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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 亚 文 化 之 都 ” 是 中 日 韩 共 同 创 立 的 国 际 城 市

文化名片，为当选城市搭建了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广

阔、充满活力”的国际交流合作平台，对全面提升城市

文化建设品质、推动亚洲区域文化交流合作和促进世界

文化多样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潍坊争创“东亚文化之

都”也是满足人民文化更高层次需求，打造品质城市建

设的重要内容。

潍坊市创建“东亚文化之都”拥有的优势

1、地理区位极其优越，海外联系密切久远

潍 坊 地 处 山 东 半 岛 几 何 中 心 ， 海 陆 空 立 体 交 通 体

系完备，中欧班列直通欧洲。与日韩隔海相望、毗邻而

居，潍坊港辟有数条日韩航线，经由胶东国际机场，三

小时内通达日韩主要城市。潍坊对外交流历史久远，延

续至今，与世界各国交流日益密切。作为全国第三个“国

际和平城市”，与26个国家的40个城市结为友好城市。日

本日向市捐建日向友好学校，架起文化交流桥梁。

2、人文资源积淀丰厚，金石翰墨蔚为大观

潍 坊 曾 是 东 夷 文 化 的 核 心 区 域 、 齐 文 化 的 腹 地 、

两汉经学的重镇、南北朝佛教文化的东方中心、明清海

岱 间 的 文 学 重 镇 ， 为 海 岱 区 域 文 化 发 展 作 出 了 突 出 贡

献。人文资源丰富，仓颉、虞舜、郑玄、范仲淹、李清

照等贤哲名流彪炳史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担

当起故乡对外文化交流的使命。民间手工艺丰富多彩，

有联合国人类代表作名录项目2项、国家级非遗17项。

齐鲁文化（潍坊）生态保护区是7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

护区之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为世界“手工艺与

民间艺术之都”，成功加入全球创意城市网络，是江北

首个获此殊荣的城市。潍坊风筝、杨家埠木版年画最具

代表性，金石翰墨文化深厚，是“中国画都”“金石之

都”。

3、自然遗产风光秀美，地质遗产独具特色

潍坊有独特的自然景观。沂山、云门山、驼山不仅

各具特色，还有丰富的文化底蕴。潍坊地质遗产奇特，

诸城恐龙化石种类众多，门类齐全，有世界第一龙“巨

大诸城龙”，亚洲最大、中国唯一的暴龙遗址，世界上

规模最大的恐龙化石群。有距今约一千四百万年，被喻

为“万卷书”的山旺古生物化石，记录火山喷发的奇特

景观的昌乐远古火山口遗迹，出产的蓝宝石远销海外，

被誉为“中国蓝宝石之乡”。

4、产业文明恒久创新，物质基础厚重坚实

潍 坊 是 农 耕 文 明 的 重 要 发 祥 地 ， 从 “ 农 圣 ” 贾 思

勰著《齐民要术》，到“三个模式”创立，演化出潍坊

农 业 全 国 领 先 地 位 。 农 业 产 值 突 破 1 0 0 0 亿 元 ， 拥 有 全

国唯一的国家农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潍坊是我国著

名的老工业城市和山东省制造业核心基地，明清时期就

以“二百支红炉、三千铜铁匠、九千绣花女、十万织布

机”闻名全国；现代制造业发达，全市有重点工业产品

258种，重型发动机、微型麦克风等近30种产品产销量居

全球前列，潍柴动力跨入世界500强。经济外向度高，与

日韩经贸合作广泛，连续举办七届中日韩产业博览会，

设有中日韩产业园，日韩在潍企业1100多家，总投资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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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市成为“东亚文化之都”候选城市以来，不断发挥自身的优势，努力按照“东

亚文化之都”创建相关要求，查找存在的问题与不足，秉承“传承、发展、开放、共

享”的创建理念，继续实施文化品牌战略，提升公共文化服务，大力培育文化人才，强

化科技与文化的融合，不断繁荣文艺创作、讲好潍坊故事，积极推动潍坊非遗保护和齐

鲁文化（潍坊）生态保护区向更高层次发展，全方位推动“东亚文化之都”的创建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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