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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宋玉璐
  诸城恐龙、高密红高粱影视基地、青州云门
山、临朐山旺化石、潍坊大家的经典画作……4月
16日上午，来到知新楼的山大学子惊奇地发现，充
满潍坊元素的摄影、书法、美术作品琳琅满目，让
人目不暇接。昔日空旷的大厅内，此刻俨然成为了
“更好潍坊”的打卡地，这里是“山东大学潍坊
日”的特色活动之一——— “人文荟萃·更好潍坊”
书法美术摄影展的会场。
  “这就是去年咱们一起去采风的青州，旁边这
张照片就是我的家乡昌邑。”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
究院研二学生郭慧琳在摄影展上向室友李蕾介绍着
潍坊的风物景致。李蕾看得认真，郭慧琳讲得仔细。

  “这场展览的摄影作品种类繁多、内容丰富，
捕捉到了各个县市区的特色景点，就像是把‘更好
潍坊’搬进了山大校园！”郭慧琳说。
  穿过色彩鲜活、壮观唯美的摄影作品展区，大
气磅礴、笔走龙蛇的书法作品映入眼帘，在写有苏
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全篇的书法作品前，
记者遇到了作者刘晓清，她气质出众、谈吐不凡。
了解之下，才知她是潍坊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也
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书法家协会理事。
刘晓清告诉记者，能在山大校园里展出自己的作
品，她深感荣幸，希望借由东坡先生“千里共婵
娟”的美好词句，祝愿潍坊与山大的情谊更加深厚
长久。

  据了解，本次“人文荟萃·更好潍坊”书法美
术摄影展共展出书法作品41件，美术作品34件，摄
影作品27件，全部由潍坊籍和潍坊知名书法家、美
术家、摄影家创作，反映了潍坊历史、人文景观以
及更好潍坊建设成果。展览是“回顾”的艺术，透
过镜头的光与影，画笔的精雕细琢，书法的力透纸
背，思想与艺术交织碰撞、浑然一体，留给参观者
的是对潍坊文化的一次次感知与触摸……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刘
世海在采访中说：“我们衷心希望通过本次书法美
术摄影展，带给大家更多的艺术享受和人文思考，
以此凝聚力量推动潍坊与山东大学深入合作、互利
共赢，携手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宋玉璐
  “这是有名的青州隆盛糕点。”“这些寿光彩
色小番茄口感酸甜。”“请再给我倒一杯红豆
水。”“山楂糕是来自潍坊哪里？”4月16日，山
东大学中心校区综合体育馆的负一楼门前，人头攒
动，好不热闹。
  “山东大学潍坊日”系列活动——— “好品山
东·潍有尚品”潍坊市特色产品展和非遗技艺展现
场外的品鉴区人气爆棚，来自潍坊的特产深受山大
师生青睐。品鉴区的山大志愿者告诉记者，短短一
个小时不到，多种产品已经补货了好几次，隆盛糕
点和奶枣几乎供不应求。
  好山好水育好品。走进展会现场，150种、338

件凝结着潍坊人民智慧与汗水的特色产品，被分成
地理标志产品、老字号产品、特色农产品、手造文
创产品四个展区，全方位展现着潍坊味道、潍坊技
艺、潍坊文化。
  诸城派古琴表演走进现场，琴声空灵悠扬、余
音绕梁；杨家埠木版年画体验区大排长龙，刻有
“山东大学”的色版最具人气；状元卷文创、“峱
宝宝”抱枕、风筝展示墙引来众多山大学子惊艳的
目光。在潍坊红木嵌银漆器展台前，来自山大新闻
传播学院的大二学生陈佳欣停驻许久。“我的老家
在吉林，来山东上学之前，对潍坊的印象仅仅停留
在‘世界风筝之都’，这次展览给了我很大的震
撼，核雕、漆器，这么多精致细腻的工艺品都出自

潍坊。”陈佳欣说。
  展会现场，记者还遇到了来山大参观的济南市
民吴先生，他和老伴认真听着工作人员的讲解，对
青州红丝砚和安丘金砂壶赞不绝口。“我年轻时经常
去潍坊游览名胜古迹，沂山、云门山、驼山、仰天山我
都去过，这种红丝砚是名砚之首，现在我的家中还有
收藏！”吴先生说。
  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运用促进科科长刘振兴
告诉记者：“看到活动现场如此火爆，有这么多山
大师生喜爱潍坊‘造’，这让我心潮澎湃、备感自
豪。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展览，全方位、多角度展
示出潍坊好品的魅力，让更多的山大师生更好地了
解潍坊、喜欢潍坊、爱上潍坊。”

把“更好潍坊”搬进山大校园
———“人文荟萃·更好潍坊”书法美术摄影展侧记

让山大师生爱上潍坊“造”
———“好品山东·潍有尚品”潍坊市特色产品展和非遗技艺展侧记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方文婷
  “我创业成功，离不开过去25年的国企经历，更
离不开潍坊市优良的创业环境和母校山东大学及校
友的大力支持。”全国人大代表、国家卓越工程师、山
东天瑞重工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李永胜说。
  李永胜是山东大学的优秀校友，毕业后分配到
甘肃支援西部建设，在我国凿岩机械的领军企业从
事技术工作25年。2008年国企改制后，李永胜回乡
创办天瑞重工，开始在潍坊这片土地上“扎根”，
那一年他47岁。历经多年攻关，李永胜带领团队成
功研发出磁悬浮鼓风机、磁悬浮真空泵等七类产
品，使我国磁悬浮产业从“跟跑”“并跑”到部分

“领跑”，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是我国实现“双
碳”目标的重要新质生产力。
  短短16年，天瑞重工成长为我国磁悬浮节能装
备行业的头部企业、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天瑞重
工被认定为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国家级工业设计中
心，是山东省引进一个团队、形成一个新兴产业的
典型代表。李永胜也获得了党中央、国务院首次表
彰的“国家卓越工程师”这一崇高荣誉，入选2023
年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
  李永胜是山大优秀校友，也是在潍企业家。这
些年，他多次出席山东大学重要庆典活动，不断向
广大山大学子推介潍坊，集聚山大人才资源。“潍

坊工业基础雄厚，应用场景众多，为我们干事创业
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是潍坊市优良的创业环境，成
就了今日的天瑞重工。”李永胜对潍坊营商环境高
度认可。
  满怀一腔热忱，李永胜不断为潍坊磁悬浮产业
“招才引智”。“我们出资100万元，在山大设置
了磁悬浮奖学金，为磁悬浮产业发展培养人才。”
李永胜说，功以才成、业由才广。人才队伍有活
力，产业发展才有支撑。
  “潍坊是一座有历史、有实力、有闯劲的城
市，是人才大有可为的热土，诚挚邀请山大校友来
潍创业就业。”李永胜说。

潍坊是一方人才大有可为的热土
——— 访全国人大代表、国家卓越工程师、山东天瑞重工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李永胜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宋玉璐
  春和景明，东风拂面，正是放飞风筝的大好时
节。4月16日上午，“山东大学潍坊日”风筝文化
体验活动如期举行。山大中心校区田径运动场的上
空，蝴蝶、金鱼、雄鹰、彩凤、龙头蜈蚣还有山大
特别定制版的风筝，时而扶摇直上，时而盘旋翻
飞，装扮了晴空，点亮了校园。
  一根风筝线，牵起两端情。新闻传播学院的大
二学生孟璐告诉记者，印有“山东大学”和“世界
风筝都潍坊”字样的风筝，是本次活动送给学生们
的“特制联名款”。春风吹，学生们便忙碌起来。
有的一手握线轮，一手拿风筝，逆风奔跑，瞅准时
机放线；有的分工合作，远距离喊话控制送线放线

的节奏。“放线时不要缠线，感觉线紧的时候放一
放。”“飞起来之后不要大意了，要及时调整线的
长度来控制风筝高度。”“注意速度，紧线能拉快
速度，松线会放慢。”素日里畅谈专业知识、交流
学术思想的同学们，此刻竞相分享风筝放飞技巧，
气氛好不欢乐。
  与重返童年、享受春光的山大学子不同，众多
潍坊的风筝大师，带着引以为豪的作品应邀前来，
在山大校园内上演了精彩不断的“空中斗法”。宋
永利的“盘鹰风筝”在他手中或振翅高飞、或滑翔
盘旋，栩栩如生，宛若真鹰，此番花式“炫技”引
起了一众学生围观，大家纷纷掏出手机记录下这一
奇观。

  “这里是风筝骨架的交接点，在制作时一定要
粘牢，扎制风筝每一步都容不得半点马虎，否则就
飞不起来。”潍坊凯旋风筝制造有限公司设计师王
龙芝正在为山大学子讲解风筝扎制过程。
  在刚刚结束的2024潍坊风筝大赛上，王龙芝
和他制作的龙头蜈蚣风筝拔得了头筹，此次受邀
到山大来参加活动，他深感使命重大：“风筝是
外地认识潍坊的一个标识，我这次来山大，不仅
要放好风筝，更要为同学们讲好风筝，讲好风筝
文化。”
  彩鸢纷飞，春光大好。置身山大，风筝竞技的
独特魅力在倾情传播，山大与潍坊的故事也在不断
续写。

一根风筝线 连起山大与潍坊
———“山东大学潍坊日”风筝文化体验活动侧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