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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戴玉亮 单辰
本报通讯员 王洪泉

1月16日上午，63岁的仉松三正在侯镇仉家
村的村委大院里，检查春节期间要用的龙灯。

“1978年，村里扎制了两个龙灯，一直用到
现在。”仉松三说，过年少不了舞龙灯，现在要
提前检查好。龙头、龙眼和龙筋最容易坏。近几
年舞龙灯的场合多，每年都得大修一次，去年刚
补了龙身。

据仉松三介绍，龙灯的龙头处最大直径为
1 . 2米、龙身直径0 . 9米，身长35米。“一个龙头
20公斤，龙尾8公斤。”仉松三说，一条龙10个
人舞，整个龙灯队伍人数达50余人。舞一场下
来，龙头演员就要换3个，龙尾也要换1个，不然
根本撑不下来。

“龙灯最开始是用毛边纸糊的，特别容易损
坏，每舞完一场都要修。”仉松三称，后来改成
布料之后，每年一修，“过了春，村里的龙灯师
傅们准备重新扎制龙头龙尾、绘制图案，让龙灯
焕然一新。”

仉家龙灯包括制作和表演两部分。龙灯制作
作为一项传统的手工技艺，伴随着舞龙灯这一民
俗活动而出现。每年春节、元宵节、中秋节等重
大节日，都会有隆重的舞龙灯活动。

相传在清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寿光县
侯镇仉家村一位百岁老人在休息时，梦到了一青
一红两条龙在云间翻来覆去、张牙舞爪，十分威
武。老人醒来后，将梦境向同村的仉永军描述，
仉永军受到老人启发，决定扎制龙灯。

找到扎制龙灯的材料后，仉永军参照侯镇龙
王庙中两根顶梁柱上的龙样图案，再结合自己的
想法，一点点扎制而成，历时3年。仉永军扎制
了青龙和火龙各一条，龙珠也是青红各一颗。做
好后，仉永军开始琢磨舞龙走场的姿势和步子，
让村民瞧瞧，拿拿主意。经反复实践，仉家村民
落实了舞龙的基本动作。农闲时，挑选村里年轻
力壮的小伙子进行排练。逢年过节，仉家村民便
开始龙灯表演，深受群众欢迎。

为更好地配合龙灯表演，村民又相继扎制了
闹海的鱼、鳖、虾、蟹等灯。每逢舞龙，闹海诸
灯前边引路，后面双龙舞动，蔚为壮观。民国二
十九年（公元1940年）正逢庚辰岁龙年，仉家龙
灯应邀去潍县、青州、羊口等地表演，赢得满堂
喝彩。

当时兵荒马乱，仉永军最初扎制的一对龙
灯，一个被偷走，另一个在一次失火中被烧毁。
随后，仉永军将扎制龙灯的技艺传给了同村的仉
成之。

1968年，年近80岁的仉成之有了再次扎制龙
灯的想法，仉家村人非常支持。在仉成之的指导
下，村里30多个村民耗时3个月时间，重新扎制
了一对龙灯，至今仍被仉家村人妥善保管着。

仉松三称，龙灯的扎制包括扎、糊、画3个
步骤，取材因地制宜，包括竹子、粗铁丝、苘
麻、颜料和蜡烛等。

“整个龙灯以竹子做骨架，外面先糊好布再
画。”仉松三说，龙头工艺最复杂，扎制出框架
后，苘麻做胡子，还要装饰丝带和铃铛，占了近
一半的扎制时间。

“龙身共9节，每节放两支蜡烛。”仉松三
称，每支蜡烛燃烧约半小时，顶端有口，方便更
换蜡烛和出烟。“龙灯师傅需要具备高超的造型
能力，设计制作好的龙灯，无论舞龙人步伐和动
作多大，都必须保证内置蜡烛立而不倒。”

舞龙灯是仉家村人的独门绝技。其表演独
特，情节变化繁多，尤其是夜晚点上蜡烛时显得
格外威风。每到一处，锣鼓喧天，烟花爆竹齐
鸣，烟雾弥漫，仿佛真龙从雾中来。

“双龙舞动，来回穿行，上下翻飞，宛如活
龙现世。”仉松三说，似久别重逢的夫妻，相亲
相爱、恋恋不舍，“锣鼓声渐紧，二龙昂首张
口，步伐铿锵，突然龙嘴喷出一团火，颇为震
撼。”

“有卧龙、小摆尾、大摆尾、二龙戏珠和拜
八方等十几种花样。”仉松三说，如今的仉家龙
灯队伍每到一处，都是人山人海。

2008年7月，仉家龙灯制作技艺被列为寿光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2011年4月，被列为潍坊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

仉家龙灯：扎制、表演皆绝活儿

□ 本 报 记 者 单 辰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张兴德

1月18日，正值周末，市民外出增多，部
分私家车主瞅准“商机”，用私家车载客赚
钱。

上午10点，记者在寿光市渤海路与新兴街
路口的新华书店旁站了不到10分钟，就有4辆
私家车上前询问是否坐车。当记者说明前往
沁园小区时，一私家车主称，“打车8元左
右，你给我12元就行。”记者追问高价的原因
时，此人称现在很难打到车，“我的车比出
租车舒服，贵点是应该的。”

近年来，“黑出租”与正规营运的出租
车争抢客源，严重扰乱了寿光的客运出租车
市场秩序，威胁到乘客的生命财产安全。记
者从寿光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2014年至今，
寿光已查处65辆非法营运“黑出租”。

“黑出租安装‘小红灯’有偿拉客，在
人流量较大场所聚集待租，专跑城乡公交线
路与公交车抢客等情况近来愈演愈烈，必须
及时遏止，防止其势头上扬。”寿光市交通

运输局运管处副主任王玉忠称，该局将联合
公安、城管等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打击
“黑出租”专项整治活动。

潍坊科技学院南门口一度是寿光“黑出
租”聚集较多的区域之一。2014年6月的一个周
末，很多学生放假后需要乘车到汽车站。在校
门口，寿光市交通运输局运政执法大队执法人
员发现，一辆私家车驾驶员张某正在与两名学
生交谈，讨价还价后，双方商定车费为20元。
执法人员一路跟随，待张某与学生在汽车站
交易时，现场录像取证并将车辆拦截。

执法人员将张某与两名学生分别询问
后，两名学生承认张某确实收取了20元车费，
张某也承认了其非法营运的事实。根据《山
东省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六十九条规定，
执法队员对其处以5000元的罚款，并责令张某
写下了保证书。

“5000元是最低限度处罚，如果张某再次
从事非法营运，将按最高限度3万元进行处
罚。”王玉忠说。

2014年12月23日，一辆面包车正在羊口镇
职教中心门口待客，车内放置着空车指示

灯。执法人员将车辆拦截后，在车内找到了
驾驶员韩某的出租名片、空车灯等相关证
据，随即将车辆扣留。经询问，韩某在职教
中心门口拉客数月，根据规定，韩某同样被
处以5000元的罚款。

“严管重罚，使黑出租无便宜可赚，主
动放弃非法营运。”王玉忠告诉记者，去年
以来，执法人员采取明察暗访、布点监控、
错时巡查、社会举报等多种方式，先后查处
了65辆非法营运车辆，起到了较好的威慑效
果。

“乘坐黑出租，市民的人身、财产安全
均无法得到保障。”王玉忠称，“黑出租”
无营运手续，车辆安全技术状况较差。黑出
租车司机遇到执法检查时往往慌不择路、急
速行驶，极易引发安全事故。

另外，“黑出租”因未在交通运输管理
部门登记备案，乘客财物一旦遗漏在车上，
线索全无，难以找回。“最重要的是，黑出
租属于非营运车辆，保险不全甚至没有保
险，一旦发生事故造成人身伤害，乘客无法
得到保险赔偿，合法权益无从保障。”王玉

忠称。
“市民主动提高防范和抵制乘坐黑出租

的意识，是打击黑出租的最好办法。”王玉
忠说，因“黑出租”的隐蔽性和流动性，查
处并不容易。如果“黑出租”和乘客上车便
完成交易，并约定好说辞，即便执法时将
“黑出租”拦截，也没有足够证据认定其为
非法营运。

寿光某企业职工张鹏称，“黑出租”整
治是全国性问题，近来更是发生了多起因乘
坐“黑出租”而引发的恶性事件。“寿光重
拳打‘黑车’，保护了老百姓和合法出租车
的权益，我第一个点赞。”

同时，也有部分市民认为“黑出租”虽
不合法却有需求市场。“我老家在营里镇吴
营村，每逢放假坐公交车回家只能到镇区，
离我们村还有十多公里，不坐黑出租还真不
知道怎么到家。”学生吴珂说。

“遇到特殊天气和上下班高峰期，城区
很难打到车。”寿光市民吴浩说，如果正规
出租车数量能满足市民需求并不拒载，那么
没人会乘坐高价的“黑出租”。

寿光严打“黑出租”
已查处65辆，最高可罚3万元

□ 本报记者 单辰 戴玉亮

寿光古城街道被誉为“西红柿之
乡”，有悠久的西红柿种植历史。此地种
植的西红柿主要有大果、樱桃、中果等3
种类型，其中，樱桃西红柿是其特色。目
前，古城樱桃西红柿种植面积达3万亩，
年培育樱桃西红柿种苗1亿株，年产优质
樱桃西红柿20万吨。如今，古城已是全国
最大的西红柿生产经营集散地。

古城街道属于平原区，地势平坦、排
灌方便，土壤多为潮土和砂礓黑土，土质
疏松、肥沃、土层深厚，富含有机质，且

属暖温带季风区大陆性气候。因其独特的
地理和气候条件，古城街道高产亦蔬亦
果、口味独特的樱桃西红柿。

近年来，随着新品种、新技术不断推
广应用和标准化生产的进一步规范，古城
西红柿质量不断提高，不但口感纯正、色
泽鲜艳，且颜色、形状、大小各有特色。

1月17日，记者来到古城街道后王村
时，村党支部书记王之华和妻子正在自家
樱桃西红柿大棚里忙活。

“樱桃西红柿和大西红柿轮茬种
植。”王之华说，每年12月至次年4月是樱
桃西红柿的种植期，7月至12月就换种毛粉

西红柿。轮茬养地，增加产量。
根据农业部相关规定以及古城西红柿

特定的人文历史和自然生态环境条件，
2012年11月，寿光市划定古城西红柿农产
品地理标志地域保护范围为：古城街道所
属各村境内，地理坐标为：东经118°43′
～118°51′，北纬36°54′～36°58′，
总生产面积2000公顷。

“古城街道驻地以东8里、以西6里、
以北5里、以南6里的范围内，是全市最适
宜种植西红柿的区域。”王之华说，因为
土壤、气候适宜，管理经验丰富，同一个
品种的柿子，古城种出来的口感最好。

后王村作为古城几个西红柿种植大村
之一，目前已有1600亩的西红柿种植面
积。“管理跟得上的大棚，一亩能产3500
公斤樱桃西红柿，一般的也能产2500公
斤。”王之华称，因产量高、品质好，后
王村的樱桃西红柿备受市场欢迎。

古城樱桃西红柿除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可溶性固体物质外，钙、锌、钾等营
养元素的含量较高。“含维生素 C ≥
10 . 0mg/100g，可溶性固体物≥2 . 9%，钙
（4～13 . 8）mg/100g，锌（0 . 23～0 . 91）mg
/Kg，钾≥130 . 60mg/100g。”王之华说，
味道甜中带酸、营养丰富，夏秋季节最为
畅销。

“说西红柿是蔬菜，这是专业的说
法。”王之华称，而在生活中，人们经常
把西红柿当做水果食用。尤其是樱桃西红
柿，可完全当做水果食用，也可用来制作
西餐和甜点。

“我家有3个大棚，每年种植樱桃西
红柿的毛收入在12万元左右。”王之华说，
自己也算是樱桃西红柿的种植行家了。他
栽种的樱桃西红柿品种为“粉贝贝”，种植
成本1公斤在3元左右，“行情好，能卖到
10元1公斤。口感好，不愁卖。”

■寿光好味道

樱桃西红柿：亦蔬亦果

仉家龙灯排练现场。

□记者 单辰 通讯员 桑宏香 报道
本报寿光讯 “我103岁了，没想到能熬到今

天的好生活。儿女们照顾得好，想吃什么吃什么，
政府每月还给发着高龄津贴。”稻田镇东菜园村百
岁老人李金婵靠在床边的暖气片上，说起现在的好
政策，老人连连夸赞。

记者从寿光市老龄办了解到，2014年，该市像
李金婵一样享受到高龄补贴的老人已达3600多位。
其中为2600多名90周岁以上老年人发放高龄津贴210
多万元，为1016名80周岁低保老年人发放高龄津贴
140万元。

为保障高龄老人的基本生活，推动社会福利向
普惠型发展，从2009年起，寿光对100周岁以上老
人发放高龄津贴，2013年7月1日起高龄津贴惠及寿
光本地90周岁以上老人，2014年高龄津贴惠及寿光
本地80周岁低保老人。与此同时，寿光不断提高高
龄老人长寿生活补贴金，2014年，90周岁到99周岁
的老人每人每月60元，100周岁以上的老人每人每
月达到600元。

去年发放高龄津贴

350多万

□记者 单辰 戴玉亮 报道
本报寿光讯 近日，寿光150名家庭困难的听

力障碍残疾人得到寿光市残联免费发放的助听器。
与往年相比，这次配发的助听器验配更加精细、声
音更加柔和、刺激性更小，有效保护了患者的残余
听力，帮助听障患者脱离无声困扰。

年过50的徐春英是受益者之一。年轻时徐春英
因为听力受到刺激，导致听力衰弱，家人便为她凑
钱买了一个简易的助听器，但效果并不好。为了省
钱，她只能凑合着用。听说这项惠民政策后，家人
为徐春英报了名。工作人员根据她的情况，为她配
备了一个新型助听器。经过技术人员细心调试后，
工作人员跟她说的每一句话，徐春英都听得很清
楚。“多亏这次听力助残行动，让我免费戴上助听
器，解决了生活大麻烦。”徐春英说。

助听器配备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尤其是对经济
困难的残疾人家庭来说，因此许多听力障碍患者放
弃佩戴助听器，从而造成生活不便。为了给听障患
者带来便利，寿光市残联特地邀请了济南听力专家
和技术人员为大家进行听力测听、佩戴安装、调试
等工作，整个过程全部采用电脑验配和数码编程，
并细心指导听障患者如何正确使用和维护。

“戴上助听器，听到了清晰的声音，说话终于
不用那么费劲了。”来自上口镇的王先生说出了大
多数听障患者的心声。

150套爱心助听器

送给听障患者

□记者 单辰 通讯员 郝昆仑 报道
本报寿光讯 “以后可以刷卡乘公交车，再也

不用为坐车准备零钱烦恼了。”1月19日，寿光市
民刘蕾拿着刚办好的公交卡在商务小区坐上环1路
公交车时对记者说，她前段时间刚回寿光上班，每
天都坐公交车，提前准备零钱非常麻烦，现在上车
刷卡，不仅方便，还有优惠。

寿光从2014年8月开始办理城市公交IC卡，截
至目前，已办理普通IC卡5000多张、老年IC卡8000
多张、爱心IC卡500张。普通IC卡乘车享受9折优
惠、老年IC卡和爱心IC卡乘车免费。现在运营的
108辆公交车，全部实现了上车刷卡。

108辆公交车

可上车刷卡

□ 本报记者 单辰 本报通讯员 王兵

1月18日，在寿光市烈士陵园，几十位市民前
来参观游览，并寄托对烈士的缅怀和崇敬之情。

“去年清明节，学校带孩子们来烈士陵园为
烈士扫墓，了解到烈士们的事迹后，孩子很受鼓
舞。”游客李明华说，现在烈士陵园绿树成荫，
周末带孩子过来，缅怀英烈之余，也能放松一
下。

寿光市烈士陵园始建于1959年，占地120亩，
是省人民政府批准的省级重点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单
位。园区由游览观赏区、瞻仰区和烈士墓区三部分
组成。游览区主要建筑有古式大门、观荷池、观鱼
池、假山、蘑菇亭等，现有有名烈士3561名、无名
烈士284名。

为进一步弘扬革命传统，打造爱国主义教育主
阵地，提升城市文明形象，近年来，寿光投资1500
万元对园区进行了全面整修改造。对原革命烈士纪
念堂拆除重建，2010年4月起免费对外开放。

烈士纪念建筑物的保护性修复工作也在加紧进
行。“先后对园区大门、二门、解放寿光纪念碑和
纪念亭等建筑设施进行了大修，将烈士墓碑统一更
换成卧式大理石碑，硬化了墓区道路和烈士纪念广
场。”寿光烈士陵园负责人李东生称，目前整个园
区烈士纪念设施、烈士档案遗物等保护完好，设施
无破损、无锈蚀、无涂抹、无人为损坏现象。镌刻
的题词碑文、烈士名录清晰，用字规范，无褪色或
脱落。

为更好地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和红色教育主阵地
的作用，寿光市旅游局将烈士陵园确定为红色旅游
线路，每年前来参观游览、休闲健身的游客和市民
达10万人次以上。

“在保证园区肃穆整洁的前提下，寿光先后投
入60万元对园区进行了绿化美化。”李东生说，共
栽种银杏、玉兰、海棠、樱花、黄杨、红枫、龙柏
等名贵树木3000多棵。另外，园区自行繁育了月
季、冬青、蔷薇等花卉苗木。

“烈士陵园成了植物园。”寿光市圣城小学学
生刘木林说，他平时喜欢搜集关于树木的各种知
识，“在烈士陵园，可以亲眼看到许多以前只能在
书本里才能看到的树木，太漂亮了。”

烈士陵园每年迎客

10万人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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