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化文旅融合深化文旅融合 主打文化体验主打文化体验

滨州旅游展区火爆滨州旅游展区火爆20192019山东旅交会山东旅交会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胡旭阳 通讯员 李斌 报

道）5月31日至6月2日，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济南市
人民政府主办，济南市文化和旅游局、山东新丞华展览
有限公司承办的“2019山东(济南)国际旅游交易会”，在
济南东部的高新会展中心隆重举行。此次活动以“文旅
融合 共赢发展”为主题，展会为期三天，来自33个国家
和地区、1000多家文旅机构和企业参展。“孙子故里 富强
滨州”亮相展会，主打文化体验，圈粉八方来客。

市文化和旅游局组织魏氏庄园、武定府衙、杜受田故
居、孙子兵法城等9家重点景区，魏集古村落、黄河古村·
西纸坊2家特色乡村旅游点，东寅布塑、冬枣木雕刻、汉家
老苗、古桑农副产品等16家旅游商品企业参加了展会。

记者在展会上看
到，着重文化体验、开
放文化演出、升级文
创产品的展区更容易
博得游客青睐。本届
山东旅交会的一个重
要功能就是强化国际
氛围，重视交易功能，
为参展单位提供更好
的展示、演绎和交易
平台。

博兴布老虎、沾
化冬枣木雕刻、滨州
剪纸、老粗布、葫芦烙
画、魏集手工醋、邹平尚志无花果、无棣古桑农副
产品、博兴富养人参……一件件独具滨州文化特
色的旅游商品成为“抢手货”。其中，博兴布老虎、
沾化冬枣木雕刻等8家旅游企业已与前来咨询的
客商达成合作意向。“很感谢市文化和旅游局给企
业来参展的机会，我们带来的冬枣木雕刻摆件和
手工艺品已经销售了80%，并有5 家省内外单位
对沾化冬枣木雕刻感兴趣，展会后约了时间到生

产加工基地参观，进
一步探讨合作。”沾化
冬枣木雕刻非遗传承
人丁国勇说。

旅交会期间，滨
州文旅展区共发放

《漫游滨州》、滨州特
色旅游商品册页等旅
游宣传资料 3000 余
份，纪念品500余份，
接受旅游咨询 1000
多人次。滨州各级旅
游部门、重点景区及
旅游商品企业与网络

媒体、旅行商接洽对接，并达成部分合作意向。本
次展会，滨州市文化和旅游局由于组织得力，营销
推广，宣传推介工作成果显著，荣获山东(济南)国
际旅交会组委会颁发的2019山东(济南)国际旅游
交易会“最佳组织奖”。滨州市文化和旅游局欢迎
对滨州文旅产业感兴趣者，来到滨州切身感受文
旅融合的生动实践，合作探讨跨界融合的新方式，
寻找共赢发展的新途径。

为了契合展会主题，滨州将博兴吕剧、滨州剪
纸、老粗布、葫芦烙画等非遗项目带到展会现场进
行展示。除此之外，滨州还带来了一项独门绝艺

——金刀留丝刻，这是一种独特
的磨刀技法。来自邹平的工艺美
术大师尚红生是中国金刀留丝
刻技艺的传承人，此次为参加展
会，他专门创作了《九州同辉》献
礼祖国七十华诞，金光闪闪的龙
图腾盘踞，精细雕琢的纯手工技
艺引游客驻足观看。

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
长张明池来滨州展台前询问滨
州的文旅融合情况，欣赏了博兴
吕剧，观看了老粗布织布机现场
织布过程，在金刀留丝刻作品

《九州同辉》前驻足停留，询问这
一古老技艺的传承情况，对滨州
动态展示文旅产品、非遗文化的

形式表示高度认可，并对滨州景区、旅游商品企业
给予鼓励，希望滨州能在本次旅交会上达成更多
的合作意向。

九州同辉献国礼，古老金刀留丝刻技艺获点赞

业务洽谈忙订购，文旅融合打造滨州新商机

先试吃后购买，尚志无花果多种加工产品受追捧。

客商与冬枣木雕刻负责人洽谈合作。

葫芦烙画让游客们赞不绝口葫芦烙画让游客们赞不绝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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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花香四野 农民地里淘金
无棣佘家镇中草药金银花迎来丰收季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任宵 李默 通讯员 高士东 齐率

田间少闲月，五月人倍忙。五月份对于专注中草药
种植的无棣佘家人来说，满是丰收的喜悦，这是一年中
金银花成熟的第一季，也是产量最大的一季。5 月 28
日，记者在佘家镇东李村400亩金银花田中看到，上百
名当地农民顶着烈日忙碌着，他们要争取这最后的几
天，赶在花期结束前完成采摘。

东李村党支部书记李文清告诉记者，这400亩地
都是村民土地流转的，之前都是村民自种棉花，每亩地
年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自2016年以来，村里与一家招
商引资来的九帆科技公司合作，开始大面积种植金银
花，公司出钱出技术，村民出地出劳力，双方利润分成。

在不远处，是公司的烘干车间，金银花采摘后将在
这里就地烘干，然后被下游的药厂收走。九帆科技的负
责人郭崇杰正在忙着引导女工们有秩序地把采来的金
银花过秤，然后按照重量给大家记工。这些女工大多在
四五十岁以上，是留守家中的中老年人，如今本来赋闲
家中的她们也有了挣钱的路子，花期采摘季，每人每天
能收入100至150元不等。

郭崇杰是无棣信阳镇人，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济南
工作，2016年，在离家20多年后，他毅然辞去高薪工作
返乡创业，在佘家镇注册了山东九帆科技有限公司，与
山东大学、同济大学、山东中医药大学等高校联合打造
了这一片中草药种植基地。据他介绍，基地采取“公司+
合作社+农户”的方式运作，种子、肥料、技术等都由公
司投入，农户以土地入股，以村为单位组建合作社，农户
不仅能得到土地入股金和公司利润分成，还能在自己土
地上“打工”，按照绩效挣工资，一举三得。

“每年的收入抛除成本和土地费用以外，剩余的利
润部分按照农户50%、合作社20%、公司30%的比例分
成。”郭崇杰介绍，400亩金银花田一年能产出1万多斤
干花，按照今年的价格，一亩地年利润1万元，这么算下
来，仅利润分成这一块，每户每亩地就能收入5000元。

近年来，佘家镇已经走出了一条中草药种植加工
的特色产业之路。未来，并不满足于当下的他们还将继
续在产业链的延伸上下功夫，立足打造出佘家镇本地
的中草药“品牌”。在当地制定的十年规划中明确指出，
不仅要扩大中草药种植面积，还将在中药饲料加工、中
药养殖、饮片加工和中药专用有机肥的研发上找出口。
其中，中药饲料和中药养殖已经初见成效，他们把中药秸
秆变废为宝，加工成动物饲料，喂养芦花鸡。据同济大学
检测，吃中药饲料长大的芦花鸡产出的鸡蛋含硒和花青
素的量比一般鸡蛋高出13倍，而这两种元素有抗癌和防
衰老的作用。首批产品运抵上海市场后，3天时间销售
1000盒，平均每颗鸡蛋售价5元钱，实现了高附加值。此
外，佘家镇还将引入中药饮片加工设备和技术，这将把丹
参的价格将从20元/公斤提高到80元/公斤，并可以从滨
州直接报关出口海外，实现创汇。

5月28日，100余名当地群众在佘家镇东李村400亩金银花田里采摘金银花。

农村妇女是金银花采摘的主力。 几名妇女走过正在晾晒的金银花。一名妇女正在进行金银花称重，然后计算工钱。一般
每人每天能收入100至150元不等

文化体验人气旺，1.5米高
布老虎为滨州“站台”引围观

文创是本次旅交会的一大亮点，来自不同地域的文
创产品汇聚。旅交会现场设立“孙子故里 富强滨州”展
示区，位于“好客山东”文化旅游展区内。滨州市各旅游
企业除了通过发放旅游宣传品、纪念品和播放宣传片
外，还在文旅融合基础上增设了现场体验活动，包括博
兴吕剧现场展演、特色非遗布老虎制作和老粗布制作技
艺等形式，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参展商、旅游同行及新闻
媒体，全方位立体宣传推介，让现场观众在体验中深度
感受滨州文旅产品的丰富精彩。滨州展区成为此次山
东旅交会上人气最旺、体验最好、亮点频闪、最受欢迎的
展区之一。

在滨州文旅展区，一座高1.5米、长2米，重达150斤
的布老虎立在展区中央，虽然高大但并不威猛，圆胖的
身躯、夸张的表情、鲜艳的色彩显得憨态可掬，萌翻众
人。据布老虎的创作者、滨州非遗技艺布老虎的传承人
刘清华介绍：“这座大布老虎名为‘虎虎生威’，已被烟台
市博物馆确定收藏，这么大体型的布老虎创作数量有
限，这次带它来参展是给咱滨州专门来站台立威的，希
望滨州的文旅事业虎虎生威、蒸蒸日上！”

““我是博兴布老虎我是博兴布老虎，，我为滨州文创产品代言我为滨州文创产品代言！！””

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张明池视察滨州文旅展区。

游客现场体验传统非遗老粗布织布技艺。

金银花主要采摘未开放的花苞，这样药
用价值才高。

郭崇杰每天都会到金银花田了解花的长
势和采摘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