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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宋庆祥
本报通讯员 马朝霞 刘晓峰 陈春生

六千“老戏骨”领唱城乡
———“国粹”艺术魅力永恒

11月18日早晨7时许，一阵阵悠扬的二胡
声从临清公园竹林深处传出，四五伙京剧票
友，纷纷亮起嗓子，唱着一个个京剧名段。

“忽听得唤苏三我的魂飞魄散，吓得我战
兢兢不敢向前”，随着散板响起，伴着一段台步
和一个亮相，一位中年妇女唱起一段《苏三起
解》。她叫宋美英，今年51岁，是临清市业余京
剧爱好者协会会员。

“临清是著名的中国京剧艺术之乡，懂京
剧的多、票友组织多、名票多、剧院戏台多、京
剧名家来临清演出多。”市文广新局局长王兴
刚介绍。

“京剧是我国的国粹，凝聚着中华民族自
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有
着广泛的群众基础，这是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的深厚基础，也是建设全市人民共有精
神家园的重要支撑。”市委书记王建鹏介绍，

“我们以传统文化这块沃土为基础，广泛开展
群众文化演唱活动，对建设和谐社会起到了重
要的推动作用。”

临清市成立了“京剧票友联谊会”等业余
组织23个，登记在册的会员超过6000余人。成

功举办了第二届全国京剧票友艺术节，先后获
得多项国家级荣誉称号。

380名“土状元”撑起大舞台

——— 乡土人才推动文化繁荣
11月13日，金郝庄大集，戏台前人头攒动。
伴随着清脆悦耳的铜板声，一位身穿长袍

的演员精神抖擞地走上台来。只见铜板上下翻
飞，叮当作响：“当哩个当，当哩个当，闲言碎语
不要讲，表一表好汉武二郎。身子高大一丈二，
膀子扎开有力量，脑袋瓜子赛柳斗，俩眼一瞪
像铃铛。胳膊好像房上檩，皮槌一攥像铁夯，巴
掌一伸簸箕大，手指头拨拨楞楞棒槌长！”他嗓
音洪亮，开合有势，风趣传神，观众不时爆发出
阵阵掌声。临清是山东快书发源地，对《武松
传》情有独钟。

演出者名叫刘方平，36岁，是临清乡土文
化人才之一，手中这副鸳鸯铜板已伴随他走过
了15个年头。

临清市把培育乡土文化人才作为推动全
市文化发展繁荣的重要抓手：“立足本地深‘挖
掘’，精心培育勤‘浇灌’，建团立会成‘绿荫’”。
王兴刚介绍，全市在册的乡土文化能人有380
名，特长涉及10个领域。有3人被认定为省级非
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市里邀请专家学者，对
他们进行培训，努力提升专业素养。这些“土状
元”成为激活农村群众文化工作的重要力量，
撑起了乡村文艺大舞台。

460个非遗项目重放异彩

——— 传统文化亟待传承
随着一阵轻快的上场鼓点，七个身穿绿色

纱衣，头扎长辫的小姑娘走了个圆场，一个“老
太婆”手拿一尺多长的大烟袋，弯着双腿走着

“矮子步”，和一个小姑娘摆了个“后射燕”造
型，边唱边跳：

“有一个大姑娘要个婆婆，跟她的妈妈撒
下了大泼，不是寻死就是觅活，不是跳井就是

奔河，不是上吊就拿刀抹脖，动不动的就把那
个大烟喝呐”。传统的“临清时调”和现代特色
的演唱形式，引来观众们一阵阵掌声。

传统的临清时调《要婆婆》，是由两个十七
八岁的姑娘，以母女俩对话的形式讲述了在新
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姑娘打破传统观念，追求
幸福的一个故事。在确保传统曲调不变的基础
上，对《要婆婆》进行了突破性的改造：将原来
两人对唱，改为由两个女孩主唱，七个女孩伴
唱伴舞；动作中融入了当地秧歌中十字步、倒
踢、扭跨、坐蹲、盘坐等舞蹈动作，以及“逗眼”、

“矮子步”等传统京剧元素。看点、亮点增多，非
常受欢迎。

“临清是明清时期大运河的重要都会，传承
和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王兴刚介绍，
为挖掘这些文化遗产，市里对文化资源进行了
有系统、成规模的普查、搜集、采录和整理工作。
已普查整理出460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完成
300余万字和300余幅图片的整理编辑。这些文化
遗产在融合与创新中焕发勃勃生机。

在继承与创新中焕发生机
——— 如何激发乡村文化活力之三

□记者 彭辉 通讯员 鲍秀云 赵静 报道
本报乳山讯 分拣、贴标、装箱……11月27日，乳

山市盛达进出口有限公司400平米的苹果包装车间内，
200多名工人正在紧张有序地忙碌着。“这批苹果共有
25吨，马上发往西班牙。除欧盟外，印尼、马来西亚、菲
律宾等国家的订单也很多，公司每天都要经青岛港发
两个集装箱。”公司总经理宫家宾对记者说。

通过严管质量、重奖品牌，越来越多的乳山农副产
品达到出口品质，走出国门赚外汇。

自2008年起，乳山按照“管理无盲区、投入无违
禁、产品无公害、出口无隐患、百姓无担忧”的目
标，将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要求和模式延伸到行
政区域内农、牧、渔所有农产品生产地，有效把住了
食品安全的源头。投资3250万元建立了农副产品质量
安全追溯体系，实现农副产品质量安全从田间到餐桌
的全程可追溯。

乳山不断加大对农产品出口企业的扶持力度。对
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中国驰名商标和中国名
牌的企业奖励25万元，获得省级名牌产品、著名商标或
省重点培育和发展的出口品牌企业奖励5万元，对通过
无公害农产品和绿色食品、有机食品认证的出口企业，
分别给予1万、2万、3万元的奖励。“乳山产”农产品靠品
质逐渐赢得欧盟、美国、加拿大、新加坡等准入标准较
为严格的国家和地区青睐，出口国家和地区已达60个。
香港最大的食品进口商香港五丰行与乳山签订了供港
苹果基地建设协议，日本最大的零售企业永旺集团将
乳山作为农产品采购基地。

乳山农副产品
靠品质走出国门

□记者 宋学宝
通讯员 刘瑞全 李建忠 报道
本报寿光讯 记者近日在蔬菜之乡寿光采

访时发现，寿光蔬菜从生产到流通，从乡村到城
市，全面推行“实名制”，既保证了全市蔬菜质量
安全，又扩大了蔬菜品牌的影响力。

在寿光市燎原果菜生产基地的生产监控室
里，记者随手拿起一盒包装好的蔬菜，在显示
器上扫一下条形码，电脑屏幕上立即显示出种
植户刘伟以及大棚地址、蔬菜生长情况、用药
用肥情况、采摘时间等生产过程的完整信息。
刘伟在他的大棚内向记者介绍说：“我的蔬菜
完全按照基地要求生产，生产信息，全部记录
下来，这是‘实名制’的基础资料。”基地负
责人李春香说：“实名制就像是身份证，一方
面，可以促使业户加强自我约束，塑造品牌；
另一方面，各种信息一目了然，也减少了买方
的顾虑，有利于培育固定的客户群。”

记者随后来到稻田镇吴家村北一个购销

点，只见蔬菜箱子码得整整齐齐，箱子上都写
着村名和菜农姓名。购销点负责人刘长沙手拿
一本《蔬菜市场进销货台账》对记者说，台账对
种植户和货主的信息都有着详细的记录。兴隆
村的杨志良来卖西红柿。他说，除了在生产过
程中要记录外，每个人每次来卖菜都要在购销
点登记，在菜箱上写上名字，还要在各种登记
本上写下相关信息，并接受抽检，虽然比以前
麻烦了，但是可使购买者对自己的菜放心。

离开乡村，记者来到位于寿光城区北部的
全国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市场——— 山东寿光农产
品物流园。记者在交易大厅看到，业主在摊位上
方都悬挂着自己的姓名和交易品种，非常醒目。
业主赵龙新对记者说，实名销售既方便了买主
选择，也加强了自律意识，还代表着一份自信和
诚意，实行实名制后，蔬菜的销路更好了。广东
省茂名市的经营大户唐桂权告诉记者：“这就是

‘实名制’销售的好处，蔬菜质量、数量、信誉都
不用担心，可以放心地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

从生产到流通 从乡村到城市

寿光蔬菜全面推行“实名制”

□王洪涛 梁凤华 王从金 报道
本报临沭讯 在临沭县大兴镇东港头村，有一位

农民叫孙秀连，14年间，他自筹资金60多万元，发明8项
技术，6次拿到国家专利局颁发的专利证书，另外两项
也已通过认证。

今年48岁的孙秀连，自1997年以来，省吃俭用，一
边打工，一边利用业余时间先后研究发明了耳用摄式
治疗器、节能燃气炉灶、电子调温加热器、杀菌塑料水
管三通、医用听诊器、单体式有机锗发生器、多体式有
机锗负离子水发生器和塑料饮水桶抛光机8项技术。其
中的塑料饮水桶抛光机技术分别荣获2003年度国家专
利技术发明一等奖、国家科学技术成果进步奖。

一农民14年6获国家专利

□付刚 王姗姗 姜言明 报道
本报泰安讯 12月5日，在泰安市泰山区假药劣

药、过期药品销毁现场，价值135万元的假劣、过期
药品被一次性集中销毁，许多市民在现场参加了活
动。该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泰山区分局局长马洪军
介绍说，泰山区近年来把“药品安全专项整治活动”
当作民生工程大事来抓，这次药品集中销毁活动，不
仅是泰山区药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的一个成果展示，
更是对造假售假者的一种震慑。

泰山区销毁假劣药品

□卢鹏 李
洁 刘燕 报道

垦利县经济
开发区大力发展
高效、生态、循环
经济。目前园区
内汽车配件、高
端 机 械 装 备 制
造、新能源新材
料、生物制药等
六大产业集群初
具规模，成为地
方经济提速的强
力“引擎”。图为
12月10日，工人
正在检查成型的
轮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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