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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8-4 11:06  来源：杭州市余杭区风景旅游局

  钟灵毓秀的中泰孕育了挺拔玲珑的中泰苦竹，悠扬动听的竹笛之声吸引了八方游客。昨晚

19时，中泰乡中泰中学笛声悠扬，“中国竹笛之乡”授牌仪式暨系列活动开幕式盛大举行，同

时第九届中国笛子艺术夏令营以文艺演出的形式喜迎来自全国各地的宾朋。 

  走进中泰系列活动将陆续亮相，导报昨日邀请60名读者，体验中泰的创意农业之旅。中泰

乡的此次活动由余杭区文化创意产业领导小组办公室、区风景旅游局、中泰乡人民政府主办。

区领导王少青、寿伟义、徐美娟、祝振伟，中国乐器协会理事、笛子器乐界知名人士、笛子夏

令营营友，以及近千名游客观众参加了开幕式。 

  开幕式上，中泰乡党委书记柴顺良致欢迎词，副区长寿伟义致开幕词。中泰乡正式被授予

“中国竹笛之乡” 和2011年杭州市民体验日“金城标奖”荣誉称号，并进行了隆重授牌仪

式。仪式上，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安志向中泰乡授牌，中泰乡乡长戴建江代表该乡接牌。 

  激情四溢的歌舞《跨越》拉开了“中国竹笛之乡”授牌仪式暨系列活动开幕式大型文艺演

出活动序幕。富有竹笛之乡特色的笛子独奏、联奏，以及葫芦丝独奏在华美舞台的衬托下，显

得美妙绝伦。中国竹笛学会副会长、赵松庭笛子艺术研究会会长蒋国基，四川音乐学院石磊等

著名笛子演奏家依次登场。这些吹奏高手们不仅让人看到了演奏者华丽的“炫技”表演，而且

也体会到了竹笛的独特魅力。表演中，中泰乡中心小学的学生也表现不俗，一曲《步步高》的

竹笛合奏让人见识了后生可畏。 

  此次文艺晚会主办方还请来了一位竹笛界的泰斗——素有“江南笛王” 及“魔笛”之称

的陆春龄先生，陆春龄一段音色淳厚圆润、纯净细腻的巴乌独奏，乐惊四座，一曲罢了，观众

席上掌声雷动。记者对今年已有90周岁高龄的陆老进行了专访，在谈及中泰之行的感受时，陆

老说有两件事让他很高兴，其一就是中泰竹笛在制作工艺上越来越精良，这要谢谢当地党委政

府对民乐所作的贡献；其二，中泰乡能被评为国家级的竹笛之乡不是偶然的，这与各级政府的

高度重视，以及当地群众热爱民乐的氛围分不开。虽然天气炎热，但此行还是让陆老感觉十分

值得，他表示今后还将一如既往支持中泰乡竹笛事业的发展。 

  据了解，今年6月14日，中泰乡正式被授予“中国竹笛之乡”和2011年杭州市民体验日

“金城标奖”荣誉称号。中泰乡是浙江省苦竹之乡，是全国苦竹定向培植示范园区，早有“南

乡竹海，绿色宝库”之称。目前，中泰乡已有“竹韵”、“灵声”、“江韵”、“敏强”等竹

笛乐器厂近一百家，年产中高档笛箫上百万支，产品畅销全国各地，以及马来西亚、新加坡、

美国、韩国等国家，成为国内外竹笛演奏行业使用最多、最广的产品，被圈内认为：“世界上

吹奏的十支竹笛中，产自中泰的就有7支。” 

  除此之外，中泰乡的生态、人文资源也十分丰富，到处是茂林修竹、田园风光，有那终年

流淌的清泉、翻山越岭而来的袅袅悠悠之笛声，更有那晋代名寺石盂寺、天下宫观之首洞宵宫

遗址……此次“中国竹笛之乡”授牌仪式是中泰乡宣传推介中泰乡生态文化旅游的又一次高规

格盛大节会活动，也是中泰乡持续深化和丰富“中国竹笛之乡”旅游品牌的一项重大举措。此

次活动时间从昨日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27日，活动内容精彩纷呈。主要包括有“中国竹笛之

乡”授牌仪式系列活动开幕式；第九届中国笛子艺术夏令营；中国竹笛之乡创意农业体验游；

“最生动的第二课堂”活动；“我与中泰”征文和“品质生活新中泰”摄影比赛及闭幕式等系

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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