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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旗是夺 潍坊文旅炼就一块块金字招牌
我市不断推动文旅融合、文化惠民，丰富成果赢得广泛赞誉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文旅融合，美美与共。近年来，我市文化和旅游产业高质量发
展，锚定“走在前、开新局”目标，唯旗是夺、事争一流。世界手工艺与民间艺术之都、国
际和平城市等一块块熠熠生辉的金字招牌，成为提升城市品质、展示潍坊形象的亮丽名片。

　　潍坊在历史上是有名的手工业发达地区，素有
“南苏州北潍县”之美誉，民间艺术源远流长。古琴和
剪纸入选联合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
17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手工艺与民间艺
术类占10项，风筝、年画、核雕、嵌银漆器、丝绸等200
余项价值突出的传统工艺在当代鲜活存续，形成了潍
坊地域文化的鲜明特征。
　　2021年11月，潍坊市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创意城市网络，荣膺世界手工艺与民间艺术之都。潍
坊成为我国第四个、山东省第一个世界手工艺与民间
艺术之都。
　　市文旅局抓住齐鲁文化（潍坊）生态保护区入选
文化和旅游部“黄河非遗之旅”主题线路重大机遇，加
强我市与黄河沿线省、市的合作与交流。先后与黄河
沿线省、市举办“开传统之门，展时代精神——— 中国门
神画艺术展”等文化交流活动；建成潍坊手造博物馆，
展出传统非遗项目以及手造文创产品。

　　主动融入齐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加强齐长城
非遗资源保护传承。挖掘整理齐长城沿线非遗项目23
项，建成东镇沂山祭仪综合性传习中心等齐长城文化
综合传承实践教育基地，成立岳镇海渎文化研究中心
(临朐沂山)。
　　美丽乡村因非遗更兴旺，群众生活因手造更富
裕。截至目前，全市发展风筝、年画等各类传统工艺
企业和家庭作坊近2000家，年产值达206.7亿元，帮助
10万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结合传统手工艺
产业链实际，探索形成“传承人+”模式，形成传承人
引领、村民自愿入社、参与方式灵活的长期互助合作
方式，目前已成立手造合作组织100多个，为周边群
众提供就业岗位2000余个；先后培育建成高密市聂
家庄、诸城市蔡家沟村等非遗特色产业村17个，青州
市井塘村、寒亭区杨家埠村等非遗特色旅游村32个，
临朐县北杨善村、奎文区南屯社区等非遗研学特色
村11个，因非遗特色旅游受益群众超过20万人。

　　潍坊是山东省文物大市。以潍县西方侨民集中营
旧址等为代表富含和平因素的近现代历史文化遗产，
既见证了潍坊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进程，也凸显了潍
坊城市文化品格的博大和深厚。
　　2019年10月，我市以乐道院潍县集中营博物馆为
核心，联合坊子德日建筑群、大英烟公司旧址、廿里堡
火车站等组成潍坊国际和平城市创建团队。2021年1
月16日，国际和平城市协会主席弗雷德·阿门特先生
发来邮件，祝贺潍坊成为国际和平城市。继南京之后，
潍坊成为中国第二个加入国际和平城市协会的城市。
　　2022年7月1日，我市在乐道院潍县集中营博物馆
启动了红色文化主题月活动。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7周年之际，9月3日，由市委
宣传部、市文明办、市委党史研究院、市文旅局、市外
事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乐道院潍县集中营博

物馆承办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纪念活动在乐道广场举行。
　　我市在全省率先印发《潍坊市文物事业发展“十
四五”规划》，推进“博物馆之城”建设。市政府与国铁
济南局签订《胶济铁路坊子站区文物保护利用合作框
架协议》。组织第一次潍坊市历史文化研究优秀成果
评选，评出79项优秀研究成果。市博物馆特展获第六
届全省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
　　革命文物保护在全省树标杆。《潍坊市红色文化
资源保护条例》颁布实施，市博物馆红色创新展览实
践获评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典型案例，昌邑市“渤海
走廊”入选首批山东省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乐道院
潍县集中营博物馆获全省革命文物陈列展览“精品
奖”，23个村被评为山东省红色文化特色村，11家单位
被评选为山东省红色研学基地。

　　我市在做好文化惠民的同时，积极响应文化强国
建设、“一带一路”倡议和国家推动优秀文化走出去的
号召，向世界讲好潍坊故事。
　　坚持惠民便民，不断增强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加
强艺术创作生产，创排《王尽美》《党费》等一批大型优
秀舞台剧目和50余部小型剧目，以杨守伟为原型的情
景报告剧《大爱妈妈》9月份正式公演。全市现有公共
图书馆12个、文化馆13个、镇（街道）综合文化站118
个、村（社区）综合性文化中心6130个、群众文化艺术
团队近1万支。丰富群众文化活动，“全民阅读”形成品
牌，连续三年囊括“新时代乡村阅读季”活动全国第
一。每年完成“一村一年一场戏”惠民演出9000余场，
公益电影放映7万余场。
　　艺术无国界，文化有共识。我市大力弘扬陈介祺金

石文化，连续8年举办金石文化艺术活动，陈介祺艺术
节已经成为名扬海内外的金石篆刻艺术盛会。
　　2022北京冬奥会期间，由齐鲁文化（潍坊）生态保
护区服务中心策划创意，制作了一套融合潍坊木版年
画和冬奥元素的“奥运年画挂历”。作为展示潍坊特色
的文化礼物，这些挂历在中国驻老挝、日本、韩国大使
馆等地展示，备受当地民众喜爱。
　　1月31日，2022年塞尔维亚“欢乐春节”系列活动
开启，作为系列活动之一的《山东农民有“画”说》画展
上线，其中就有来自临朐、青州的农民画。
　　2月28日、3月4日，“飞扬和平，潍坊——— 风筝之都
走世界”山东潍坊非遗展分别在韩国首尔中国文化中
心展厅及日本东京中国文化中心展厅开幕，用深厚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联结起中日韩友好交流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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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是产业发展的支撑。2022年，全市重点文旅
项目172个，其中7个项目入选全省各类重点项目，2个
项目入选省“雁阵形”产业集群，6个文旅类小镇入选
山东省特色小镇，青州中晨书画艺术产业园入选国家
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创建名单，成功引进青州不夜城、
亲海垂钓度假区、滨海游艇垂钓游乐、杨家埠旅游度
假区等一批重点文旅项目。今年上半年，全市文旅系
统新签约项目22个，总投资25.3亿元。
　　扎实推进全域旅游发展。诸城市成功创建山东
省全域旅游示范区，寿光市、昌乐县列入全省全域旅
游示范区创建名单。新评定7家A级景区，其中4A级1
家、3A级5家。诸城恐龙文化旅游区被省文旅厅列入
5A级旅游景区创建名单。新培育、提升54个市级景
区村庄，获评省景区化村庄25个、省乡村旅游重点村
5个，临朐淹子岭村入选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15个
景区村庄入选全省“乡村好时节·上山下乡微度假指
南”，8处露营地入选省微度假露营地。新评定首批国
家乙级民宿1家、省四星级民宿2家。
　　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潜力。我市获评国家文化和旅
游消费试点市，青州古城获评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
聚区，十笏园文化街区获评首批山东省旅游休闲街
区。连续两年举办潍坊文旅惠民消费季，策划主题活
动673项，发放文旅惠民消费券1204.2万元，间接拉动
消费2.91亿元。香薰虎作品荣获2021中国旅游商品大
赛健康主题金奖，是全省唯一金奖作品。
　　以全国版权示范城市创建为抓手，创新实施版
权“三大工程”，撬动产业提质升级。近年来，全市版
权产业发展步伐明显加快，占GDP比重已达8.02%，
版权登记数量连年高速增长，2021年首次超过6万
件。今年上半年已超6.3万件，同比增长270%，位居全
省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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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在市图书馆内读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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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潍坊市民文化节演出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