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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遗产 赓续文脉传统

  潍坊是“世界风筝都”。目前，潍坊共有风筝企
业600多家，从业人员8万人，年销售额20多亿元，产
品远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
  杨家埠风筝有着600多年的历史，代代传承至今。
  36岁的徐洋是杨氏风筝第16代传人和潍坊风筝市
级代表性传承人。她从小喜欢风筝，曾在杨家埠民间
艺术大观园系统学习风筝扎制及绘画技艺，后到自己
小姨的风筝作坊学习风筝制作和绘画。
  “我小时候每周去姥姥家，小姨都在做风筝，我
会帮着画一画涂一涂。”她说，“我们是风筝世家，
能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挺高兴的。”
  据潍坊坊子区三利风筝厂经理王立财介绍，现在每
天仅电商订单就有1000多单，去年销售风筝200万只。
  近年来，潍坊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手工艺与
民间艺术之都”、2024年“东亚文化之都”等多项称
号；不久前，美国《远方》杂志发布2024年全球最值
得旅行的25个地方，潍坊是中国唯一的上榜城市。
  不断“出圈”的潍坊，提供了观察人文经济学的
新样本。
  这里有风筝、核雕、剪纸等17项国家级非遗，历
史上，贾思勰、欧阳修、苏东坡、范仲淹、郑板桥等
150多位文化名人都曾在潍坊地区居住生活或执政理
事，并留下许多传世经典之作，潍坊高密是诺贝尔文
学奖得主莫言的家乡。
  西杨家埠村的杨静一家是年画世家，丈夫从小跟
父母和爷爷学年画，两人分别是区级和市级非遗代表
性传承人。他们对年画的感情深厚，开展过精彩丰富
的非遗进校园活动，还推出广受欢迎的年画抱枕、帆
布包等系列文创产品。
  “年轻人通过认识木版年画，了解老祖宗的智慧
和技艺，包括年画内容故事蕴含的传统文化，从而增
加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杨静说。
  对非遗的保护传承促进了文旅和相关产业发展。
2023年，潍坊国际风筝嘉年华参与人次800多万，拉动
文旅消费约4亿元；中秋国庆期间，潍坊32家重点景区
接待游客333万人次、实现营收2.6亿元，分别增长
188.8%、195.4%。
  潍坊市文旅局介绍，2023年，全市争取上级资金
1.37亿元用于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非遗保护传承，其中
包括新增博物馆7家。
  “潍坊有着崇文重教的浓厚氛围，文化教育事业
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今天的教育就是明天的经
济，今天的教育也是今天的经济。”山东省泰山教育
创新研究院院长王清林说。

科教创新 发展现代产业

  经济融入人文，人文浸润经济，文化与经济相互
促进，共生共荣。
  潍坊历史上手工业、商业发达，清朝时有“南苏
州、北潍县”之说。当今，潍坊的传统与现代交融愈
加明显。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透射着这
个940多万人口城市的创造力和潜力。
  在山东发展格局中，潍坊农业水平全省第一，工
业规模第二，经济体量第四。
  “潍坊农业实力雄厚，工业基础坚实，文化底蕴
深厚，教育和区位优势突出，发挥好这些特色和优
势，促进人文和经济的深度融合与互动，将为高质量
发展创造更强动能。”潍坊市委书记刘运说。
  据了解，全国41个工业大类，潍坊有37个，包括
所有31个制造业行业。动力装备、高端化工、新一代
信息技术、食品加工等产业规模均过千亿元，拥有潍
柴和歌尔两家国家智能制造示范工厂。动力装备集群
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
  有70多年历史的潍柴集团正在加速推进新一代信
息技术与制造融合应用，打造行业领先的“黑灯工
厂”，相继投资建成大缸径高速高端发动机智能工
厂、新百万台数字化动力产业基地，成为全球最大的
柴油发动机生产制造集群。
  据介绍，3年前，潍柴的工业机器人密度为390台/
万名工人，现在已达到1160台/万名工人，是原来的3
倍。过去，一条清洁能源发动机生产线需要500多
人，改造后新产线满负荷生产只需100人。
  向“新”而行。潍坊加力突破磁技术、新型储
能、元宇宙、工业母机等新产业赛道，3个产业集聚
区被评为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坚持传统与现代结合，不仅重视传承历史文化，
更加追求高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虚拟现实正成为
全球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风口。在潍坊高新区，歌
尔股份有限公司智能制造基地内，光学、声学等各类
元器件被加工成高端VR设备。
  这家成立于2001年的民营企业智能耳机、智能穿
戴、智能音箱等产品出货量世界领先。2022年营收超
过千亿元。公司正推动制造模式向标准化、精益化、
自动化、智能化转变。
  潍坊作为国家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试验区，拥有职
业院校60多所，在校生30多万人，为高质量发展提供
了可持续的人才支撑。
  “潍坊利用自身传统特色，以人文科教赋能高质
量发展，可有力拓展高质量发展新空间。”山东大学
教授王忠武说。      新华社济南1月7日电

  山东潍坊市寒亭区杨
家埠民间艺术大观园内一
间300多平方米的作坊里，七
八名师傅忙着手工扎制各
种风筝。从绘制画面到扎制
骨架，一只风筝需要61道手
工工序。不远处的年画作坊
里，两位艺人娴熟地印刷木
版年画，游客驻足观看。
  杨家埠是中国三大木
版年画产地之一。“从刻
版、印刷到装订，全部是
纯手工的。以前百姓家里
图喜庆，春节时用得比较
多，现在很多人买来当纪
念品送朋友或收藏。”杨
家埠年画第18代传人、67岁
的杨乃强对记者说。
  冬季是淡季，但这里游
客络绎不绝，他们可以现场
体验。讲解员介绍，目前平
均每天接待游客近千人，旺
季每天几千人。除了国内游
客，更有美国、韩国、日本、
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旅
游团慕名而来。

1月3日，寒亭区杨家埠年画艺人在印刷木版年画。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驰

  2023年7月26日，在位于潍坊市的
潍柴雷沃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工人在生产线上忙碌。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