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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宋昊阳

葫芦谐音“护禄”、“福禄”，在我国被视为
吉祥物，自古有“宝葫芦”之美誉。在吉祥物上赋
诗作画，是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把绘画、烙画、
雕刻艺术巧妙构思于葫芦上，在增加葫芦艺术价值
的同时，更使这些艺术葫芦古朴自然，别具魅力。

在潍坊火车站地一大道，有这样一家“葫芦
屋”，里面的葫芦各式各样，每个葫芦都有精致独
特的画面，店主丁承效用他手中小小的烙笔，将葫
芦烙画这门中国古老的民间艺术描绘出了靓丽的色
彩。

走进丁承效的“葫芦屋”，大大小小各种形状
的葫芦让记者眼前一亮：有“规整”的压腰葫芦、
细长脖儿圆肚子的油棰葫芦、扁墩墩的南瓜葫芦、
个头巨大的新疆葫芦，还有像小橘子似的、上大下
小的异形葫芦，各色各样。有的葫芦上画的是龙，
片片祥云掩映在龙身之下，颜色均匀，惟妙惟肖；
有的葫芦画凤，画虎，画猫，均是活灵活现，与葫
芦本身的形状相称，极具观赏性。

“葫芦烙画这门手艺，对于烙笔的火候和下笔
力度把握要恰到好处，烙画同作画一样，是个细致
活儿，电压的高低如同墨汁的浓密程度，烙笔的停
留时间和速度也都是要下功夫练的。”丁承效对记
者说，作画时要先用铅笔在葫芦上打好草稿，然后
用一种类似电烙铁的笔尖把画烫出来，烙画不仅有
中国画的勾、勒、点、染、擦、白描等手法，还可
以熨出丰富的层次与色调，具有较强的立体感。

“落笔时要特别小心，只有胸有成竹了，才能
一气呵成做出一个好作品，不然一不小心，好好的
葫芦就画废了。”丁承效说，制作一个成品的时间
长短不一，短则一周，长则数月。从事烙画艺术的
这10多年时间里，他总共废掉了400多个葫芦。据
丁承效介绍，烙画这门手艺需要有一定的绘画基
础，丁承效家中的长辈就是从事艺术行业的，兄弟
姐妹中有不少画画的，受家庭氛围的熏陶，他从小
就喜欢绘画，并从事了20多年设计工作，这才能将
葫芦烙画这门手艺传承下来。

在10多年的烙画生涯中，丁承效获得了大大小
小的奖项一堆。2013年1月获得潍坊市第二届“风
筝都文化奖”；同月，烙画作品《神荼郁垒》被国
家图书馆收藏，受到了国家文化部领导的表扬和接
见。2013年8月获得“潍坊市工艺美术大师”荣誉
称号；同月，在第十届中国艺术节2013第五届中国
（山东）工艺美术博览会上荣获“鲁王工坊杯”山
东省工艺美术金奖。2013年10月，烙画葫芦作品
《十八罗汉》荣获2013上海民族民俗民间文化博览
会创新奖。

丁承效说，葫芦制作工艺品从明朝起即有文字
记载。葫芦造型优美，无须人工雕琢就给人以喜气
祥和的美感。清朝时兰州的“刻制葫芦”和“范制
葫芦”曾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成为朝廷贡品。目
前，葫芦烙画已成为观赏、收藏、实用的上好佳
品，是中华吉祥文化的代表象征。

□通讯员 李 军 报道
本报潍坊讯 坊子区人民法院近日邀请潍

坊医学院心理系副教授刘素贞为该院干警进行
了一堂题为《阳光心态，人生多彩》的心理健康
辅导讲座，在场的100多名干警感受颇深。

近年来，随着法院工作强度不断增大，基层
法院相当部分法官存在心理“亚健康”状态。如
何有效减压排压，正确疏导心理压力，已成为法
院工作中日益突出的问题。坊子法院针对这一
情况，结合法院工作实际，特别安排了此次心理
辅导讲座。主讲人就如何化解心理障碍、加强法
官的心理教育和情绪引导、培养法官健康的心
理状态等问题作了系统的讲述，并在现场通过
心理测试、游戏放松等多种形式与干警开展互
动，有效缓解了干警的心理压力。干警们表示收
获很大，通过了解心理健康保健的相关知识，学
会了克服心理和情绪障碍，为进一步强化心理
健康、公正高效审理案件打下了良好基础。

心理专家为法院干警

“排毒”减压

□记者 宋昊阳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近日，潍坊市第一个成功并

网的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光伏发电项目在滨
海区顺利实现并网发电，这也是潍坊市第一个
10kv升压并网、T接方式接入国家电网的光伏
发电项目。

山东宏力集团的7MWP用户侧并网光伏发
电项目隶属国家重点推广项目，年发电量可达
近800万千瓦时，是潍坊最大的并网光伏电
站，年可替代标准煤2520 . 56吨，年可减少二
氧化碳排放225 . 80吨，年可减少二氧化硫排放
50 . 40吨，年可减少氮氧化物排放18 . 655吨，年
可减少粉尘排放30 . 66吨。

潍坊最大并网光伏

发电站建成

□记者 郑颖雪 刘志涛 报道
本报青州讯 “邻村与我们村搭界的地方

有棵树，修排水沟碍事，去了两趟了，现在基
本协调成了，给户里一定的补偿，就能把树处
理了。”“村里有一户人家在整修房子，一些
建筑材料堆在了大街上，群众出行不方便，反
映这件事的人挺多，现在通过协调，建筑垃圾
已经清理了。”近日，青州市弥河镇三觉庙村
调解小组和村两委成员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几个
问题进行了沟通。

为方便群众反映问题、解决问题，今年以
来，弥河镇以开展“美丽村庄﹒幸福家园”创建
活动为契机，把各村群众威望高的老党员、老教
师、退休老干部以及热心村级事务、善于调解矛
盾的党员群众聘任为调解员，有序引导农民合
理表达利益诉求，让群众不出村就能解矛盾、化
纠纷，促进了村庄和谐稳定。截至目前，这个镇
已有调解员200余人，化解纠纷、解决困难问题
380余件。

弥河镇200名调解员

活跃在乡村

古朴自然的

烙画葫芦 □ 本报记者 李 慧

中午12点多，正是饭点，东风街上临街
的传统潍县菜馆里坐了不少人。在如今餐
饮业困顿不堪的形势下，这家饭店依旧能
够保证吃客盈门的景象，实属不易。该菜馆
的厨师长高远自豪地告诉记者，他们的秘
诀是做地道的老潍县菜，发扬本土口味。

潍坊旧称潍县，老潍县菜花样繁多，
但清雅爽口的凉菜几乎是每桌必点的一
道。可以说，凉菜也是老潍县菜的精华部
分。据高远介绍，潍县凉菜的原料取材广
泛且常见，集市上、菜场里都容易买得
到，新鲜蔬菜中的黄瓜、芹菜、菠菜、白
菜、西红柿，干菜中的粉丝、冻粉、粉
皮、干蘑菇、木耳、海带，肉类中的猪
肉、鸡肉、牛肉等，皆可入菜。而制作老
潍县凉菜，最讲究的是“调制”，调料不
外乎是香油、盐、味精、食醋、大葱、大
蒜等常见调料，芥末、海米也可以根据不

同的需要分别或共同参与调味。
老潍县凉菜的制作过程简单却很讲

究，简单的是原材料方面，或洗净切好或
放入开水中急火焯熟，抑或煮熟冷却，都
是最简易最原始的食材加工方法，而最终
能否达到清雅爽口，则在“调制”了。最
好的潍县菜厨师，能够将菜做到脆生清
爽，不失原菜原味，肉质凉菜亦是口感清
爽，不显油腻。

“传统老潍县凉菜有很多，像拌辣
皮、芥末鸡、炝芹菜、麻汁杂拌、凉拌海
蜇、酥藕带鱼、麻汁拌茼蒿、花生猪蹄
冻、蒸鸡……”23岁的90后男孩刘森一口
气说了一大串。据刘森介绍，他们家是地
地道道的老潍县人，每餐都会上一道凉
菜，尤其在过年的时候，传统的老潍县凉
菜基本都会做齐。

相传，清代潍县官员陈官俊、张兆栋
等人在京为官时，将潍县菜引入宫廷，其
中的“四大凉菜”——— 拌辣皮、芥末鸡、

炝芹菜、麻汁杂拌，享誉京城，并且由此
潍县凉菜声名远播。针对这“四大凉
菜”，高远将其中精粹作了一一介绍：
“芥茉鸡必须是当年的小公鸡煮熟后取肉
披丝，加各种配料后和以芥茉；炝芹芽需
用大雪后的空心芹菜，只取其二芯；拌辣
皮则要将黄瓜、韭菜、粉皮等材料切细，
讲究色香味俱全；麻汁杂拌里黄瓜、西红
柿、粉皮和肉丸子是必须有的，颜色五彩
缤纷，味道香辣浓郁。”

潍坊市文化协会会长王文栓介绍，老
潍县凉菜的制作特点可以说是“穷”讲究，
一是所用只是一般菜蔬，至穷之家亦置办
得起。二是穷尽讲究之能事，虽选料皆为简
单菜蔬，但调制工艺经得起食者挑剔。

“过去生活条件差，吃不起大鱼大
肉，老潍县人将那些简单的食材调制出美
味，够讲究！现在生活富裕了，这些清淡
的小菜反而更加适合人们的口味，是
“富”了的滋味。”王文栓说。

寻常菜蔬精细制作，老潍县凉菜：

“穷”讲究“富”滋味

□宋昊阳 报道
丁承效和他的葫芦烙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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