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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宋昊阳 宋学宝

一把剪刀、一方红纸，随着张方圆手腕
翻动，一只栩栩如生的蝴蝶便呈现在记者眼
前。蝴蝶翅膀上的细纹均匀细致，但从花纹
来看，就算与活生生的蝴蝶相比也不遑多
让。20多年的剪纸生涯，张方圆已经记不清
剪过多少幅作品了。对她来说，剪纸已经变
成生命的一部分，一幅幅作品也变成了她的
一个个孩子，不舍得将它们送走。

今年29岁的张方圆，8岁的时候开始接触
剪纸，当时她从小学美术老师那里第一次看
到了精巧美丽的剪纸作品，便吵着要老师教
她剪纸。从那时起，只要课余有时间，她总
是会拿起剪刀，或剪一个“福”字，或剪一
对蝴蝶。对她来说，剪纸就是最大的享受。

大学毕业后，张方圆选择回家自主就业。
潍坊市奎文区民生街社区团委知道她的才艺
后，为她协调了一间小屋做工作室。在张方圆
的工作室里，随处可见的是红纸、剪刀及她的
剪纸作品。每当学生放假，张方圆还会收几个
徒弟，每天教他们用剪刀剪出一幅幅简单却
又美观的作品。如今，已经有30多名学生接受
过张方圆的指导，其中不乏成年学生。

“一拿起剪刀，感觉整个人都钻进了剪
纸的世界，完全是一种享受，身体也感觉不
到累了。”张方圆说，她曾经每天连续剪纸
十五六个小时，为的是不让剪纸的灵感断
开，一拿起剪刀就什么都不顾了，但是一放
下剪刀，觉得整个人都要累垮了一样。

孜孜不倦的追求，换来的是艺术上的成
果。2013年第四届潍坊市工艺美术大师的评
选，张方圆成功入围，仅28岁的她成为大师中
的“少壮派”。张方圆说，剪一幅较大型的
作品，经常需要几百个小时。她指着一幅1米
见方的《红纸情缘肃》说，这幅作品就用去
了500多个小时，但也获得了不小的收获，作
品获得了2013年潍坊市工艺美术节金奖和设计
创新奖。

“做剪纸这一行，最重要的是心态，耐
得住性子，慢慢构思、雕琢，才能做出好作
品。”张方圆说，由于制作一幅好作品的时
间较长，经济效益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显现
出来，因此很多年轻人尽管表现出了对剪纸
的兴趣，但是往往坚持不下来，反而是退休
后的老年人，由于时间充裕，可以将剪纸当
成一种爱好。

张方圆介绍说，潍坊民间剪纸，题材来源
于现实生活和传统的民间文化，表达对美好生
活的企盼、追求与向往。这一艺术形式从古到
今，几乎遍及我国的城镇乡村，深得人民群众
的喜爱。潍坊剪纸又以高密剪纸最具代表性，
1994年高密被评为“全国民间（剪纸）艺术之
乡”，其剪纸作品已被日本、美国、加拿大等20多
个国家及国内诸多民间艺术爱好者收藏。

一方红纸剪出大千世界

□ 本报记者 宋学宝
本报通讯员 刘久平 刘少春

9月16日上午，安丘市景芝镇李家庄子村
村委办公室里，村民冯立柱夫妇喜滋滋地领到
了2736元的“土地利息”。“我把7亩6分承包
地存入村委‘土地银行’，这是一年的‘土地
利息’。”冯立柱说。把自己家的土地全托给
村委后，老冯两口子到镇上的景盛工业园凯仕
利科技公司上班，当上了“全脱产”的工人，
每人每月有3000元左右的收入。

“‘土地银行’就是整合村民手里的零星
土地资源，连片成方‘贷’给种植大户集中管

理，农民的土地资源一下子就盘活了。”李家
庄子村党支部书记冯文山告诉记者。

李家庄子村青壮年劳力都已外出打工，村
里种地的村民大都50岁以上，有些不愿种地的
农户，由于一家一户向外出租不成方不连片，
想租赁的小户不愿出高价，而想种地的大户又
租不到成方连片的大面积土地，于是，村委牵
头成立“土地银行”，在农户向外租赁土地意
愿较多的地块划出一个 1 6 0亩的土地“方
格”，“方格”内有土地并继续愿意自己耕种
的农户，由村干部出面做工作，与土地不在
“方格”内但愿意对外租赁土地的农户进行置
换，把土地调到“方格”外，实现了土地“化

零为整”，把土地划入“方格”的农户，“土
地银行”以每年每亩360元的价格向农户支付
“利息”。

“‘土地银行’提高了老百姓的土地租赁
价格，也增加了村集体经济收入，而这些收入
全部投入到了村里的公益事业。”冯文山说。
村委将“土地银行”的成片土地以每年每亩
600元的价格发包给土地种植大户，实现了土
地规模集中经营，村集体每年从“土地银行”
获得“存贷差”收入近4万元，用于村内“小
广场”等方面建设，改善村民生活环境。

“土地银行”使那些把土地全托出去的农
民转身成为“产业工人”，也促生了一批专业

种植大户。景芝镇种植大户赵景文今年在李家
庄子村共种植了50亩大姜、30亩圆葱和80亩速
生竹柳，以每天90元的工资，常年雇用村里20
名群众进行日常管理，并以每年4000元的价格
租赁村里一户群众的机井浇灌，种、收等大忙
时节再临时另外雇人，今年纯收入估计可达到
80万元。

看到李家庄子村民尝到了“土地银行”的
甜头，景芝镇许多村庄纷纷借鉴这种模式盘活
土地资源，全镇流转土地面积达2万多亩，加
速了规模经营，助推了现代农业发展，实现了
村集体经济和村民增收的“双赢”。

农民成产业工人 催生种植大户 增加集体收入

“土地银行”让土地“活”起来

□ 本报记者 张 蓓

8月30日下午4时许，潍坊市奎文区早春
园南巷北段一家名为“马宋饼”的小铺子里
格外热闹，李东林和李宁波夫妻俩正忙着做
马宋饼，他们一个擀，一个烙。一天一百七八
十张的数量，让两口子来不及歇息。

妻子李宁波负责制作“剂子”和擀饼，她先
将一个面团分成三份，在其中两个面饼上涂上
一层油，再将三个面饼压成一体。“剂子”制成
后，李宁波开始娴熟地压擀，很快，一张薄如铜
钱、形似圆盘的饼就擀好了。她将薄饼小心翼
翼地卷在擀面杖上，熟练地一挑，那刚刚擀好
的饼就“听话”似的稳稳地“飞”到饼鏊子上。丈
夫李东林再用翻饼杖熟练翻动着，不到两分
钟，一张带着均匀细碎烙花的马宋饼就出炉
了。刚下鏊子的马宋饼散发出阵阵香气，页薄
近透明，厚薄均匀，柔软芳香。闻着让人垂涎欲
滴，看着引人食欲大振。

李东林说，实际上马宋饼最主要的工序
在于前期的和面。和面要软，用温盐水将面
粉搅拌成团，反复揉搓，待质地光亮，面团饧

至似流非流时，移到面案，撕成小块。和的过
程中，水的多少、水温控制都有很大学问，这
样和好的面热着吃软，凉着吃还是软。

作为潍坊人，没有吃过马宋饼的，可能
是极少数。马宋饼，因地得名，发端于昌乐县
马宋（现营丘镇），故称马宋饼。如今，马宋饼
早就走出了原产地马宋村，走进了城里的大
街小巷。

在马宋人眼里，大街上那些箩筐里插着
马宋饼牌子的饼并非正宗马宋饼。李东林两
口子开了10年的老店铺，规模看上去并不起
眼，但是生意却很火爆，门头前随处可见拎
着买好的马宋饼的人，还有不少外地人特意
开车赶来买饼。很多人都是冲着他们“马宋
人”的身份来买正宗马宋饼的。

对于李宁波来说，经营马宋饼不仅是自
己的营生，更是对童年的回忆。“俺那里家家
户户都会做饼，街上也到处是卖饼的，就跟
咱城里卖馒头的一样多。”李宁波说，小时候
马宋饼就是家里的主食，农忙时，母亲会烙
好全家人一天的饼中午拿到地头，一张大饼
比任何食物都垫饥，老小一拥而上，坐在地

里，一口马宋饼，一口大葱蘸酱，大口撕咬，
甚为豪放。如今，日子过好了，城里人买饼回
去有卷鸡蛋的、卷肉的，有卷炒辣椒、炒芹菜
的。

除了卷东西吃，家住早春园的王女士还
喜欢做一碗西红柿汤，将饼撕成小片置于碗
中泡着吃，也别有一番风味。王女士还有一
个习惯，每年都要买20张马宋饼，寄给上海
朋友，40块钱的饼，光邮费就要50块钱。“上
次朋友来潍坊，就是吃好了这口，回去馋得
不行，每年都让我寄点。”对于王女士而言，
马宋饼作为一种地方名吃，是无法用价格来
衡量的。

如今，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马宋饼已
被评为“潍坊名吃”、“山东名小吃”、“中华名小
吃”等，其制作技艺被列入潍坊市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对于马宋饼的发展，昌乐县营丘
镇政府工作人员认为，马宋饼不应只是一种地
方特色名吃，还应与当地的旅游文化相结合，
发展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品牌，进一步扩大规
模，走市场化运作或合作社经营方式，如打造
马宋饼连锁店等，辐射更多地区。

昌乐马宋饼：家乡好味道

□谭佃贵 报道
本报临朐讯 9月21日，鸢都义工携手东镇书

画院将通过书画义卖所购置的130台洗衣机和2000
册图书，捐献给了临朐县五井镇花园河村的老人和
孩子们。

今年6月份，东镇书画院成立之际，全院人员
打算邀请领导和社会各界人士庆贺一下。但院长韩
书俭认为，庆祝活动不能搞花架子、搞形式，应该
做点实实在在的事。他在临朐搞书画笔会时，了解
到当地农村有的地方老人和留守儿童生活比较困
难，需要社会的关爱，并由此产生了用书画义卖募
捐善款，帮助贫困老人和留守儿童的想法。韩书俭
的想法得到了全院书画家们的一致赞同，他们精心
创作了100多幅书画精品，先后在潍坊时代美术馆
和临朐龙韵文化城开展了书画义卖活动。他们用义
卖书画筹集的善款，购买了130台名牌洗衣机和
2000册图书。9月21日，装载着洗衣机和图书的6辆
大卡车沿着弯曲的山路，到达临朐县五井镇花园河
村。鸢都义工和临朐县老年大学学员，还为村里的
乡亲们送去了精彩的文艺节目。

□通讯员 宁 静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近日，坊子区首届“中国梦·绿

洲华庭”艺术相约书画作品展在山东可林奇文化艺
术创意园展示中心举行。

本次展览共展出100余件优秀作品。作品围绕
“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中心主题，以
书画艺术的形式讴歌人间真情，弘扬传统美德，传
递社会正能量。此次展览充分展现了坊子文化特
色，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对该区书画艺术发展及
构建和谐社会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国梦·绿洲华庭”

书画作品展举行

潍坊名吃马宋饼。

张方圆和她的剪纸作品。

□记者 张 蓓 报道
本报青州讯 近日，青州三中新校、青州实验

中学扩建工程分别投入使用，标志着青州市“农村
高中进城”战略已全面完成。

青州三中新校总投资3 . 6亿元，目前已将原青
州三中、青州五中、青州六中三处高中整合。青州
实验中学扩建工程共投资2 . 6亿元，目前已将原青
州八中整体整合至新的实验中学。这样，初步形成
青州一中、青州二中、青州三中和青州实验中学四
校齐头并进和优势互补的发展格局。

青州“农村高中进城”

全面完成

不搞庆典搞义卖

东镇书画院130台洗衣机

2000册图书捐给小山村

□通讯员 傅汝强 冯木彩 报道
本报诸城讯 近日，诸城市被确定为2014年菜

果茶标准化创建项目县之一。该项目采取“先建后
补”的方式，对验收合格的，中央财政给予50万元
补助。

通过实施菜果茶标准化创建项目，进一步改善
生产条件，加强产品质量管理和品牌建设，推进标
准化、集约化、现代化生产，建设一批有一定规
模、生产基础好、在增加产品产量和提高产品质量
方面有示范带动作用的生产基地，提高菜果茶产品
的综合生产能力和应急供应保障能力。

诸城市结合实际，确定山东泰田农业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山东康之源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为项
目承担单位。

诸城被确定为

菜果茶标准化创建项目县

□记者 张 蓓 报道
本报安丘讯 为弘扬尊师重教传统美德，倡导

关心支持教育的良好社会风尚，近日，由金星国际
教育集团和安丘市人民政府共同出资500万元设立
了“金星奖教奖学基金”。这是安丘市设立的第一
个奖教奖学基金。

该基金包括“金星园丁奖”和“金星奖学
金”。“金星园丁奖”主要对教学成绩突出且家庭
困难的一线教师进行奖励，每年评选50人，每人奖
励3000元；“金星奖学金”主要对家庭困难的优秀
学生进行奖励，其中每年从考入本科院校的优秀学
生中评选20人每人奖励4000元，从全市中小学优秀
学生中评选100人每人奖励2000元。

安丘首次设立

奖教奖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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