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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闲趣闲 节的礼物季

本报讯（记者 陈小艳 通
讯员 陈笑蔚） 5 月 27日，青
岛艾可什机场音乐节在青岛市城
阳区燃情开唱，为青岛乃至全国
再添一个重量级音乐节 IP。作
为国内首个机场音乐节，36组
国内外音乐大咖与乐迷嗨唱，两
天内约有6万乐迷进场。

主办方介绍，27日、28日每
天 12:00—21:30，有包括林宥
嘉、Tablo（Epik High）、HON-
NE、杨乃文、Billkin马群耀、蛋
堡 Soft Lipa、法老 Pharaoh、弹
壳Danko等在内的众多国内外
音乐大咖联袂献唱。为了更好地
充实音乐节体验感，现场还设置
了特色美食区和相关市集，满足
乐迷听歌间隙的休闲需求。

音乐是青岛的优势文化产

业。2022年，青岛市第十三次党
代会提出，要激发文化产业活力，
培育壮大文化产业，重点发展音乐
演艺、影视文化、5G高新视频等
产业。青岛通过推动城市音乐厅、
音乐公园、音乐特色街区建设，让
音乐、戏剧、舞蹈实现常态化演
出；积极吸引国内外著名音乐家来
青岛演出，培育具有影响力的音乐
节品牌。同时，聚焦文化产业增加
值突破 1000亿元和“艺术城市”
建设，持续打造城市文化品牌。

主办方表示，各种细节的考量
与设置，是将此次音乐节变为一场
欢乐嘉年华，让青年乐迷享受家人
聚会、朋友派对、旅行打卡的欢乐。
青岛将营造更浓厚的文化艺术氛
围，为音乐文化产业注入新活力，延
长文旅产业链。

国内首个机场音乐节在青岛燃情开唱

本报讯（记者 张文敬 雷蕾）
近日，第四届“梨花杯”全国青少
年戏曲教育教学成果展示活动
（济南）在山东省会大剧院举行。
开幕当晚，吕剧《姊妹易嫁》、京剧
《二进宫》《行路训子》《扈家庄》、
山东梆子《闯幽州》《老羊山》等精
彩上演，博得满堂彩。

“梨花杯”全国青少年戏曲
教育教学成果展是文化和旅游部
推动全国戏曲教育工作和戏曲专
业人才培养的一项重要品牌活
动。经过前期推荐和专家评选，
全国共有84个学生节目、21个
教师示范课入选展示活动，15
篇论文入选戏曲论文集。其中，
山东入选数量位居全国前列。

“齐鲁大地是名副其实的戏

曲大省，近年来山东持续加强戏曲
工作，特别是注重戏曲专业人才的
培养，取得了显著成效。希望通过
展演活动，为中国戏曲传承发展培
育更多生力军，为传承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贡献力量。”文化和旅游
部科技教育司副司长刘冬妍说。

据了解，本届“梨花杯”在扩
大参与对象、丰富展示内容、创新
展示方式、强化激励作用等方面都
作出了探索和创新。以参与对象为
例，本次展演的学生平均年龄在
15岁左右。

4天时间里，济南共举办了21
个入选学生节目展演、4个教师舞
台实践展示和3场教师示范课，并
围绕当前戏曲传承教学和戏曲教育
改革发展开展专题研讨。

第四届“梨花杯”济南展演好戏连台

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中国葡萄酒
“十大产区”之一，是业界公认的世界
上最适合种植酿酒葡萄和生产高端葡
萄酒的黄金地带。如何才能让这“紫色
的梦想”更美绽放，成为当地政协委员
普遍关注的焦点。近日，宁夏银川市西
夏区政协组织部分委员围绕“科技创
新助推葡萄与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
展”开展专题调研视察，委员们纷纷建
言献策。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但在调研
中，委员们注意到，当地发展葡萄酒产
业的风土条件得天独厚。西有连绵起
伏的贺兰山，阻挡了腾格里沙漠和西
伯利亚寒流的侵袭；东有蜿蜒奔腾的
黄河水，为葡萄生长提供了便利的水
源保障。这里酿出的葡萄酒色泽鲜明、
香气馥郁，先后在品醇客、布鲁塞尔、
柏林等国际葡萄酒顶级大赛中斩获
1100多个大奖。

此次调研，委员先后赶赴宁夏张
裕龙谕酒庄、宁夏美御葡萄酒庄、银川
宝石酒庄和宁夏康养源食品有限公
司，深入了解西夏区葡萄酒产业发展
情况。委员们一路走，一路看，发现西
夏区葡萄酒产业取得丰硕成果，但仍
存在产区和产品品牌不响、产业发展
链条较短、人才团队不足、科技支撑体
系不完善等问题。为此，委员们立足自
身专业领域积极建言献策。

“建议加大科研投入力度，发挥科
研创新带动力作用，加大新品种、新技
术、新工艺、新方法的研究。”马永香委
员建议，构建葡萄酒大数据分析系统、
本土酿酒微生物资源库、葡萄酒生产管
理系统等，将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打

造成国内一流的葡萄酒科研高地，成为
引领国内红酒产业发展的示范区。

“产业要发展，就要坚持科学布
局、优化品种、精细管理。我们可开展
不同区块土壤条件分析，创新应用酿
酒葡萄有机栽培技术、聚焦葡萄与葡
萄酒产业上下游产业链，推广葡萄残
渣、枝条回收再利用等变废为宝的延
伸产业，打造绿色生态酿酒葡萄基
地。”曹德玲委员说。

李建红委员建议，要用好“贺兰山
东麓葡萄酒”原产地标识，既要加强统
筹规划、集约共建，也要突出示范引
领、培育一批创新能力强、综合素质高
的龙头企业，多元发展打造高水平品
牌酒庄集群。

张厚宝、马晓凤两位委员则将目
光聚焦在人才上。他们建议，要强化人
才队伍建设，推进院地科技项目合作，
实施“银川人才小高地”项目，引进、培
养一批葡萄酒产业急需紧缺的种植
师、酿造师、营销师及职业经理等实用
型人才，以人才资源助推产业发展。

促进三产融合，同样很关键。乔素
华、张瑾委员建议，要推进“葡萄酒+
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建立并完善西
夏区葡萄文化旅游带，以酒庄健康休
闲旅游体验为重点，多层次梯度提升
酒庄旅游功能，形成一二三产业高度
融合区域发展新格局。

“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发展很
快，但目前经济效益不平衡，可由政府
主管部门会同乡镇牵头组建红酒联
盟，互通先进经验和市场供销渠道，形
成集团化发展优势，将产业优势转化
为经济优势。”岳荣委员说。

宁夏西夏区政协围绕葡萄酒产业发展建言

让“紫色的梦想”在贺兰山东麓绽放
本报记者 范文杰

六月初，进入一年中
第九个节气——芒种。芒
种一词最早出于 《周礼》

“泽草所生，种之芒种”，
字面的意思是“有芒的麦
子 快 收 ， 有 芒 的 稻 子 可
种”。“芒种”也称为“忙
着种”，是农民朋友最紧张
忙碌的时节。

芒种后，长江中下游
地区开始出现持续连绵阴
雨的气候现象，由于这一
时 期 正 是 梅 子 黄 熟 的 时
候，人们给这一天气现象
起名叫作“梅雨”，这一时
段便被称作梅雨季节。赵
师秀的名句“黄梅时节家
家雨”，陆游的“梅子熟时
风雨频”，既说了天气现
象，也突出了另一主题
——梅子。

梅子在芒种时节正好上
市，但与其他水果的甘甜不同，青梅
酸涩，不适宜直接食用，一般都是加
工食用，可做梅子酱、梅子酒或煮来
吃。我们自小就熟知的“望梅止渴”
典故，故事中的曹操正是利用了梅子
的酸味，令士兵们一想起来就口舌生
津，以达到暂时止渴的效果。

在芒种时节“煮梅”是一种古老
的习俗，据说夏朝已经就有了。“煮
梅”通常是将梅子和冰糖等佐料一起
煮，主要目的是去掉梅子的酸涩，让
梅子的口感更好。

梅子是古人钟爱的佐酒小食。
《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曹操煮酒
论英雄 关公赚城斩车胄”中有如下
描述：“随至小亭，已设樽俎：盘置
青梅，一樽煮酒。二人对坐，开怀畅
饮。”当时曹操以青梅佐酒，邀刘备
共论天下英雄，“青梅煮酒论英雄”
的典故由此流传千古。很多诗人都曾
在诗文中引用这个典故，比如晏殊在

《诉衷情》 一词中写：“青梅
煮酒斗时新，天气欲残春。”

除了“煮梅”之外，人
们 也 常 常 把 梅 子 用 蜜 渍、
用盐腌，做成小零食，或
者泡青梅酒、做青梅酱等
来吃。

明代高濂在他的养生学
著作 《遵生八笺》 中，记载
了一种非常“硬核”的梅子
吃法：“青硬梅子二斤，大蒜
一斤，或囊剥净炒盐三两，
酌量水煎。汤停冷浸之，候
五十日后，卤水将变色，倾
出再煎，其水停冷浸之。入
瓶至七月后，食梅无酸味，
蒜无荤气也。”虽然他描述

“梅无酸味、蒜无荤气”，可
是仍然很难想象这“蒜梅”
到底是什么样的微妙滋味。

陆游在 《山家暮春》 中
写道：“苦笋先调酱，青梅

小 蘸 盐 。 佳 时 幸 无 事 ， 酒 尽 更 须
添。”青梅在这里是蘸着少许的盐
吃，作为下酒菜。这一吃法和现在
南方很多地区用酸味的水果拌盐和
辣 椒 粉 吃 很 是 近 似 ， 取 其 鲜 爽 刺
激，开胃爽口。

梅子还可以做调料。早在几千年
前，中国古人就是用梅子作为调料
的，而且是不可或缺的调料。《尚书·
说命下》 有“若作酒醴，尔惟曲糵。
若作和羹，尔惟盐梅。” 现在也有些
食物保留了这种烹调的古风，你可以
走进一家粤式餐厅，点上一例烧鹅。
烧鹅斩好上桌时一定会配一碟梅子酱
作为蘸料，当皮脆肉嫩的金黄烧鹅蘸
上酸甜解腻的梅子酱，入口的刹那，
各种细腻滋味在口腔中碰撞，微甜酸爽
和水果清香恰到好处地中和了油脂的肥
腻，和咸味与脂香搭配在一起，又提升
了味觉的丰富程度。这时你一定会赞叹
古人的烹调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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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歌赋呈心中，妙剪生辉
诗如虹。

刀刀芸刻身如静，笔笔描绘
神若怡。

她是一个江南女子，柔软而
又坚强：坚硬的剪刀是她的笔
毫，柔软的纸头是她的画布；她
用一把追梦的剪子，剪出了自己
心中的梦。她就是江苏省无锡市
政协委员、怡缘飘飞纸艺坊经理
陈静怡。

早在2001年10月，陈静怡
的作品 《清明上河图》 剪纸，
就在北京中国民间工艺美术展
展出期间独揽了“造型”“线
条”“取舍”“刀法”“明暗”等
奖项；2003年，她的作品还曾
入选中国百工坊，在各大国家
级比赛中拔得头筹。目前，陈
静怡剪纸作品已经走过了50多
个国家和地区。

拿起剪刀，对于曾一心想要
成为一名摄影记者的陈静怡来
说，是一个偶然。但这把小剪
刀，陈静怡拿起了，就不曾放
下。街坊里弄的人物、周围的景
色花草、心中的念想盘算，都被
她剪到了作品中……

“剪纸，讲究线线相连，一
气呵成。稍有差错，一幅作品就
会毁于一旦。”陈静怡说。而这
线与线如何相连，又真正是愁煞
了剪纸人。曾经在创作 《西游
记》猪八戒图案时，她就被猪八
戒的肚脐眼如何与整个人物造型
融合一体，整整为难了一个礼
拜。后来，她灵机一动，用一串
佛珠将全部的线条巧妙过渡连

接，腆肚叠胸的猪八戒便活灵活现
地跃然纸上。这看似简单的设计，
却满满的全是巧思。

陈静怡还有一种说法——“第
一剪”。每天起床，第一件事情就
是拿起剪子开剪。这时，经过整夜
的寻思和构建，作品轮廓已然在心
中清晰形成，神清气爽，运筹帷
幄，可谓剪到心到，一气呵成。从
传统的喜庆吉祥，到如今的百样呈
现，陈静怡改变了传统剪纸平面构
图的单一模式，将散点和透视、光
影的变化、写实和夸张等艺术元
素，有机地运用在作品中。

“我不是大师，我只喜欢别人
叫我一声陈老师，跟我学学剪纸。
我更希望看到自己所热爱的艺术可
以得到传承。”陈静怡说。每周二
的下午，陈静怡都会来到无锡市辅
仁中学，给学生们上剪纸课程。她
希望手中的这把剪刀，能够有更多
的人拿起来。

“我最乐意见到，中国这个既
古老又新颖的剪纸艺术推广得更加
深远。”她说。

一张纸+一把追梦的剪子=一个世界
——记江苏省无锡市政协委员、怡缘飘飞纸艺坊经理陈静怡

郑萱

釉色满韵晶莹剔透的陶瓷琉璃、
色彩浓丽花纹苍劲的鲁绣、惟妙惟肖
形态各异的葫芦烙画……5月 12日
至 15日，“2023 山东工艺美术博
览会暨‘山东手造’精品展”在山东
济南市舜耕国际会展中心精彩亮相，
将齐鲁大地的手工艺之美于一针一
线、一瓦一瓷间尽数传递。

非遗赋彩“绣”美生活

来自日照的李兆梅，深耕鲁绣十
余年，她用丝线绣出了一幅水墨荷
花；滨州无棣县的咸胜男展示的是鲁
绣中的绒绣，只见她用特制的绣针，
让彩线游走在巧手间；马鸿乾在植物
染的蓝色花布上绣了一朵白色荷
花，清新淡雅、傲然独立，采用
的是潍坊的传统刺绣方法……

令人惊喜的是，现场还
有一位“男绣娘”。绣桌
前，来自烟台海阳61岁
的鲁绣非遗传承人张京
艳，用丝绣和发丝绣呈
现作品，只见荷花下面
一条肥硕的鲤鱼一跃
而出，栩栩如生。

同是荷花，同是
鲁绣，却是万般景象。

这精彩的一幕，正
来自博览会的重要环节、

“ 非 遗 赋 彩 · 绣 美 生
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鲁绣技能大赛
的现场。来自山东10市的28位选手
各展绝技，传统鲁绣、手绣、发丝
绣、绒绣等绣种均参与其中。除参赛
作品外，选手们还将日常绣出的作品
一同带来，供广大游客欣赏品鉴，了
解鲁绣大家庭的多彩魅力。

在中国诸多传统技艺中，刺绣历
史悠久，艺术特色别具一格。绣线穿
梭其间，绘就一幅幅精巧绣作。作为
中国“八大名绣”之一，鲁绣的历史
可追溯至春秋时期，是历史文献中记
载最早的绣种，2021年被列入第五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名录。

张京艳说：“以发丝绣为例，在
鲁绣的发展过程中，它是其中最为
典型的绣种。发丝相比其他丝线更
有质感和光泽，绣出的作品风格粗
犷中见精微。可见，鲁绣是真正指
尖上的艺术。”

“一城一美”各美其美

手造展上，最抢眼的当属来自山

东16市的“一城
一美”。济南皮影戏、淄博琉璃、东营
葫芦雕刻、潍坊风筝、威海胶东花饽饽
……汇聚各地特色手造资源的“一城一
美 山东16市特色手造展区”一经亮
相，便成为颇受参观者欢迎的打卡场
所，16市各美其美，竞相展示“山东
手造”魅力。

记者在现场看到，淄博陶瓷和琉璃
成流量“C位”。生动逼真的琉璃艺术
品让人目不暇接，既有雅致古朴的传统
造型，也有绚丽时尚的现代风格。

“淄博的琉璃有多逼真？连葡萄都
是挂着霜的。”市民苏茂杰是个妥妥的

“非遗”迷，这次观展可是过足了瘾。
“不管是体型较大的南瓜、石榴，还是
一颗小小的嫩芽，都精巧可爱，璀璨晶
亮。”苏茂杰惊叹道。

“比起最近火热出圈的‘淄博烧
烤’，我们淄博的陶瓷文化和琉璃更让
人‘上头’。”来自淄博的汉青国瓷是第
五次参加山东工艺美术展。汉青国瓷总
经理黄少晨告诉记者，这次博览会现场

发布的国瓷新品“冰清玉洁”系列，是
淄博与济南“双城联动”的文创作品。

“现在，通过强化在设计研发、生产
制造、配套产业、营销推广等各环节对
消费趋势的理解和把握，手造产品越来
越亲民，越来越具备实用价值。”黄少晨
说。

木雕、风筝、年画、剪纸、刺绣……潍
坊展区有104个展位，既是本次博览会
城市展位最多的，也是涵盖门类最丰富
的。“有机会你一定要去我们那儿的鲁韵
手造博物馆看看。”介绍手造作品之余，
潍坊市工艺美术协会会长丁传信还不忘
向记者推介当地的重磅旅游打卡地，那
里也是全省首家手造博物馆。

“潍坊的手造产品门类齐全，且精
细类产品较多，手造博物馆里开设各种
大师授艺、进校园、进社区活动，让参
观者感觉好看好玩的同时，还能学有所
得。”丁传信说。

“这是烟台长岛出产的砣矶砚，清朝
时为宫廷贡品。现在故宫博物院中就收
藏了一方砣矶砚，色青间碧，周围刻着五
条蟠螭，反面有乾隆手书的七言诗一首
……”在烟台展区，砚雕艺人乔旭玲正在
积极推广自己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砣矶砚。

“砣矶砚也称金星雪浪砚，是著名
的鲁砚之一。它有很多特别之处，‘金
星’是一个珍贵的特点，还有冬天哈口
气就能研墨。”乔旭玲介绍，砣矶砚始
制于北宋，迄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

作为烟台市长岛区唯一的女砚雕
家，乔旭玲在业内享有盛誉。她介绍，

“制作一台砣矶砚过程十分复杂。构
思，是雕刻砚台最难也是最关键的一

步，有的特色石料要经过几个月的构思
才能达到最佳创意，进而因材施艺进行
雕刻，要充分利用石材天然纹理、石
皮、石纹等，宁简勿繁，尽量少动刀。
这样制作出来的砣矶砚雕工细腻精美，
图案稳中有变，气势雄浑古朴。”

“16市的手造产品之所以能呈现出
百花争艳、历久弥新的局面，在于山东
悠久的历史记忆和厚重的文化积淀，滋
养了一辈又一辈的手工艺人。现在，借
由‘山东手造’整体品牌，诸如淄博陶
琉、潍坊风筝、龙山黑陶、烟台绒绣、
青岛贝雕、临沭柳编等各地特色手造，
进一步走入并服务人们的日常生活。”山
东省工艺美术协会副会长李元元表示。

手造链接美好生活

在活动现场，山东手造技艺体验区
的人气很是高涨：草编、雕刻等手工艺
人亲授技艺、现场教学，让观众在体验
式、休闲式、沉浸式的模式中近距离触
摸传统手造的文化与魅力。

不仅如此，本届博览会还设置了
山东手造数字化成果展示体验区，以

“数字工美 时尚手造”为主题，打
造集手造数字地图、AR展示、3D建
模展示、云端直播间于一体的数字
化、沉浸式展示体验空间，以方便观众
更好地感受手造世界。

“发展‘山东手造’有助于将以手工
的、自然的、环保的以及具有乡土文化内
涵的产品投入市场，在文化消费、生活消
费意义上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
第十二届、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
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潘鲁生说，不少发源于乡土社会的“山东
手造”产品，在市场化运营之下形成良性
的发展循环，成为城乡居民增收、打造乡
村振兴齐鲁样板的重要抓手。

以潍坊昌邑市卜庄镇为例，当地的
草编产业从业人数已达到1300余人，
覆盖了全镇40多个村庄，从业人员年
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

“‘手造’绝非是低附加值的代名词，
‘手造’完全能‘造’出大品牌、大产业，成
为发展前景光明的民生产业、绿色产
业。”在潘鲁生看来，山东有一系列手工
艺生产专业村、手工艺销售“淘宝村”，还
有不断崛起发展中的县域手工艺经济，
发展“山东手造”有助于进一步整合资
源，架设桥梁，提供平台。

“手造有‘颜值’更有‘价值’，精
妙绝伦的手工技艺将成为‘山东手造’
资源密集的‘富矿’，在赋予非物质文
化遗产新的生命的同时，更激发出文创
产业新活力，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和追求。”潘鲁生说。

山东手造：

“指尖技艺”绘就美好生活
本报记者 张文敬 雷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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