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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石如宽

“太漂亮了，谢谢阿姨。”12月21日上
午，寿光营里镇西浊北村7岁的小宇从郑素荣
手中接过羽绒服穿上。郑素荣是寿光市古城街
道弥景苑幼儿园园长，在去年“领宝贝回家过
年”活动中，她把小宇带回家，让孩子过了一
个温暖的春节。

小宇5岁时，妈妈去世，爸爸被判刑入
狱。从此，小宇性格变得内向了。

“我要做的，就是尽量减少孩子心中消极
的东西，让孩子开朗起来，快乐地成长。”郑
素荣告诉记者。

弥景苑幼儿园的其余17名老师听说了郑素
荣帮扶的事情后，每人自发领养了一个宝贝。
领养3天并不难，难的是以后怎么办？

“像小宇这样的孩子，既然和他建立了这
种关系，就应该永远爱他。不然，孩子会有再
一次被抛弃的感觉。”郑素荣说。

今年4月2日，弥景苑幼儿园成立了飞梦爱
心基金会，筹捐近3万元。郑素荣认为，钱不多，
但足以帮助老师带着孩子玩、过生日、买东西。

钻桌子底玩的孩子敢上台了

12月19日15时，4岁的成成和3个小朋友围
成一桌捏海草、海星、小鱼。一年前，成成可
是个“不合群”的孩子。“当时他不去参加早

操和游戏，不和别的小朋友说话，不参加户外
活动。”与成成结对的老师黄爱凤记得，他总
是一个人躲在教室的角落里自言自语，摆弄玩
具。去年，成成的父亲不幸遭遇车祸，从此成
成变得内向了。

有一次，黄爱凤正在和孩子们表演习惯养
成儿歌，发现成成不见了。后来，在桌子底下
找到成成时，他正拿着老师的高跟鞋玩“开汽
车”游戏。“孩子不是不想参与，只是把自己
封闭起来了。”黄爱凤认为。

在以后的日子里，黄爱凤不时地抱抱成
成，亲亲他，给他买喜欢吃的零食、玩具和漂
亮衣服。慢慢地，成成对黄爱凤无话不说。

今年“六一”节，黄爱凤班的小男孩排演
了《对面的女孩看过来》舞蹈。成成作为领
舞，在舞台上蹦啊跳啊，大出风头。“没想到
孩子表演得这么好。孩子交给你，我很放
心。”成成的妈妈拉着黄爱凤的手说。

“今后我要把成成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子，
生活中更加关心、呵护他，学习中鼓励他、点拨
他，让他做一个自信、阳光的男孩。”黄爱凤说。

不理人的孩子抢着演节目

12月20日中午，郑清梅把小雅接到家中，
给她洗了个热水澡。初见小雅时，郑清梅根本
分不清她是男孩女孩。“衣服很破旧，和她说
话也不理，别人睡觉她乱跑，有时把衣服脱光

满园乱跑。”郑清梅说。
小雅今年4岁，家在古城街道尚家村，爸

爸67岁，妈妈50岁。爸爸靠打零工维持家中生
活。去年深秋，小雅还穿着凉鞋。郑清梅看了
心疼，买了新鞋，还做了被子送给小雅。

看到小雅喜欢毛毛虫玩具，郑清梅从网上
买了一个给她。

“为了让小雅能与人正常交流，郑清梅每
天买一些零食，引导她说话。来到幼儿园两个
月后，小雅就可以和老师正常交流了。3个月
后，小雅就能和小朋友在一起玩了，现在她经
常抢着表演节目。”郑素荣说。

现在小雅喜欢跟在郑清梅后面，一口一个
“梅老师”，还经常趴在梅老师的耳朵上，说
一些小秘密。

5岁的月超，爸爸66岁，母亲是聋哑人，
一家人靠低保过日子。每周六，郑萍都要给月
超家打一次电话，有时，郑萍直接去家里看
看，跟他聊天，陪他做游戏，现在月超开朗多
了。

郑萍的儿子郭耀辉说：“我要像妈妈一
样，用爱心去帮助那些贫困的孩子。我拿出了
我的压岁钱，为月超弟弟买了作业本。”

今年9月，梦凡升入初中，弥景苑幼儿园
副园长郭金花为梦凡买了棉被。郭金花还为她
准备了床单、枕套、背包、笔袋。梦凡来串
门，有时会搂着郭金花撒娇：“干妈，你脸上
有皱纹了。等我挣钱了，一定会为你买好的化
妆品。”“我觉得很幸福。”郭金花说：“今

后的日子，我会陪梦凡一起走过。”

“孩子走多远，我们走多远”

“宝贝，今天你回家了，可是你的情绪很
糟糕，你哭起来的样子让我很心疼。我知道你
不想离开，我们也都舍不得你。”12月20日下
午，陈玲对4岁的明恩说，“这里永远是你的
家，你永远是我们最疼爱的宝贝，随时欢迎你
回来，我们都爱你。”

前几天，明恩62岁的爸爸需要做手术，就
直接把明恩送到陈玲家中。如今他出院了，接
明恩回家，明恩却哭喊着不愿意走。

从结对开始，明恩已经不再是陈玲家的客
人，而是家人了。

当时，明恩要来时，陈玲的爸爸妈妈怕做
的东西不合孩子口味，特意准备了很多种蔬菜
和水果。

去新华书店时，陈玲带着明恩看了好多的
童话书。明恩对《葫芦兄弟》爱不释手，最后
只拿了一本可以绘画的书。明恩说：“看的那
种书一会就看完了，画画的书能用很长时
间。”在陈玲多次劝说下，明恩才又选择了一
盒《葫芦兄弟》益智拼图。

郑素荣告诉记者：“我们要不断地与孩子
交流。因为帮扶的都是贫困儿童，他们受过打
击，不能让他们看到温暖，再让他们失去温
暖。孩子走多远，我们走多远。”

去年冬，弥景苑幼儿园18位老师领了18个贫困儿童回家过年。从此，他们一直联系———

今后的路，“妈妈”陪你走

方吕鸟笼：“笼痴”的家传绝活

□ 本 报 记 者 单 辰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徐金凤

寿光市营里镇老河口北临渤海莱州湾，地
势低平，有弥河、丹河等多条河流注入，附近
还有潍河、白浪河等入海，带来了丰富的营养
盐和有机物。水质的肥沃，为浮游生物繁衍生
长提供了良好条件，因此这里饵料生物种类繁
多，数量丰富。

蚂蚬大多栖息在风浪较小的内湾、且有适
量淡水注入的中低潮区，栖息地底质，以含沙
量为70％至80％的沙泥滩数量最多。老河口一
带海区无论地势、水质、饵料、盐度等各项指
标，都特别适合于蚂蚬的生态食性，从而诞生
了味道鲜美的寿光蚂蚬。目前，寿光蚂蚬主要
分布在老河口沿海一带的北纬37°16′—37°
18′、东经119°00′—119°05′的地域范围
内，总面积达3万多亩，年产量6000余吨。

12月21日，记者来到老河口沿海时得知，
寿光蚂蚬的养殖因冬季低温，已经进入休停
期。养殖户吴金文坐在办公室里，用计算器算
着今年的收成。

“老河口这片，我一共养了3000亩。”吴
金文说，“前几年行情好，近两年有所下滑。
一亩蚂蚬毛收入在七八百元，抛去成本500
元，一亩能赚200多元。”

吴金文称，自己养殖蚂蚬已有14年。蚂蚬
不用喂，但对水质要求高。水质好了就长得
肥，水质差了，可能除了蚂蚬皮啥都剩不下。

吴金文最喜欢吃妻子做的辣炒蚂蚬。“每
回炒蚂蚬，我都能吃3个馒头。”吴金文说，
妻子做的蚂蚬疙瘩汤更是一绝。

寿光蚂蚬学名为菲律宾蛤仔。在寿光市海
洋与渔业局第一次以寿光蚂蚬的名称申请国家
地理标志农产品时，被专家认为名称不合适而
拒绝了。后经重新修改申请材料、重新进行外
观评定后，申请成功。

寿光蚂蚬的贝壳呈三角卵圆形，具有前倾
壳顶，壳顶至贝壳前端的距离约等于贝壳全长
的三分之一。小月面椭圆形或略呈梭形，盾面
梭形。贝壳前端边缘椭圆，后端边缘略呈截
形。壳表面灰黄色或深褐色，有的带褐色斑
点。

寿光蚂蚬个体虽小，但味道鲜美，肉可鲜
食，亦可加工成蛤干。活体大量出口日本及东
南亚国家。同时，寿光蚂蚬营养丰富，味甘、
咸，有延缓衰老、降压、清热解毒等功效。

2009年，寿光蚂蚬被评为无公害产品，老
河口沿海一带作为寿光蚂蚬保护区，被评为国
家级健康养殖示范基地。目前，保护区的苗种
以自繁自育为主，通过划定亲贝繁育场，定期
进行寿光蚂蚬苗种的采集，选取规格整齐、大
小均匀、色泽鲜艳、壳厚适中的种苗进行底播
养殖。

在长期生产过程中，寿光人总结出“五
防”“五勤”管理经验，有效提高了蚂蚬的产
量。“五防”是指防洪、防暑、防冻、防人践
踏、防敌害；“五勤”是指勤巡逻、勤查苗、
勤修堤、勤清沟、勤除害。

现在，寿光依托企业成立专门合作社，实
行“企业+合作社+基地”的经营管理模式，
重点对蚂蚬实行统一苗种供应、统一质量标
准、统一产品和产地认证、统一技术管理、统
一包装销售的模式。

“肉质肥满、富有弹性，汤汁洁白浓厚，
海鲜味浓郁。”吴金文说，他这辈子和寿光蚂
蚬的缘分，还在继续。

寿光蚂蚬：

老河口的香蛤蜊

■寿光好味道

□记者 单辰 通讯员 王萍 报道
本报寿光讯 刘兴亮已连续4年为俄罗斯的客

户代收油瓜。“客户点名要何家村的油瓜，这里
产的油瓜品质好，耐运输，到了俄罗斯，就像刚
从大棚里摘下来的一样鲜亮。”刘兴亮说，寿光
油瓜瓜条直、黑、亮，上下色泽均匀，口感清
脆、香甜，无农药残留，多年来一直受到边贸客
户的青睐。

12月15日，记者来到稻田镇何家村一处油瓜大
棚内，只见满棚绿意，翠绿的油瓜挂满枝头。近
期，因光照充足，油瓜产量大增，更令种植户高兴
的是，油瓜的收购价格达到每公斤7元。

“全村600户，90%的人家种油瓜，仅油瓜大棚
就有1000多个，占地约3000亩。”何家村党支部书
记齐善堂说，一个大棚一季油瓜可卖21万元，刨除
人工费、农资成本费，净赚15万左右。有些种了两
三个油瓜大棚的，一年挣个二三十万元不成问
题。

黄瓜、茄子、彩椒、甜瓜、脆瓜……以前，何
家村的种植种类多且杂，跟风现象明显，没有形成
特色，种植效益比较低。2003年7月，在村两委的
多方组织考察下，村里开始试种油瓜。

油瓜的产量是普通黄瓜的1 . 5倍。在种植初
期，油瓜的收购价格是普通黄瓜的5倍。较高的种
植效益，让越来越多的村民改茬种上了油瓜。48岁
的齐好良告诉记者，2003年，村里仅有6户试种
植，第二年就发展到了14户，现在500多户都种上
了油瓜，年产量达到1500多万公斤。

2011年，何家村专门规划了高标准大棚种植
区，并成立了南吕何家蔬菜专业合作社，注册了
“南吕何家油瓜”商标。油瓜主要出口俄罗斯、哈
萨克斯坦等地，收购价最高时能达到15元/公斤。

齐善堂称，下一步，将为何家油瓜申请地理标
志产品。

寿光小油瓜

热销俄罗斯

□记者 石如宽 通讯员 孙霞 报道
本报寿光讯 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公布第四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通
知》，寿光卤水制盐技艺正式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实现了寿光国家级非遗项
目“零突破”。

寿光卤水制盐技艺是以地下卤水为原料，利用
滩涂，结合日光和风力曝晒、蒸发，制取饱和卤
水，进而结晶制取原盐的传统手工技艺。但随着社
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卤水制盐技艺越来越被人
们淡忘，老盐工逐渐减少，再加上制盐劳动环境恶
劣，条件艰苦，年轻人多不愿意从事此业，卤水制
盐技艺后继乏人。

寿光卤水制盐技艺保护工作专门负责人王
慧认为，此次卤水制盐技艺正式列入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对于保护卤水
制盐技艺，并使之得到传承、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寿光“非遗”

有了国字号

□记者 单辰 通讯员 纪方方 报道
本报寿光讯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短

短几年时间我就花掉了一辆奥迪A4L。”家住寿光
美林花园的张先生查看了支付宝“10年账单”后不
禁倒吸了一口凉气，短短几年时间竟然“败家”31
万多元。

张先生于2010年6月份注册了支付宝，此后各
种资金就开始在上面流动，包括购物、转账、余额
宝理财，发展到现在充话费，朋友AA制付款等。
“自从迷上网购后，服饰、电子产品、家居等物品
都是网购，还有给朋友转账和余额宝理财，断断续
续资金流动不少，不过没想到数字竟然这么大。”
张先生说，要是让他爸看到这个数字，得心疼好几
天。

12月8日，支付宝在对外发布10年账单的同
时，也公布了各省市2014年（截至10月31日）最新
支付情况，上海、北京、浙江位列人均支付榜单前
三名，山东在全国排名第18位，人均支付金额约
1 . 31万元。

数据显示，在山东17市中，青岛以人均19784
元的2014年人均支付金额位居榜首。在支付宝公布
的百强县名单中，山东6个县级市上榜。其中，寿
光今年人均支付金额12384元，在百强县中排名第
85位。

寿光

人均网购花费高

□记者 石如宽 通讯员 曹增海 报道
本报寿光讯 近日，羊口镇投资200余万元，

安装校车GPS定位系统和校园监控系统，实现了校
车、校园数字监控全覆盖。

羊口镇教办在全镇25辆校车上全部安装了当
前最先进的GPS定位系统。该系统能够随时对校车
内的画面进行传输，在监控室内就能观察到校车
的运行路线及校车内学生、司机和跟车人员的动
态。同时，对全镇3处中小学、5处幼儿园全部更
新了数字高清视频监控系统，淘汰了原来图像不
清的模拟信号系统。在校园门口、教室内、教学
楼走廊、楼梯处、功能房、餐厅、食堂操作间等
安装了620个数字高清红外夜视摄像头，对校园实
施全天候全方位录像监控，每个监控点图像特征
都达到清晰可辨。各单位都设置监控中心，专门
安排工作人员24小时全程值守，通过监控平台进
行实时动态监察，及时发现校车、校园内的不安
全因素。

羊口校车

实现监控全覆盖

□ 本 报 记 者 戴玉亮 单辰
本报通讯员 杨晓洁

67岁的张成泉是寿光有名的鸟笼收藏
家，家中藏有几十个鸟笼，件件做工精致，
艺术价值不菲。

“鸟笼大致可分为南方笼和北方笼。南
方笼边条多是弧形、笼形多变，有圆形、方
形、六边形，以小刀细刻见长；北方笼意境
粗犷，以圆形或方形为主，以黄色为主调，
刀法不一。”张成泉说，所有藏品中，最让
他喜爱的还是寿光本地的方吕鸟笼，技艺精
湛、堪称完美。

说着，张成泉拿出他珍藏的“红靛颏”
鸟笼，其上浮雕栩栩如生，人物神情、形态
惟妙惟肖。“这是方吕鸟笼第三代传人王阳
烈的中意之作。”张成泉说，此笼用竹脆、
硬，纵向雕刻难度极大，在其上雕刻人物、
花草、鱼虫等，耗费精力高于其他种类的笼
数倍。

“这种鸟笼，王阳烈当时只做了3个，我
有幸收藏了其中一个。”张成泉说。

方吕鸟笼制作技艺起源于寿光市上口镇
西方吕北村。据民国《寿光县志》记载，西
方吕北村的王岱海在清代便开始制作雕刻鸟
笼，技艺精湛，外地人称他制作的鸟笼为方
吕鸟笼。

12月20日，记者来到第四代方吕鸟笼制
作技艺传人王洪吉家中，朴素的环境，让陈
设着的鸟笼尤为显眼。“从学手艺到现在，
近30年了，每个鸟笼都有我对生活的理解和
感悟。”王洪吉自称“笼痴”，这门家传手
艺对他来说，一生都不能割舍。

从小看老辈做鸟笼，等到自己真正学起
来却苦得很。“光雕小人儿就学了5年。”谈
及当初学艺的情景，王洪吉记忆犹新，“为
了学会用钻，我偷偷拿钻头钻家里的炕沿，
结果被爷爷骂了，因为当时钻头很贵。”

如今，摆在工作台上的“十八般武器”
全都是王洪吉亲手制作的。“外面卖的刻刀
不是太宽就是太厚，刻不出我想要的纹理。
用自己的刻刀和锉刀，才能打磨出自己的作
品。”王洪吉说。

鸟笼雕刻在文革中属“四旧”，到改革

开放时，鸟笼几乎不再雕刻图案。王洪吉在
恢复部分花草图案的基础上，根据记忆把失
传的一些图案刻了出来。“这是挽救咱老手
艺的必经过程。”王洪吉说，为了更专心地
做好鸟笼雕刻，他把村文书的工作都辞了。

鸟笼有着悠久的历史。如今，鸟笼已经
逐渐由一种传统的实用器具发展成为极具欣
赏价值的艺术品，在扎制工艺上也更加精益
求精。从王洪吉的鸟笼上可见，笼脚、笼
门、抓手、把子等处雕刻着“耕读渔樵”、
“琴棋书画”及“八仙过海”等传统图案，
雕工精美，人物栩栩如生。

一般一个标准鸟笼由9根梁、18根柱子支
撑，故有“九梁、十八柱、七十二根撑”之
说。

方吕鸟笼因其外形分为圆形和八角形两
大类。圆形鸟笼适合饲养画眉和红靛颏，笼
门刻有“一人拉驴”或“三人拉驴”图案，
撑子刻有山水、葫芦、西瓜、葡萄等，卡子
刻有石榴、桃、牡丹、蝴蝶、佛手等。八角
鸟笼适合饲养百灵鸟，其底座大圈上刻有篆
体“鸟语花香”或“琴棋书画”等，顶端圆
盘上刻有宝葫芦，这是方吕鸟笼的主要标
志。

“满打满算，每年只能做 8到 1 0个鸟
笼。”王洪吉称，从选材、钻孔到一刀一刀
地雕刻，每步工序都要用心，每件作品都得
是精品。

“去年，一个外地买主过来拿鸟笼，拿
到手后就舍不得放下了,一边看一边赞叹。当
时我觉得特别幸福，那种被人赏识和认可的
感觉好极了。”王洪吉笑称。

据介绍，方吕鸟笼因其做工精细、制作
工序繁杂、艺术附加值较高，一般一个鸟笼
价格在1000元至3500元，其中精品鸟笼价格高
达上万元。

2008年7月，方吕鸟笼制作技艺被评为寿
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2011年4月，被评为潍
坊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单辰
报道

方吕鸟笼
的笼顶装饰独
具匠心。

□高斌 王兵 报道
12月16日，气温降至

0℃以下，寿光市洛城街道
浮桥小学4年级1班的教室里
却温暖如春。校长韩长海
说：“今年学校在升级变压
器、改造电线线路后，统一
安装了碳晶发热板取暖。”

据悉，寿光今年实施供
暖改造的小学和幼儿园共有
64所，共安装碳晶发热板
5738块、空调111台、变压
器32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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