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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传统文化与异域风
情碰撞，会迸发出怎样的火
花？5月 8日-5月 20日，菜
博会1号馆二期展览火热进行
中。国风字画、精美瓷器，来
自外国的异域饰品、服饰、工
艺品等琳琅满目。还有众多艺
术家挥毫泼墨，现场创作，展
示中国传统文化与异域风情的
精彩交汇。 本报综合报道

为丰富入住老人精神文化生活，提
升老年人晚年生活幸福指数，近日，寿光
养老服务集团组织160多位老人分两批
次走进菜博会，体验一场独特的蔬菜文
化之旅。

在护理员和医护人员的陪同下，老
人们走进一个个展馆，欣赏着一场蔬菜
科技盛宴。看到新型鱼菜共生系统、蔬菜
种植管理机器人、番茄AI种植模型等新
模式、新技术，老人们纷纷震撼于现代农
业的科技力量；看到“江山多娇”“大美中
国”“鱼跃龙门”等各种景观，老人们纷纷
赞叹于景观设计的精妙绝伦；看到来自
韩国、俄罗斯、巴基斯坦、法国、马来西亚
等国家的特色产品，老人们纷纷为国家
的繁荣昌盛而感到骄傲自豪。

老人们在景观前拍照留念，用一张
张照片定格美好瞬间。82岁的张奶奶开心
地表示：“出来活动活动，看看风景，心情

舒畅了，身体也好了，感谢工作人员的贴
心照顾，今天我非常高兴。”此次活动，不
仅让老年人近距离体会到现代农业的魅
力,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交流和互动的平
台。寿光养老服务集团将常态化开展老人
喜闻乐见、愉悦身心的室外活动，把关怀
与温暖送到老人的心坎上，不断提供更
加优质、专业、贴心的养老服务，让老年
人乐享幸福晚年。 本报综合报道

自寿光菜博会开幕以来，
寿光市多位非遗传承人携带非
遗手工制品亮相展会，大家纷
纷拿出了十八般武艺登台亮
相，展示自己精湛技艺，让非遗
文化大放异彩。

在菜博会的3号馆举行了
“田园之乐—非遗互动体验活
动”，设有陶艺、簪花、钩
织、木雕、毛笔、书法文创、
八繁膏、葫芦雕刻、浮尘、乡
绣、香包、草碾子草编等十多
个非遗展位，造型别致精巧的
手工作品琳琅满目。

参展商邵雨说：“顾客最
感兴趣的是缠花以及绒花这种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手工艺，也
有很多顾客来体验试戴。”参
展商苏晋琳说：“我们专门做
毛笔，从精挑原材料到制作，
整个一套流程下来有120道工
序。”一件件别致生动又极具地
域特色的作品吸引着游客的目
光。游客在感受非遗之美的同
时，还可参与其中，体验亲手制
作的乐趣。

游客王倩说：“今天带着孩
子来菜博会转转看看，文化气
息浓厚，这里的工艺品很有地
域特色，想买个手工扇子。”
游客王钰说：“我来自内蒙古
呼伦贝尔大草原，第一次来寿
光菜博会，感到很有收获，很
长见识。”此次非遗体验活动
的举办有利于提升非遗系统性
保护水平，推动实现非遗赋能
旅游高质量发展、旅游助力非
遗传承的良好循环。

寿光市文化和旅游局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科科长安静
说：“我们对非遗展位进行了
重新的装修和布置，挑选了有
本土特色，同时适合现场展示
销售，并且能够和游客进行互
动的项目。我们希望通过这次
展会，让五湖四海的朋友都能
够体验和感受到寿光的非遗文
化。” 本报综合报道

“这个小屋真是太贴心太方便
了”“布置得比家里都温馨”“要是每
个 景 区 里 都 有 这 样 的 小 屋 就 好
了”……自第二十五届菜博会开幕以
来，8号馆“工会妈妈小屋”屡获带
娃逛会宝妈点赞。走进菜博会8号馆

“工会妈妈小屋”，环境温馨、干净整
洁，婴儿床和护理台上铺设着崭新的
婴儿被、隔尿垫和婴儿凉席，妈妈护
理箱内放置了婴儿手口湿巾、防溢乳
贴、婴儿棉棒等物品，单设的哺乳区
域可以有效帮助宝妈避免哺乳尴尬，
切实守护 37 度的恒温母爱，直饮
机、洗手台、微波炉、舒适座椅、紫外
线消毒车等设施一应俱全，可以满足
孕期、哺乳期等特殊时期女性休息、集
奶、哺乳和护理婴儿等多样化需求，并
有工作人员每天进行保洁消杀，及时
补充所需物品，受到广大游客的一致
好评。菜博会 8 号馆“工会妈妈小
屋”因其超高人气和贴心服务，获评
省级示范点。 来源：寿光工会

一提到山东省潍坊市寿光，人们自
然会想起鲜美可口的各式蔬菜。作为全
国蔬菜领域的顶级展会，今年寿光菜博
会现场种植展示了 2600 多个蔬菜品
种，不仅有市场上常见的蔬菜品类，还
有各种名、优、稀、特品种，成为名副
其实的“蔬菜王国”。其中，最引人注
目的就是10号馆中的“蔬菜之最”展
区。

一株番茄能结出多少果实？10
个？100 个？在这里，答案是 6000
斤。这棵番茄树树冠覆盖面积一百多平
方米，宛如一把巨伞。种上这样一棵
树，全家都能实现“番茄自由”。

瓜之大，一锅炖不下。500多斤的
巨人南瓜你见过吗？这片瓜田不怕偷，
四五个壮汉才能搬动它。

下面生根，上面结果，这里的地瓜
（红薯）也能上天。一次种植，多次采

收，一年可循环结薯1200多斤。
当山东人说你长的没丝瓜高，他可

能不是在开玩笑。这种丝瓜看似平平无

奇，它最大的特长就是——“特长”，
看看3米长的丝瓜，感受餐桌被丝瓜支
配的恐惧吧。 本报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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