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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郑颖雪 戴玉亮

“寿光卤水制盐技艺”历史悠久，自商周
“煮海为盐”到现在的晒盐，取卤——— 蒸
发——— 结晶成盐，制盐技艺一脉相承，形成了
独具特色的地下卤水制盐技艺。

地下卤水制盐主要分布在莱州湾南岸，寿
光北部的官台、羊口、道口、大洼、岔河、侯
镇等地。“这里的地下卤水是滨岸海相沉积、
海水退潮滞留蒸发渗透而成，储量大，浓度
高。再加上长时间的制盐经验总结，寿光地区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下卤水制盐技艺。”山东
默锐盐盟化工有限公司寿光卤水制盐技艺保护
工作专门负责人王慧说。

据文献记载和“双王城水库盐遗址”考古
发现，寿光制盐起源于新石器时代，距今已有
4000多年的历史。据《尚书·禹供》记载，这
一带“海滨广泻，厥田斥卤……厥贡盐稀”；
商周时期用陶罐纳卤煮海，称之“煮海为

盐”；春秋时期，管仲于齐首创“官山府海之
策”、“筏薪煮盐，计口授食”；汉代，寿光
置县，置盐官，煮盐改为煎盐；明朝，煎盐改
为熬盐；清初，开始滩田晒盐至今。

“煮海为盐开辟了制盐先河，是人类由渔
猎时代走向农耕文明的重要里程碑，促进了社
会的进步和发展。”王慧说，寿光卤水制盐技
艺，是一代一代的制盐人认识自然、利用自然
的智慧结晶。

“研究和传承卤水制盐技艺，有多重意
义。卤水制盐历经几千年，是中国古代沿海制
盐技艺的活化石。寿光曾是商王朝的制盐中
心，也是国家食盐官营的起源地，对研究我国
制盐历史、制盐与国家政治经济发展意义重
大。”王慧说。

山东默锐盐盟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树
仁，是当前寿光卤水制盐技艺的主要代表性传
承人。1990年大学毕业后，杨树仁来到父亲工
作的盐场，从事原盐生产工作。在熟知卤水制
盐技艺各个工序的基础上，他与老工人共同规
范了修滩、制卤、结晶管理技艺等制盐方法，
编写了《卤水制盐技艺》。

在卤水制盐的影响带动下，寿光制盐推行
新、深、长制盐新工艺，结晶池由平晒改为塑
膜苫盖，原盐生产由季节性产盐转变为一年四
季产盐，有效生产面积单位产量提高30%以

上。目前寿光全市盐田面积达190万公亩，年
产原盐500万吨。

据杨树仁介绍，虽然制盐工具古今不同，
但修滩、上水、制卤、结晶、收盐等工序基本
一致。

卤水制盐的第一步是修滩。春修一般在
2、3月份，秋修一般在8、9月份。蒸发池、调
节池扒压1至2次，结晶区扒压3次，使其土壤
达到最佳含水量，最佳密实度，做到池底坚实
平整，不渗漏。

第二步是上水。提取地下卤水的方法，起
初开挖大口井，后改用砖管井、水泥管井，井
距不少于150米，大口井深6～8米，机井深60
～80米。制井时先用红泥封住淡水层，咸水层
井管外用沙填实，使井水浓度高、水量大，井
水提出后，入储水圈备用。

第三步是制卤。这个步骤是利用自然条件
将井水逐渐浓缩成饱和卤的过程。制卤操作的
原则是缩短成卤周期，增加成卤量和提高卤水
质量。“古代制卤多采用灰淋、土淋法，现代制卤
主要采用滩晒法。”杨树仁说，因滩田技术等条
件不同，因时因地常采用各种不同的制卤方法。

第四步是结晶。这是制盐的主要工序，古
代用煮、煎、熬法，近代以后主要是滩晒。自
有滩晒时起到解放初期，一般多为阴历3月开
晒，5月底结束。

最后一步是收盐。清代、民国时期收盐多
者三五日一次，少者一二日一次。收盐时，用
盐耙将盐堆起，然后肩挑人抬将盐运出入坨。
解放后，滩田规模日益扩大，收盐、运盐改用
独轮车和机械。

“这些步骤说起来容易，但实际上流程复
杂，操作时要求高。”杨树仁说，地下卤水制
盐的原理和技艺流程，是历代盐工对制盐技艺
不断创造和传承的结果。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人们观念的转变，传统
的卤水制盐技艺渐渐被人们淡忘，原始的技艺
及生产器具基本遗失。卤水制盐技艺全凭人的
经验和感观掌握，但老盐工有的已谢世，有的年
事已高，同时制盐工作劳动条件艰苦，年轻人不
愿从事制盐工作，致使卤水制盐技艺后继乏人。

“随着科技的进步，现代化的制盐将取代
传统卤水制盐技艺。加上工业的发展占用大量
滩涂，滩田面积越来越小，如不加以保护，这
一宝贵盐文化财富可能失传。”杨树仁说，为
保护卤水制盐技艺，默锐公司建立传承基地，
广泛收徒，口传身教。公司将投入700万元，
用于卤水制盐技艺的调查、挖掘、征集、建
档、保护，建设卤盐技艺文化馆、卤水制盐技
艺培训中心等。

2014年，寿光卤水制盐技艺入选第四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 本 报 记 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张永升

10月23日18点10分，寿光市民张凤君来到
怡和园幼儿园，从幼儿教师李玉华手中接过女
儿红红。“谢谢您，李老师。”张凤君拉着李
玉华的手说。

张凤君在寿光经济开发区的一家企业上
班，下班晚，家中没人帮着接送孩子。在这晚
走的半小时里，李玉华陪着红红做游戏，看图
书。

今年，寿光在全市中小学校推出了“延时
服务”，通过开设“爱心接力站”，让部分中
午、下午放学时不能及时被家长接走的学生有
固定休息、等待场所，有午餐和文体活动场
所，实现了家校教育无缝对接。

延时服务是寿光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中解决群众难题的一个方面。寿光还集中
解决了群众反映的农村道路、幼儿入园、基本
药物短缺、饮水安全、大棚垃圾等315个热点
难点问题。

“把开展活动的过程作为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的过程。边查边改，即知即改，以整改实
效取信于民。”寿光市委书记朱兰玺说。

群众声音就是工作方向

侯镇草碾子村的草编工艺已有600多年的
历史。目前，该村草编有40多个品种，产品出
口十多个国家。

草碾子村党支部书记李学灿告诉记者：
“草编制品都是通过外贸商和工艺品厂来村收
购后出口。一件收购价8元的草编制品，对外
出口时卖20多元。大部分利润都被他们赚去
了。”

寿光市领导和镇政府工作人员到草碾子村
征集意见时，村民反映了这个问题。

如今，在侯镇党委和寿光市商务局的帮助
下，村里办理了自主出口权，并通过阿里巴
巴、淘宝等电商平台，直接跟国外客户联系。

今年春天降雨少，加上地下水资源缺乏，
寿北农业生产面临困难。羊口镇齐庄村的张金
田对入村调研的镇党委工作人员提出，加大水
利设施建设，让全镇农民能旱涝保收。不到一
周时间，羊口镇就开始修建弥河灌溉区，解决
农田灌溉问题。

“村子周边垃圾太多，卫生有死角。”
“村里有这么多荒置的盐碱地，要是能流转出
去有多好啊。”群众的声音就是工作的方向，
羊口镇随即对卫生进行集中整治，对盐碱地流
转制定相关政策。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寿光各
级党员干部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开展了进农
村、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项目的“五
进”活动，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建议8197条

次，全面掌握群众的所思所盼。
朱兰玺认为，群众路线的核心在“群众”

二字，践行群众路线、推动作风建设，就是要
把群众满意作为工作的价值取向、评价标准。
活动中，寿光始终围绕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开展
工作，力保活动不虚不空不偏。

集中答复会搭建沟通平台

“真没想到，俺提的问题解决了。”10月

23日，寿光市台头镇邢西村村民施俊平说。
5月30日，寿光市群众意见建议第二次集

中答复会上，施俊平提出给邢西村安装交通指
示牌的事。

邢西村在羊青路西侧，出村路与羊青路成
丁字交叉，由于出村路地势较低，车辆在行至
交叉口时必须加速才能爬上坡，而往往一加速
车就刹不住了。羊青路属于省级道路，车辆在
此路行驶一般保持在限速规定的每小时80公
里，而道路两旁的绿化带又比较高，挡住了交
叉路口两侧来回车辆的视线，导致该路口交通
事故频发。

5月31日，寿光市公安局分管副局长带
队，对羊青路邢西村路口进行实地调研，决定
由寿光市林业局和公安局分别负责对羊青路绿
化带设置和安全标志安装等进行限期整改。6
月14日，所有交通安全标志标牌及爆闪警示灯
全部安装完毕。林业局负责的邢西村口绿化带
也在6月20日完成了整改。

寿光市公安局交警大队队长刘峰说：“以
前的工作中没有多听取群众的意见，集中答复
会作为群众与我们面对面沟通的一个平台，起
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截至目前，寿光已经召开15次群众意见建
议集中答复会，解决群众反映的315个热点难
点问题。

朱兰玺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
会上表示，很多群众反映，现在党员干部见得
勤了，办事情更加简便顺畅了，一些“老大
难”问题也解决了。总之，为老百姓办实事的
干部越来越多了。

行政审批服务提速51 . 5%

10月22日7:40，张春芳赶到寿光市国税局

服务窗口，帮着开门头的爸妈办理了缴税业
务。

“在上班之前我就办理完了业务，不用像
以前再专门请假了。”张春芳说，“爸妈上了
年纪，到国税局办税都是我代办。而我的上班
时间跟国税局的工作时间刚好一致，以前每次
办税都得请假过来。国税局实行‘错时服务
后’，对我来说太方便了。”

以前国税局工作时间是8:30开始，但很多
办理业务的人在7:30就到了。为此，国税局提
前1小时上班，让纳税人随到随办，随办随
走——— 这是寿光市国税局开展的“便民办税春
风行动”内容之一。如今，寿光市国税局规范
窗口办税，9大类105项涉税事项都能在办税服
务厅的一个窗口办理。

为了更好地方便群众，寿光市国土资源局
在土地登记发证系统中加载了手机短信告知功
能。“您的土地证已办理完毕，请携带身份证
和回执单到国土局二楼大厅一号窗口领取。”
10月21日，现代小区的程艳华收到提醒短信。
前几天，程艳华刚到国土资源局提交了土地登
记申请材料。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寿光继
续优化发展环境。在执纪执法部门和窗口单
位、服务行业，寿光开展了“立新标、树新
风”活动，取消、下放审批事项68项，查处不
作为、乱作为、效能低下案件69起，行政审批
服务提速51 . 5%，为民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教育实践活动收尾，绝不是作风建设收
场，从严治党刚刚开始。”朱兰玺说，教育实
践活动形成的经验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为加强
和改进作风建设提供了借鉴，务必深化完善、
长期坚持。

据了解，寿光市教育实践活动办公室将继
续保留一段时期，抓好整改落实和督导工作，
全面兑现向群众作出的承诺。

□ 本报记者 郑颖雪 戴玉亮

“制好的扒谷，用肉末炒熟，加入粉
条、韭菜等，吃一口松软鲜香，回味悠
长。”寿光特产协会副会长张伟说。

10月16日，记者品尝到了这道传统的寿
光美食。炒制好的扒谷放在盘中，碧绿诱
人，香气扑鼻。

说起扒谷，寿光人都很自豪，认为这是
正宗的“寿光特产”。出了寿光城，这种菜
肴便很难见到。

扒谷历史悠久，至今仍受到很多人喜
爱。外地人来到寿光，大都不知道这是道什
么菜。

据介绍，扒谷以绿豆、菠菜为原料制
成，风味独特，营养丰富，老少皆宜。直到
现在，在寿光洛城、北洛、留吕、王高等地
还有很多做扒谷的专业户。他们每年农历八
月十五开始制作，直至来年的清明节，至少
要做半年时间。更早前，每到春节，寿光几
乎家家户户都会自己制作扒谷。

关于扒谷，在寿光流传着一个故事。
“相传齐桓公年轻时落难至寿光，饥饿难
耐，恰逢一老妇人提篮经过，施舍了他一团
绿色的类似豆腐的食物，齐桓公吃后顿觉精
神异常清醒。多年后齐桓公忆起此事，想念
当年食物的味道，但身边厨师却无一人能做
出，后寻至寿光，尝到此菜，大加赞赏。”
张伟介绍说。

另有一说是以前生活贫困，至寒冬腊月
缺少下饭菜，而绿豆存放时间长，秋后菠菜
储存在菜窖里，能吃到冬季。聪明的寿光人
把这两种绿色食材放在一起，制作出了这种
可以炒制下饭的菜肴。加入肉末，过年还可
以招待亲友。

每年秋冬尤其是腊月里，正是做绿豆扒
谷的时节，这时候做的扒谷不易变质。传统
的制作方法是：精选大小均匀的上等新绿豆
浸泡，加入菠菜或青萝卜一起用石磨磨碎，
然后攒成团上锅蒸熟即可。

制作扒谷的菠菜，必须选用新鲜的露天
菠菜，不能用大棚菠菜。露天菠菜由于生长
期长，光合作用强，叶绿素含量更高，更有
营养，颜色也更鲜艳。上锅蒸时，需要用手
将菠菜绿豆浆聚拢成团，据说扒谷的“扒”
字便因此而来。整个过程不添加其他佐料，
是真正的绿色食品。

“其实扒谷本身并没有什么味道，类似
豆腐。到吃时，煎炒蒸炸都可以，但当地人
多以猪肉炒扒谷为主。用猪油炒锅，用葱姜

炝锅，将扒谷炒熟，放入粉条、韭菜等。烹
饪时，注意不能放入过多水。”张伟说。

除此之外，海鲜扒谷、扒谷水饺、拔丝
扒谷等，也是寿光当地饭店里消费者喜欢的
菜肴。

据寿光市第二人民医院保健医生刘强介
绍，扒谷由优质绿豆和菠菜制成，营养丰
富。菠菜含有大量胡萝卜素和铁，能够抗衰
老，促进细胞增殖，从而能够激活大脑功
能，增强人的青春活力。绿豆具有药用价
值，能够清热解毒。

如今的寿光扒谷，由传统的小作坊加工
变成了企业规模化生产，从传统的圆形改成
了方形，更加便于包装和运输。现在，寿光
年产扒谷200万公斤，销往全国各地。

卤水制盐：传统技艺4000年

倾听群众意见，集中解决百姓难题。寿光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

以整改实效取信于民

扒谷：绿豆与菠菜结合的传奇

□记者 石如宽 通讯员 郑小菲 报道
本报寿光讯 “以前我家门口这条路又脏又难

走，经常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尤其是雨天，
车根本就开不进家门。”10月21日，寿光市洛城街
道牟西村村民张建武告诉记者，今年该村大街小巷
全都进行了硬化，路旁都铺设了U形水沟，安装了
路灯，还将村西边的空地改造成了广场，房屋的墙
体都进行了统一粉刷，有的还绘制了“中国梦”等
主题内容的文化墙。

牟西村是寿光试点建设的9个“美丽乡村”之
一。2013年8月，财政部启动“美丽乡村”试点，
计划从提升农民幸福指数、提升农民生活品质出
发，彻底改变试点村庄脏乱差的面貌。寿光率先成
为全省首批试点市。

据寿光市财政局农村综合改革办公室主任任福
华说，截至目前，“美丽乡村”已有纪台镇的后曹
村、堠子坡村、前老村、远水村、玉皇村5个村及
洛城街道的牟东村、牟西村、安全村、王疃村4个
村。

“美丽乡村”已达9个

□袁京勇 张瑜 报道
本报寿光讯 在寿光市双王城生态经济园区

南木桥村，一提起村民张敏敏，人人都竖大拇
指。家有8 1岁的老婆婆、60多岁的残疾公公，
还有右腿被截肢的丈夫和年幼的孩子，张敏敏
屡遭不幸。但她不离不弃，用柔弱的肩膀撑起
了整个家。

“苦日子总会过去。只要爱在、家人在，希望
就在。”张敏敏说。

张敏敏最近被中央文明办、中国文明网评为9
月份孝老爱亲“中国好人”。

像张敏敏这样的好人，在双王城还有很多。卧
铺村村民侯成文拾金不昧，多次捡到手机、银行
卡，原地等失主并归还；寇家坞二村好媳妇王来花
用心守护植物人丈夫；牛头镇村六旬老人马守信悉
心照顾妻子和百岁母亲。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双王城把开
展“寿光好人”推荐评选活动作为培育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有力抓手，广泛动员干部群众参与
身边好人好事推荐。筛选、提炼鲜活典型，把生活
中的凡人善事发掘出来，用身边的好人好事引导广
大群众至孝行善。截至目前，双王城挖掘评选表彰
各类道德典型200余名。

与此同时，双王城以“美丽乡村”建设为契
机，积极拓展农村文化宣传新阵地，在牛头镇村、
卧铺村等6个村庄绘制了主题为中国梦、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24孝等内容的文化墙，目前已绘制漫
画及宣传画100余幅。空闲时，很多村民驻足观赏
文化墙，手绘文化墙使群众变“被动看”为“主动
看”。

双王城还制定出台了保障机制，关心关爱生活
困难的道德典型，帮助他们解决基本生活、子女教
育等方面的难题，让好人受到尊重。双王城党工委
主要负责同志带头捐款2000元，在全区筹集10万元
成立了帮扶困难道德典型救助基金。在常规资金救
助的基础上，双王城针对不同对象实施“私人定
制”帮扶方案，如对张敏敏家庭的救助，多方联系
帮助购买了一个二手大棚，基本实现了她家的自给
自足。

双王城里“好人”多

□记者 石如宽 通讯员 刘云龙 报道
本报寿光讯 皮划艇、赛艇比赛团体总分位

居潍坊市第二名，乒乓球比赛夺得亚军。这是近
期寿光台头一中在潍坊市的一次比赛中获得的成
绩。

台头一中是一所农村初中，地处偏远、条件相
对落后。但在体育课教学中，该校重视培养学生的
情感、态度、价值观，尤其重视激发学生的体育兴
趣，培养学生的运动习惯。“助推体育工作的关
键，是切合青少年学生的竞争心理、表现心理，增
强体育活动的趣味性、新颖性，尽可能吸引更多的
学生在运动中活跃身心。”台头一中校长刘志远
说。

近年来，该校用于场地维护、器材添置、师资
培训、体育设施建设的费用达100多万元，建起了
体育器材室、卫生保健室、学生体质测试室、高标
准塑胶跑道和健身广场。该校还定期开展小型田径
运动会、排球赛、篮球赛、乒乓球赛等。

在体育课上，该校学生可以自选篮球、羽毛
球、太极拳、乒乓球等课程。课外活动自选项目有
篮球、羽毛球、乒乓球、跳绳、踢毽、舞蹈等。学
校还开发了“快乐体育”课程，组织全年级学生集
体上大课，做年级特色操、跳绳、踢毽子，做适合
原地进行的体育游戏等。

台头一中

体育成特色品牌

□记者 石如宽 通讯员 葛桂凤 报道
本报寿光讯 10月17日下午，洛城街道斟城幼

儿园组织大班级部孩子走进自然，体验秋游的乐
趣。在公园里，孩子们观察了松树、枫树、柳树、
银杏树、紫叶李等各种树木，还参观了麦田、菜
地。

回到幼儿园，老师引导孩子们交流、分享
发现的秘密和郊游体验、感受。有的孩子把秋
天画成一幅美丽的图画。有的孩子用皱纹纸、
橘子皮制作成美丽的一串红和鲜艳的菊花。老
师还引导幼儿用捡拾的树叶进行树叶拓印画和
树叶拼贴。

斟城幼儿园

组织走进自然秋游活动

■寿光好味道

饭店里制作的扒谷。

行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细致审查申报材料。（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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