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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方垒 报道
  本报讯 记者从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了解到，为进一步推进工程建
设项目审批和市场监管的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由省建设培训与
执业资格注册中心牵头起草的《工程建设项目与建筑市场平台标
准》，于近日由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市场监管局联合发布，将于今
年4月1日起正式实施。
  该标准系全国首部系统性规范省级工程建设项目与建筑市场数据
的地方标准。《标准》分为平台基本功能要求、基础数据、工程建设
项目审批数据和建筑市场监督数据四个部分，创新性建立了工程建设
项目统一赋码编码体系，以山东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与建筑市场精准
化监管为核心，对各级信息平台的功能和工程项目审批、建筑市场监
督等数据项名称、类型、格式、值域、约束等进行系统规范，支撑项
目从用地规划许可、工程建设许可、施工许可、竣工验收等各阶段，
到勘察设计、工程招投标、消防、质量安全等各环节，实现全流程、
数字化管理，保障了“一数一源一标准”，推动业务数据的串联共
享，助推住建监管服务“一张图”。

我省发布全国首个规范工程建设项目

与建筑市场数据地方标准

  □记者 唐晓宁 报道
  本报济南3月28日讯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官网获悉，文化和
旅游部认定99家企业和单位为“2023-2025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以下简称“示范基地”），其中我省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潍坊杨家埠民俗艺术有限公司、山
东德州扒鸡股份有限公司、曲阜市琉璃瓦厂有限公司4家企业入选
该名单。
  据了解，生产性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方式，主
要应用于传统美术和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文化
和旅游部每3年对已认定的示范基地进行复核，并开展新一轮认定
工作，将在企业培育、人才培养、资源对接、项目服务、品牌推
广等方面对示范基地予以支持。示范基地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聚焦行业共性关键技术和标准的研究，助力行业发展和产业升
级，推出更多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展现传统文化魅力的
优秀产品。

山东4家企业入选国家级非遗

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名单

　　□记者 纪伟 报道
　　本报临沂讯 记者从临沂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了解到，3月29
日，临沂启动鲁W号牌，成为山东第五个“双牌”市。
　　据了解，截至2023年12月底，临沂市机动车保有量为3678460
辆，保有量居全省第3位，其中汽车3416477辆，居全省第2位。临沂
市机动车驾驶人为3872398人，驾驶人总量居全省第2位。面对车辆
号牌资源紧张，临沂交管部门向上级主管部门申请第二个号牌鲁
W。为了避免车管所业务大厅选号时，现场等候人员多、用时长，
影响业务受理效率、办事体验感等情况，目前鲁W 号牌可通过互联
网选号。手机端登录“交管12123 ”App ；电脑端登录山东省交通
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后期将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选号方式并及时
向社会公告。
　　目前，临沂各级车驾管服务窗口和网点正常办理业务，原现场选
号模式正常。鲁W号段只能通过互联网线上选得，各级车驾管部门也
会在窗口增设互联网选号专用设备，满足线下到场群众的需求。线上
确认号牌后，携带相关资料选择就近车管所或登记服务站办理后续业
务，先后完成查验车辆、业务受理、制作证件、领取（或邮递）号
牌。因现阶段临沂市鲁W号牌为集中制作，如遇号牌制作积压较多的
情况，可现场领取临时号牌，待正式号牌制作完成后可到现场领取或
选择邮寄。

临沂成为山东

第五个“双牌”市

  □记者 陶相银 通讯员 李钟芸 杜晓莹 报道
  本报荣成讯 3月27日，华能石岛湾高温气冷堆示范工程核能综
合利用项目与荣成市政供热管网并网，荣成市宁津街道的1850户居
民由燃煤供暖模式“切换”为核能供暖模式。核能综合利用项目的
实施，也标志着威海市自主核能供暖实现了“零突破”。
  华能石岛湾高温气冷堆示范工程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的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标志性成果，也是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站，具
有安全系数高、堆芯温度高、蒸汽温度高等优良性能，于去年12月6
日正式投入商运。示范工程核能综合利用供暖项目于2022年11月首
次实现厂区内核能供暖，今年3月22日完成供暖管道升温，正式具备
向宁津街道供暖条件。并网后的每个供暖季，核能供暖预计可替代
燃煤3700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700吨。
  今年，荣成市将继续建设核能供暖管网及相关配套设施，扩大核
能供暖区域。根据计划，今冬预计增加460万平方米的核能供暖能
力，届时，荣成半数以上供暖面积将改用核能供暖。
  近年来，荣成市依托华能高温气冷堆和国核示范“国和一号”两
个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全力构建“核能引领、多能衍生”的新型能源
体系，推动核能利用及衍生产业突破式发展。今年，荣成市将启动推
进清华大学核研基地、宽能谱高通量堆等系列重大项目建设，探索布
局同位素医药、工业辐照等核能综合利用产业，力促更多核能领域前
沿技术转化应用。

威海实现自主核能供暖“零突破”

全球首座第四代

核电站向居民供暖

带有中国元素、传统特色的服装正成为时尚新潮流

当传统产业与传统文化“相遇”

  □ 本报记者 赵念东 孟令洋
         张晓帆

  裤脚带着刺绣小花的烟管裤、缎面
拼接的短款夹克、真丝盘扣开叉半身
裙……近日，在青岛市即墨服装市场一
家专门销售新中式服装的门店，风格多
样的新中式服装吸引不少女性试穿选
购，店长王萍忙得不可开交。
  “年后恢复营业开始，订单铺天盖
地，盘扣外套、马面裙、刺绣衬衫等都异
常火爆，新中式的‘春天’来了。”王萍说。
  当下，带有中国元素、传统特色的
服装正成为时尚新潮流。纺织服装产业
是山东的传统优势产业、重要支柱产业
和民生产业，在稳增长、促就业、保民
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国潮热”给山
东服装产业带来哪些机遇？近日，记者
在青岛、枣庄、菏泽等地进行了采访。

车间用上智能加工设备

  春节过后，曹县辰霏服饰有限公司
经理孟晓霞过得并不轻松。
  “正月初六一上班，整个展厅都被
客户围满了，不仅年前的存货被抢购一
空，就连模特身上的马面裙也未保
住。”如此火爆的场面，让孟晓霞始料
不及。为了赶制客户的订单，孟晓霞的
工厂每天都在加班加点生产
  “为了向更高层次发展，我们与高
校合作研发了AI人工智能技术，很好
地解决了生产中在设计、制版、印花等
方面的技术难题。”孟晓霞说，下一步

将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提高研发设
计效率，加快汉服企业生产和运营
周期。
　　随着中式婚礼越来越受年轻人青
睐，秀禾服产业日渐火热。“哒哒
哒……”3月25日，在枣庄想念服饰有
限公司绣花机器车间，四五台大型电脑
绣花织机正高速运转，数十根绣花针飞
速跳动。
  电脑绣花织机等智能加工设备让传
统技艺与现代工艺相结合，秀禾服生产
焕发新生机。“一台机器长度不到20
米，共有21个头，每个头上装有9根
针。”生产车间主管宋秀伟指了指身旁
的机器说，花形和程序是提前设定好
的，一名工人负责两台机器，一旦出现
断线、跳线等情况，整机会自动暂停，
方便工人快速排查换线。
　　想念服饰是枣庄市峄城区峨山镇左
庄村村民李炎莉在2016年返乡创办的企
业。李炎莉常年在苏州经营秀禾服，这
里是她的生产基地。“这几年，秀禾服
的销售越来越好，连厂房都不够了！”
宋秀伟指着一旁的生产车间说，那里原
本是厂区的院子，去年被改造成绣花机
器车间，生产车间扩大了50%，达到
3400平方米。

中式元素融入现代时尚

  在深耕新中式服装销售行业14年的
王萍看来，市场销售的火爆与新中式服
饰设计的日益“生活化”密切相关。刺
绣、盘扣、水墨晕染等经典传统中式元
素与现代时尚设计相结合，让新中式服
装既拥有活色生香的传统元素，又符合
人们日常的穿着习惯。
　　“宽松的袖口象征着宽大为怀，精

致的盘扣寓意着扣住幸福。”宋秀伟
说，最初的秀禾服图案以龙凤为主，后
来开始有金银线刺绣，出现了寓意“五
福临门”的蝙蝠。时至今日，裙褂上的
图案以龙凤为主，以“福”字、“喜”
字、牡丹花、鸳鸯、石榴等图案点缀。
　　“这款秀禾服是春节前刚更新的
D106款式，你看上面刺绣的图案更精致
了……”宋秀伟说，这款秀禾服搭配的
披肩上配有手工缝制的流苏和珠串，90
后、00后年轻人特别喜欢。
　　随着“国潮”服饰越来越受青睐，
秀禾服款式开始丰富起来。一身秀禾服
包括披肩、上衣和下裙，而面料多为缎
面、醋酸、仿醋酸等流行布料。宋秀伟
说，眼下年轻人喜欢复古风，因此，酒
红、亮黄等成为主流颜色。随时追求时
尚的00后成为结婚主力军，香槟色也开
始流行。
　　女款秀禾服款式多，配套的男款秀
禾服也流行开来。“今年是龙年，男款
秀禾服在传统设计的基础上创新地融入
了龙纹元素，销量出乎意料。”宋秀伟
说，目前想念服饰每月生产秀禾服3000
多套，去年销售收入接近4000万元。
  “‘国潮’服饰越来越受青睐，从
受众层面上讲，源于当下年轻人对中国
传统文化认同感的增强，是文化自信的
体现。”菏泽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副院
长韩素娟说，中国传统文化正以一种具
体、可感的形式走进当代年轻人的日常
生活。

“链条式”发展是方向

  3月22日晚上10点，曹县大集镇穿
越大唐汉服生产基地，灯火通明，仍在
加班的店长江乐芳与工人们正忙着将网

上订单打包发货。“自年后开班，我们
常常加班到深夜，单单这马面裙，只要
挂到网上立马销售一空，所以我们每天
只能提前下播。”
  据统计，仅2023年12月份，曹县马
面裙的销售额就达到2亿元，而今年仅
前两个月，销售额已接近5.5亿元。
  曹县的再次“出圈”，并非偶然，
而是得益于该县已经形成了汉服全产业
链条。曹县汉服衍生于该县演出服产
业，后受市场等因素影响，演出服生产
全部转为汉服生产，才有了“三分全国
汉服市场”一说。
  “经过近几年迭代升级、裂变发
展，曹县现有汉服上下游企业2282家、
网店13989个、印花机1084台、绣花机
37 5 8台，汉服产业从业者接近10万
人。”曹县电子商务服务中心主任张龙
飞说，“比如，大集镇、安蔡楼镇及周
边乡镇方圆5公里内，集聚了从制版、
布料、裁剪，到印花、缝制、成衣等所
有汉服生产配套工序，形成了完整的产
业链条和品牌孵化体系。”
  “紧盯市场需求，也是曹县服装产
业不断焕发生机的原因，同时，互联网
时代市场瞬息万变，如何持续保持热
度，是商家与当地政府部门绕不开的必
答题。”韩素娟说，近年来越来越多的
汉服商家向原创化、品牌化、精细化、
亲民化方向发展，在面料、技法、形制
等方面下苦功，提升产品附加值。
  “订单源源不断地找上门来，尽管
想念服饰已经满负荷生产，但是规模还
有限，尤其是产业链亟须延长。”枣庄
市峄城区峨山镇副镇长华宇说，除了现
有的机器绣花、缝制成品外，还需要在
原创设计、定制加工等方面发力，建起
一条龙式生产经营链条。

  □ 本报记者 唐晓宁

  进入三月，与明媚春光和百花风姿
同期而至的，是近年来一直为Z世代推
崇的国潮风。城市大街小巷、景区随处
可见身着汉服或头戴簪花的年轻人。各
大旅游景区也瞄准这波春日“国潮
热”，打造了丰富多彩的体验活动。汉
服妆造行业，首先搭上了“国潮+文
旅”的顺风车。
  “国潮热”叠加花朝节，济南历下
区大明湖路的湖畔华秀汉服体验馆近日
顾客络绎不绝。“花朝节开幕那个周
末，每天租赁服装的客人有六七十位，
四个驻店化妆师

基本都是连轴转。”该汉服体验馆工作
人员闫丽告诉记者，“顾客选择比较多
元化，马面裙、明制服饰搭配簪花、格
格装等都很热门。”
  国风热潮席卷而来，并不是春日特
有。美团、大众点评平台数据显示，近
一年，山东地区“汉服”相关搜索量同
比增幅近130%，评价量增幅近130%。在
美团平台上，汉服约拍、汉服妆造等商
户数同比增幅近130%，团购订单数暴涨
近300%，“汉服妆造”“汉服写真”
“汉服租借”等热门词搜索量增幅超过
200%。其中，济南、青岛、临沂为搜索
热度前三城市。
  同样定位国风体验，台儿庄古城

通过打造换装、妆造、旅拍等产品
项目，形成“国风”打卡沉浸

式消费新场景。据该景区
旅拍换装项目负责人

冯金乐介绍，已投
入试运营的一期项
目东门店3月份营收

近 3 0 万

元，目前景区旅拍产品营收占比约为
45%，换装、妆造产品营收占比约为
34%，服装售卖产品占比约为21%。
“该项目带动景区换装旅拍业态提
升，今年吸引进驻的商家从原来的10
余家增加至30余家。”冯金乐说。
  除了妆造旅拍，“国潮+文旅”模
式拉长了国风经济产业链条，将文旅消
费需求扩展到了研学、美妆、文创、快
消、餐饮等领域。“我们正依托国风沉
浸式体验场景，策划汉服文化和古代礼
仪研学课程，并争取和一些国潮品牌合
作推出联名款国风化妆品。”冯金乐告
诉记者，“我们还计划和曹县汉服的代
表性企业以及艺术类高校合作，将独具
景区特色的文化元素融入汉服和文创伴
手礼产品的设计中，最终形成台儿庄古
城国风IP，以产品零售为载体扩大IP形
象影响力。”
  文旅和“国潮热”强强联合所迸发
的潜力，并不单纯止步于打造跨界文旅
产品和项目。山东不少景区在探索深挖
传统文化内核，借势“国潮热”打造特
色古风文旅IP品牌。
  3月23日，东营市广饶县第三届孙

子文化园汉服花朝节开幕。战国
袍复原、甲胄演武、兵圣归来国
风文艺大秀等沉浸式演艺节
目，结合风林市集、古风运

动会等特色活动，开幕当天吸引一万人
次打卡游园。记者了解到，本次花朝节
第一周客流量是去年同期的8倍，产生
餐饮、汉服租赁、妆造、饰品以及文创
二销产品的销售额是去年的10倍，参与
活动的汉服爱好者来自北京、江西、云
南、黑龙江、山西等地。
  “花朝节这类国潮体验活动只是通
过传播景区场景而吸引客流、提高知名
度的一种手段，我们的终极目标是通过
深挖活化孙子文化、兵家文化内涵，形
成区别于其他景区的文旅IP形象。”该
景区运营方、广饶县文旅集团的副总经
理栾丽曼说，对于国潮文化，景区是展
示和交流的窗口平台，若能形成常态化
的品牌号召力，吸引商家和相关业态进
驻，自然就能带动景区周边国风经济产
业链条的发展。
  “以汉服为代表的国风热潮兴起，
是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豪感的体现。从文
化旅游的视角来看，其背后的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与旅游产业能够形成一种完美
且顺畅的融合，融入到休闲生活的方方
面面。”山东大学管理学院文旅系教授
王广振认为，景区应该借此机会，从展
演体验、内容传播、汉文化主题影视作
品、文创等文旅产品的生产销售方面布
局，延伸背后的产业链条。

“国潮”风起 新消费涌动

推出跨界产品和项目 打造特色古风文旅IP品牌

国风破圈，文旅搭上顺风车

①①

②②

  ■编者按 马面裙

供不应求、新中式风头

正劲、秀禾服备受青

睐……近来，“国潮”

服饰频频出圈，引领时

尚潮流，催生新的消费

热点。

  国潮与产业碰撞交

融，将带来哪些新机

遇？本报推出“记者蹲

点走近‘国潮热’”报

道，记者走进服装车

间、景区节会等，探究

“国潮热”如何为产业

发展带来新活力。敬请

关注。
图②：3月25日，在枣
庄想念服饰有限公司
绣花机器车间，大型电脑
绣花织机正制作秀禾服。

（□记者 孟令洋 通讯员
 陈晨 报道）

图①： 一 名
身着传统服饰的
小朋友在青岛市市
南区百年历史文化街
区游玩。（□资料图）

  □记者 王兆锋 报道
  本报讯 记者从菏泽市委宣传部获悉，北京时间3月28日，巴
西—中国牡丹文化展“牡丹花开 菏泽有请”在巴西圣保罗市议会大
厦举行，为即将举行的2024菏泽牡丹国际传播论坛预热。
  据悉，“牡丹花开 菏泽有请”（巴西专场）由中共菏泽市委宣
传部、鲁西新区管委会主办，巴西冀鲁同乡总会、圣保罗市议员办公
室、圣保罗州立大学孔子学院协办，本次活动将持续一周。现场雍容
华贵的牡丹图片、唯美优雅的传统舞蹈、精雕细琢的非遗作品等，生
动展示了中国牡丹文化的深厚内涵和独特魅力。活动期间，不少观众
穿上来自菏泽的汉服，现场体验水墨画、毛笔字、剪纸等，切身感受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巴西—中国牡丹文化展

在巴西圣保罗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