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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莱西：新玩法显新魅力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侯义凤

黄河之滨

聆听雅乐之声
本报记者 李琛奇 实习生 黄 鹰

深圳龙岗

给文化企业“添柴”
本报记者 杨阳腾

“古色古香”度周末

身姿摇曳、舞步蹁跹、水袖舒展、如
梦如幻……日前，经济日报记者在山东青
岛莱西市大汉偶歌木偶艺术馆排练厅内看
到，乐声婉转中，演员展曼曼正举着一个
身着华服、仪态万千的木偶排练。

今年以来，莱西市围绕抗疫题材创作
多部视频木偶剧目，其中木偶戏作品《对
决》获得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举办的山东非遗人在行动优秀非遗作品一
等奖。

为了进一步展示木偶魅力，莱西充分
运用现代化传播手段，在快手、抖音等平
台进行直播，升级淘宝店铺，依托大汉偶
歌木偶艺术团，按照“市场化、产业化、
国际化”的思路，加强节目编排演出、文
创产品开发、动漫影视传播，提升知名
度，弘扬传统文化。

莱西市积极打造文化精品项目品牌，
规划建设莱西市文化地标，启动高铁新城
周边文化设施建设，开工建设博物馆、规
划馆和会展中心，打造集科创中心、总部
基地、商务会展于一体的现代化城区。其
中，博物馆新馆建设规模为3万平方米，
预算投资3亿元；投资6000万元，包括河
崖村行政公署旧址、八路胡同、红色展馆
等在内的马连庄红色小镇将于今年 7月
完工。

莱西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徐云介绍，
莱西在东部打造红色乡贤文化旅游线路，
在中部以高铁新城建设为依托，着力打造
集文艺演出、网红培训、休闲娱乐、体育
赛事于一体的文旅产业集聚区；在西部以
大沽河为轴带，大力发展田园综合体、现
代农业庄园等多元文旅共同体项目，打造

西部文旅产业融合先行片区。
“真想不到在莱西也能享受到这么高端

时尚的旅游方式。”莱西市民李彩玉带着孩
子体验了一次直升机低空旅游。今年“五
一”假期，莱西市店埠镇的直升机低空旅
游引领了一波时尚。在青岛航空科技职业
学院，游客坐上直升机，可以低空飞行15
分钟，开启店埠镇全域低空观光。

随着直升机盘旋升空，越过店埠镇万
亩蔬菜基地，沿着大沽河飞行，大沽河、
小沽河、五沽河在这里交汇，勾勒出“膏
腴大沽河，殷实桃花乡”的繁荣景象……

莱西市店埠镇航空文化小镇是青岛市
以通航产业为发展基础的省级特色小镇，
建设航空产业园、航空教育区、科技研发
区、通航机场、旅游休闲区、生活居住区
六大板块，集“产、学、研、游、住、

育、商、创”于一体。目前，航空产业园
服务区主体正在施工，直升机低空旅游已
开启试运营，平台的集聚效应逐渐显现。

此外，为打造高品质休闲旅游度假产
品、挖掘时尚旅游消费热点，一批文旅大
项目正在稳步建设：院上镇葡萄小镇项目
已于4月份开工，包括新希望乳业现代牧
业产业园项目、青岛慕拉葡萄酒酿造项
目、罕堡酒庄项目、小河子现代农业示范
区等；投资8亿元的红色旅游综合服务区
及候鸟养老中心将于7月正式开工建设。

“今年，莱西将以‘乐在莱西’品牌培
育为抓手，按照市场化、互联网思维，全
域化统筹、全产业推进，积极应对疫情影
响，不断扩大优秀文旅产品供给，有效促
进文旅消费潜力释放，力争文旅工作全面
起势。”徐云告诉记者。

掐丝、点蓝、烧制……走进河北大厂回族自
治县京东工艺品有限公司，每个环节的工匠都在
全神贯注地忙着手里的活。

“按往年惯例，春节假期后我们就会复工生
产。今年受疫情影响，3月18日才正式复工。”京
东工艺品有限公司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
泰蓝制作技艺）代表性项目传承保护单位，该公
司副总经理黄文海告诉经济日报记者，企业的压
力与动力同在，他们也准备好积蓄力量，去挖掘
疫情之后的市场机会。

七大工序环环相扣

景泰蓝又叫“铜胎掐丝珐琅”，是一种特殊工
艺品，与景德镇陶瓷、福州磨漆并称为我国三大
工艺美术珍宝。景泰蓝制作相传起源于13世纪
的云南，随后传到北京，设有专门的官办作坊。

“在明朝景泰年间，这种工艺品制作的数量
多、技术精美，制品又大多以质地纯真、犹如宝石
一般的蓝釉作底，根据这些特色，这种工艺品就
被称为景泰蓝。”京东工艺品有限公司总工艺师、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景泰蓝制作技艺代表
性传承人李荣魁介绍说：“大厂历史上就有生产
景泰蓝的传统，多年来不断传承，积累了深厚的
文化和产业基础。”

“一件景泰蓝，十箱官窑器”，这是民间对景
泰蓝的高度赞誉，也透露出景泰蓝制作的不

易。“完成设计后，先用细扁铜丝做线条，
在铜制的胎上捏出各种图案花纹，
再将五彩釉料点填在花纹内，经
反复烧制、磨平、镀金而成。因
此，景泰蓝制品外观晶莹润
泽、鲜艳夺目。”李荣魁说，
一件景泰蓝作品，需要经过
设计、制胎、掐丝、点蓝、烧
蓝、磨光、镀金七大工序
108道小工序，十几个工
匠要用3个月甚至更长时
间才能手工完成。

从艺超过 60 年的李
荣魁说起景泰蓝的制作技
艺，如数家珍。“根据铜丝薄

厚断代，铜丝中间有黑缝的，是
明清时期的作品。再看底色，明

代以大蓝为主，清代雍正皇帝喜欢
黑色，凡是通体黑色的景泰蓝作品，基

本可以断为清雍正年间作品，到
乾隆年间，又发明了葡萄紫为底色
……”

制作工艺复杂，也造就了景泰蓝的
独特魅力。“600多年来，景泰蓝一直沿用纯手
工制作，继承了民族传统工艺和制作流程。”大厂
回族自治县非遗保护商会会长黄景仁说，绝大多
数工艺品都没有景泰蓝的制作流程复杂，比如牙
雕、玉雕以及漆器，都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景
泰蓝则不然，它工艺复杂、制作周期长、工序多，
很多工匠只能熟练掌握一道工序。”

“一件好的景泰蓝作品，必须要有文化内
涵。特别是清朝康熙年间，要求‘有图必有意、有
意必吉祥’。设计图样从造型、花纹到图案，都要
有一定的欣赏价值和文化背景。”李荣魁告诉记
者：“景泰蓝是火、釉料、铜三者在火当中不断燃
烧出来的精美东西。就像凤凰涅槃一样，进一次
火，漂亮一次；再进一次火，再漂亮一次。”

六百多年口传心授

60年来，李荣魁设计了几百幅景泰蓝图案，
有瓶赏系列、炉罐系列、佛具系列、鼻烟壶系列
等，深受国内外收藏者欢迎，《中日友好景泰蓝
杯》等多件作品被选为国礼。如今，他依然坚守
在景泰蓝制作一线。

“之前学习景泰蓝，是为了谋生。”2006年，
景泰蓝成为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李荣魁
也成为这项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我既高兴，也
很感慨。高兴的是国家越来越重视这门手艺，感
慨的是传承600多年的技艺，能掌握全活儿的人
越来越少。”

出生在景泰蓝“世家”的黄文海是李荣魁的
大徒弟。“小时候压根不想从事这个行业，觉得景
泰蓝这个东西离我们太久远。”黄文海说，后来听
师父讲得多了，慢慢了解景泰蓝的历史与文化内
涵后，逐渐迷上了。

景泰蓝收藏的人群在增加，但是从业人员稀
少。行业协会统计，全国从事景泰蓝生产的一线
员工不足2000人。近些年来，李荣魁与人合作
编写了《景泰蓝工艺操作规范》《景泰蓝质量标
准》，编绘了《景泰蓝传统花卉图案》《博古图案》
《龙凤图案》《松鹤图案》《传统吉祥图案》等，并奔
走于河北、天津、西安、重庆等地工艺品厂，讲授
景泰蓝发展史、传授制作技艺、培养传人。

如今李荣魁所在的公司成为河北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基地，截至目前已培养了500余名
学员。但景泰蓝制作技艺仍然没有资料可查，只
能依靠口传心授，而且培养一名合格徒弟需要3

年至5年。
“我想把景泰蓝技艺系统整理一下，出本

书。改变几百年来景泰蓝口传心授的局限，让景
泰蓝前见古人，后有来者。”李荣魁说。

手工精品畅销世界

据考证，早在明代之前，距离元大都“一箭之
地”的大厂，就有技艺精湛的能工巧匠被招入宫
廷，躬身景泰蓝制作，自此景泰蓝与大厂结下跨
越数百年时光的缘分。2018年9月，大厂回族自
治县被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工艺美术协会授
予“中国景泰蓝之乡”的称号。

新中国成立以后，景泰蓝走出紫禁城，“飞入
寻常百姓家”。据介绍，当时为满足与我国建立
外交关系国家的礼品馈赠、换取外汇等需求，全
国许多地方都建有景泰蓝生产厂家，但主要还是
集中在北京及周边地区。除了北京的老字号厂
家，如北京珐琅厂、北京工艺美术厂，更多的企业
零星分布在天津、广州、上海等地，其中有的企业
具备一定规模，更多的企业只是承揽景泰蓝的某
道工序，比如制胎、制釉、制托等。

“这些企业的基础和发展状况，与大厂不
同。”黄景仁说，过去北京的私营景泰蓝厂里，
90%老艺人都是河北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北
京周边建有一二百家景泰蓝加工企业。与北京
一水（潮白河）相连的大厂回族自治县，成为承接
北京景泰蓝行业扩展的主要平台，景泰蓝生产厂
家与日俱增，从业人员最多时占全县人口四分
之一。

如今，大厂陆续诞生了京东工艺品有限公
司、京锐景泰蓝有限公司、祁屯春霖工艺美术厂、
窄坡振平珐琅厂、大民工艺美术厂等一批景泰蓝
制作企业。

“大厂目前拥有成规模的景泰蓝制作企业
14家，拥有专业技师500余名，年销售收入上亿
元，占全国市场份额的一半以上。”黄景仁说，近
年来，大厂发挥毗邻首都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
民族手工业，其中景泰蓝产业凭借深厚历史积淀
和人才技术优势异军突起，品种繁多、造型优美，
产品不仅畅销全国各地，还出口到中东、东南亚、
欧美等地区的几十个国家，受到海内外客商
青睐。

夜色渐深，黄河两岸乐声悠悠……从6月6日起，
2020“乐动金城 声醉兰州”黄河之滨音乐展演正式拉
开帷幕。兰州市民可在黄河两岸八处“临河共情、依山立
意”的精致舞台，聆听持续120天1000余场的雅乐之声，
共赏河滨之美。

兰州是黄河唯一穿城而过的省会城市，如何改善兰
州黄河风情线旅游景区风貌，创造文化特色鲜明、艺术
气息浓郁的城市景区一直是兰州待解答的命题。“现
在，市民可于每晚19：30至22:00在兰州市金城关主
广场、云峰以西空地、城市规划馆广场等8个景点享受
到由国内及兰州本地民谣艺人、歌手、小型弦乐队以及
高水准的市民团体带来的视听盛宴。”兰州黄河生态旅
游开发集团黄河之滨音乐展演项目负责人傅经纬告诉经
济日报记者。

据傅经纬介绍，展演将包括具有本土特色的兰州鼓
子在内的民乐、流行、摇滚、西洋乐、曲艺、舞蹈等多种形
式，贯通古今，融汇东西，彰显特色。整个展演活动根据
景观特色共打造出《听涛》《望月》《旭日》《在水一方》《城
市之光》《城市指南》《城市之声》《城市微笑》8类展演主
题，以呈现黄河之滨“一点一景观、一处一主题、一段一特
色”的独特风情。

记者看到，各个展演点人气满满，不少市民拿出手机
与亲友连线视频一起观看，还有的市民开启网络直播与
全国各地的网友分享。

“旅游+”演绎，是兰州基于黄河之滨旅游现状及业
态的重塑和创新。“旅游+”发展模式促进了兰州旅游产
业与经济社会各领域融合发展，已成为旅游产业发展的
新常态。据介绍，兰州将继续以市民游客需求为本，多元
创新，推出适合兰州黄河之滨特色的具有“裂变”效应的

“旅游+”产品，快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刺激城市经营
和消费，进一步擦亮“黄河之滨也很美”的城市名片，助推

“精致兰州”建设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吉林长春首届莲花山消夏生活节日前在世茂莲花山
小镇举行。活动将非遗展示与假日消暑休闲相结合，让
游人在“古色古香”的油纸伞巷中品传统文化魅力，享夏
日休闲惬意。图为市民在长春市世茂莲花山小镇宽厚里
商街参观游览。 新华社记者 许 畅摄

深圳市龙岗区今年对原有文化产业扶持政策进行了
大规模修订，发布了《龙岗区经济与科技发展资金支持文
化产业发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和《龙岗区
文化产业集聚空间认定与管理办法》《龙岗区重点文化企
业认定与管理办法》《龙岗区文化产业公共服务平台认定
与管理办法》“1+3”文化产业新政策，有前瞻性、系统性、
针对性地扶持辖区文化产业的发展。

这些政策创造性设置了“通用条款”和“专用条款”，
既突出了重点又兼顾了全面。《实施细则》针对文化产业
整体产业集聚、企业发展、市场开拓以及产业配套4个方
面，设置了16条“通用条款”共32项具体扶持举措。

据介绍，龙岗鼓励发展文化产业园区、文化产业楼
宇、文化产业专类空间、影视拍摄基地等集聚空间，最高
给予200万元建设扶持；重点支持本地企业发展，对IPO
上市文化企业控股子公司、“新三板”挂牌文化企业、国家
文化出口重点企业、深圳文化企业100强，最高给予
1000万元奖励。同时，龙岗支持企业“走出去”发展、支
持文化消费创新空间建设、支持构建产业服务平台、支持
文化企业融资、支持行业协会发展等。

数字创意产业是“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也
是未来几年龙岗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实施细
则》针对数字创意产业设置了19条“专用条款”共50项
具体扶持举措，涉及影视动漫业、游戏电竞业、网络视听
业、数字设计业等，成为全国率先出台的扶持面最广的数
字创意产业专用扶持政策。

为支持龙岗区受疫情影响的影视产业链上相关企业
尽快恢复元气，这些政策以产业需求为导向，建立了包括
园区、楼宇、专类空间，文化消费创新空间，影视拍摄基
地，后期制作基地在内的文化产业集聚空间发展体系。

图①图② 均为京东工艺品有限公司生产的
景泰蓝工艺品。 （资料图片）

图③ 京东工艺品有限公司的工匠为景泰蓝
工艺品镶嵌掐丝拼装图案。

本报记者 陈发明摄
图④ 京东工艺品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对即

将出厂的景泰蓝工艺品进行打蜡保养。
刘 亮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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