产品以独
具特色的深厚文化内涵与匠心
设计，充分展示了文化泰安的

博大魅力。
此次展会，新泰市是我市

展出最多的一家，集中展示了
玉氏鸿叶旗袍制作技艺、泰山
剪纸 （田晓明剪纸）、保君烙
画、麦秆扇制作技艺和新泰花
馍等5个非遗项目。

省级非遗玉氏鸿叶旗袍制
作技艺衍生的香包、扇面、盘
扣画框、旗袍、包、丝巾等产

品，琳琅满目，技艺精湛，令人
叹为观止。

玉氏鸿叶旗袍制作技艺是
流传于泰安地区的中式传统服
装制作技艺之一，已有上百年
历史，玉氏鸿叶旗袍制作技艺
第三代传承人牛玉叶，率先推
出“手绘旗袍”“私人定制”，她
制作的多种极富个性的旗袍款
式深受人们喜爱。

“河和之契”非遗交流展示周在泰安举办

黄河流域、大运河沿线特色非遗项 （节） 目专
题舞台演出开幕式上的锣鼓乐《挑泰山》。

肥城桃木雕刻民俗第六代传承人王来新的掐丝
珐琅桃木工艺品《醉美桃都》。

第二届中国国际文化旅游博览会上，参观者驻
足泰山玉展位。

虎山公园上演玉氏鸿叶旗袍非遗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