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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戴玉亮 单 辰
本报通讯员 王洪泉

4月6日上午来到寿光市侯镇李桥村村民
张秀芬家里时，看到屋内的5个盖垫上摆满
了大小相仿、花样繁多的面塑，个个色彩
艳丽、形象生动。

“二十几岁就跟着老人们捏面塑，到现
在捏了快40年了。”张秀芬说，刚学面塑那
会儿，会捏的花样少，基本上除了小狗就是
小鸟，手工也不精致，“后来自己慢慢琢
磨，会捏的就多了，现在造型能有二十几
种，样子也没以前那么笨了。”

李桥面塑俗称“面狗”，始于清末，盛

于民国，是侯镇李桥村的一项传统手艺。制
作的面塑都是一些可爱的物件，寄托了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农历四月十三，李莪华
庙会是侯镇一年一度的盛事。当地流传着一
句话：没有面塑，不成庙会。可见面塑在当
地生产生活中扮演的角色。

“今年我赶了东疃、大家洼、台后三个
庙会，每个庙会都能卖500个左右。”张秀
芬告诉记者，现在孩子们的玩具种类繁多，
能跑的、能飞的比比皆是，传统面塑的发展
受到很大限制。

“只有不断创新，捏出新花样，才能讨
人喜欢。现在我也会捏飞机、卫星、轮船和
汽车，一些年轻人也挺感兴趣。”张秀芬
说。

据记载，在清末，益都县（今青州市）
马兰庄人带着一些小狗小猫、小鸡小鸟等小
动物模样的面制品赶南皮庙会，栩栩如生。
李桥村民颇感兴趣，便买回一些仔细观察、
研究，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面塑制作技
艺。

“因为花样增多、手工又好，到后来，
寿光各地的庙会上卖面塑的都成了李桥人，
‘李桥面狗’的招牌也就树起来了。”张秀
芬说，自己和老伴还种着3亩地，下雨阴天
不下地，就在家捏“面狗”，“赶上庙会就
拿去卖，卖多卖少没啥。我看着还有人对咱
这手艺有兴趣，心里就高兴。”

据张秀芬介绍，制作“面狗”的面团要
软硬适中。“太软，造型站不住；太硬，捏
起来费劲。”张秀芬说，原先，面塑玩够
了，孩子们会吃掉，所以填充物是一些花

生、地瓜干等，现在更多用玉米秸秆填充。
“做好造型、填好内里，‘面狗’的雏形就
出来了。上笼蒸熟、着色后就是成品了。”

“简单的‘面狗’一个卖5毛钱，复杂
点的一个才卖1元，并且只在庙会出售。如
今百姓致富的路子多，‘面狗’卖得贱，捏
‘面狗’的越来越少了。”说起李桥面塑的
现状和发展，张秀芬觉得有些无奈。

据介绍，上世纪80年代是李桥面塑的辉
煌期，村里有100多人从事这个手艺。到90
年代，村里仍有几十人在做。

“如今村里仅有十余人在做，且都是年
龄60岁以上的老年人。”75岁的村民李广林
说，李桥村有300多户居民，村民收入主要
以蔬菜种植为主。现在村里建有近80个蔬菜
大棚，再加上几百亩的露天大葱田以及十余
个建筑队，曾经家喻户晓的面塑正在淡出他
们的生活。

“李桥面塑作为民间艺术，其价值不能
用金钱来衡量。它是祖辈们智慧的结晶，我
有责任和义务继承和发扬下去。”张秀芬告
诉记者，村里下一步将考虑组织老艺人们开
班授课，让更多年轻人加入到面塑行列中
来，加大创新力度，让李桥面塑走出去。

2013年7月，李桥面塑被列为寿光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

□ 本 报 记 者 单 辰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侯增梅

在寿光网开心论坛上，一位网友发的一篇
名为“高价请月嫂，你觉得有必要吗？”的帖
子引起热议，跟帖数量众多。

截至4月14日记者发稿时，有67%的网友表
示支持或中立，认为“有条件就请月嫂，没条件
就自己带，视情况而定”，而33%的网友则持反
对意见：谁还没生过孩子，花那钱没必要。

为进一步了解不同年龄的市民对于该问题
的看法，记者近日到寿光市区的几个人群密集
场所，作了随机采访。

“月嫂可是请不得，还是自己来照顾比较
好。去年10月，我家对门的姑娘生孩子，特意
花高价请了月嫂，结果闹了一肚子气。”在人
民广场，71岁的寿光市民张秀莲说，“月子餐
做不好，照顾孩子也不周全。有一次忘了换尿
布，孩子的屁股都‘淹’红了，谁也不如自己
对孩子上心。”

一旁正在陪小孙女踢毽子的范桂香说：

“儿媳妇要了第二胎，我们老俩口还得照看孙
女，到时候肯定忙不过来。本来打算请个月
嫂，结果听张大姐说了这个事，我们都不敢请
了。”

在银海路中百大厦东门，郑永强一家三口
刚从超市出来。当记者问及如何看待请月嫂这
件事时，郑永强说：“我媳妇前年生孩子，家
里就给请了月嫂。一开始也是不放心，但接触
了几天，发现人家很专业、很上心。”

“那个月嫂不做完手头的事不回家，每天
晚走半个多小时很正常。”郑永强说，多亏了
月嫂，不然自己抱孩子的姿势不对都没人教。
“花这个钱挺值的，人家这么卖力，挣的也都
是辛苦钱。”

近年来，随着市民育儿观念的改变，寿光
月嫂需求量逐年上升。

“月嫂紧缺，很多已经预订到了今年8月。
可以说，现在是一‘嫂’难求。”寿光市妇幼保健
医院母婴护理管理部负责人杨洪兰说。

去年11月，家住现代小区的侯春晓请了月
嫂后，发现对方根本没经过培训，也没有上岗

从业证。
“月嫂不等于保姆，月嫂具备更专业的知

识，上岗前应接受包括催乳、月子餐、乳房按
摩、观察产妇腰疼恶露、观察新生儿黄疸、脐
带护理、帮助产妇产后心理疏导避免产妇抑郁
等一系列专业培训。”杨洪兰认为，有必要的
话，可以对月嫂进行提前面试，详细检查对方
的资格证书等。

“就算请得到，我也请不起。”31岁的市
民史鹏成说，“不是经济上负担不起，而是我
不想花高价请一个高傲的月嫂。本来家庭氛围
挺好的，结果月嫂一来，全家还得迁就着
她。”

史鹏成说出这番话，是因为2年前自己花
了8000元给爱人请了一名“专业”月嫂，却因
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月嫂使性子“半路走
人”，史鹏成全家受了窝囊气不说，还不得不
重新花钱请了另外一名月嫂。

去年是农历马年，是一个“生育高峰
年”。国家单独二孩政策出台后，家政公司的
月嫂也跟着吃了香。“我们这儿的月嫂，最贵

的首席技师月薪过万元。不过市场上用这种顶
级月嫂的客户较少，一般会选择星级比较低的
月嫂。”寿光阳光大姐家政公司工作人员徐倩
说。

阳光家政员工程兰兰从事月嫂工作已经5
年，“从去年到现在几乎没歇过，通常都是这
个月还没做完，下个月的班已经排满了。”程
兰兰说，“人们的育儿观真的转变了。”

由于月嫂价格持续走高，越来越多的准奶
奶和准外婆加入到培训行列，学习护理产妇和
婴儿的知识和技能。

50岁的刘洁今年从单位退休。前段时间她
女儿怀孕了，为了将来能更好地照顾女儿和外
孙，她便去参加了姥姥班培训。“收获很
大。”刘洁说，“纠正了一些错误的老观点，
比如不让捂月子，生完孩子不能立马吃大补的
东西等。”

针对市民如何挑选月嫂，杨洪兰也给出了
建议：一定要去正规机构，选定月嫂前，要查
看月嫂的信息记录，包括客户评价、从业年限
和工作记录等。

□ 本 报 记 者 单 辰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杨晓洁

4月13日，在寿光市圣城街道父子侯村
一个农家小院里，68岁的葫芦艺人侯澄泉正
在他的工作室里忙活，各种毛笔和大小粗细
各异的刻刀，把房间点缀得颇有文化味。
“墙上的山水画是我自己创作的，刻刀也是
自制的。”说起葫芦，侯澄泉打开了话匣
子。

“由于家境贫困，我年纪很小就辍学回
家了。”侯澄泉说，因为喜欢画画，辍学后
开始在家自学，“20岁的时候，我去给人家
画嫁妆，在镜子、衣橱上画上牡丹、花鸟等
图案，挣的钱很少，甚至都不够买日常画画
所需的材料。”

1990年，侯澄泉来到淄博陶瓷厂当起了
画师，一干就是3年多。在这里，英雄找到
了用武之地，不管是画高大的影壁墙还是小
小的托盘、茶杯，侯澄泉都得心应手。各种
陶瓷器皿，经侯澄泉的巧手点化，山山水
水、花花草草，不同时代的人物都形神兼
备，好像整个物件都有了生命。许多客商慕
名而来，点名要侯澄泉的作品。

“一开始我不会刻葫芦。”侯澄泉说，
当时祖父爱养蝈蝈，特别想要一个葫芦蝈蝈
笼，但市场上没有卖的。在淄博工作的时
候，侯澄泉在市场上见到了葫芦蝈蝈笼子，
葫芦上刻着字画，特别精致，就特意买了两
个。

“1994年，我放弃了画师的工作，回到
寿光老家照顾家人。”侯澄泉说，回家后，
自己在家种上葫芦，制作刻刀，开始自学起
刻葫芦。只要报纸杂志上有好看的图案他就
收藏起来，作为刻葫芦的参考资料。

从2001年开始，侯澄泉的葫芦已经连续
参加了8届寿光菜博会。普通的葫芦一两块
钱一个，可经过他的手就成了艺术品，每个
可以卖到30元。雕刻的葫芦就更贵了，价值
上百元。

据了解，工艺葫芦的基本表现手法是线
刻，所刻画内容有人物、山水、花草、鸟兽
和诗文等。虽然它与牙、玉、木、石雕刻所
用的材质及表现手法不同，却有异曲同工之
妙。

“用特制钢针在葫芦表面以极细的线条
刻出山水、花鸟、人物和文字，然后涂上松
墨，令其线条明晰生动。”侯澄泉说，随着
历代民间艺术家的不断发展创新，工艺葫芦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工艺葫芦融诗书画
于一体，成为人们馈赠、欣赏和收藏的艺术
品。

据侯澄泉介绍，所谓“刻”，分为两
类。一类先用瓦、木和纸浆做出模子，并在
模子内侧雕出各种图案，或花卉、动物，或
人物、文字，然后套在正在生长中的葫芦
上。等葫芦长大长老，再取下模子，各种图
案便“长”在上面了。

模子有官模、民模之分。前者为名宦大

官雇能工巧匠所刻，后者则为平民百姓自
制。《清稗类钞·刻葫芦》记载：禁城园御
旷地，遍植葫芦。当结实时，断木成范（模
子），其形或为瓶，或为盘，或为盂，镌以
文字及各种花痕，纳葫芦于其中。及成熟
时，各随其范之方圆大小自为一器，奇丽精
巧，能夺天工，款识隆起，宛若砖文，乾隆
朝所制者尤朴雅。

另一类“刻”，则是葫芦收摘、干燥
后，直接用刀在上面雕刻。《清稗类钞·徐
某刻葫芦》记载：道光中叶，有徐某者，能
以玛瑙厚刀押葫芦阳文。所制有三小儿斗蟋
蟀圆册子，凡虫及牵草小儿注视状，面目各
异而阳文突起，极勾勒，不见一毫斧凿痕。

其盖即用本身之顶，或海棠，或葵花瓣，
刀削之，稍仄掩上，提携不坠。

雕刻葫芦多在于刀工技法是否娴熟，
刀法轻于金石、重于微雕。点、挑、划、
拉、刺、勾，轻重有致，要求精细、费工
较多，不能用电动或机械，所以要求高、
效率低。

“对于这种难度极大的手工技术，年
轻人多不愿学习。但这种高雅的民间工艺
品，有较高的欣赏和收藏价值，因此也具
有巨大的市场空间和经济潜力。”侯澄泉
说。

2010年7月，工艺葫芦制作技艺被列为
寿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 本 报 记 者 单 辰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纪方方

“火烧刚烙好，最好用布袋装。袋子一定别系
口，被热气一捂就不好吃了。”4月11日临近中
午，寿光西关小学附近的一家火烧店门前排起了长
队，店主黄龙涛一边用土炉烤制店里的招牌“角子
火烧”，一边招呼客人。

黄龙涛已经做了近40年的火烧。“除了角子火
烧，我还会大包酥糖火烧、肉火烧、盘瓤火烧和小
包酥火烧等十几种。但有些工序繁琐，忙不过来就
不做了，现在经营的主要是角子火烧、糖火烧和肉
火烧。”黄龙涛说。

黄龙涛的姥爷林家齐，年轻时是寿光县出了名
的“火烧王”。他当时的门店开在东关，叫东关林
记火烧铺。“只要有集市，姥爷就去赶，最远能到
侯镇、上口一带。”黄龙涛说，“每天早上，姥爷
两点起床做一木箱火烧，5点多带到集上卖，用布
盖着，火烧一上午都不会捂‘塌’，散集前就卖得
一个不剩了。”

“那会儿连青岛和淄博等地的客人来，都不忘
从姥爷那捎上几个角子火烧带走。”黄龙涛说，自
己高中毕业后开始跟着姥爷学做火烧。1987年，黄
龙涛租了个店面，开始经营火烧。“当时我卖一个
月火烧的收入，差不多赶上当老师的亲戚一年的工
资了。”说到自己的火烧营生，黄龙涛颇为自豪。

想要做出口感上乘的角子火烧，用黄龙涛的话
说，是“三分打，七分看炉子”。“烤火烧用的
煤，都是我亲手调制的。”黄龙涛说，“三分之一
土、三分之二煤，这样火候好掌握，烤好的火烧外
酥里嫩，格外好吃。”

“和面要用老面，而且季节不同，和面的水温
也不同。”黄龙涛说，“冬天水温要高、夏天水温
要低。水温不跟季节走，老面就容易发酸。一旦面
完了，今天的买卖就完了。”

和好面，黄龙涛就开始研制八角粉。“选颗粒
大、色泽棕红、香味浓的八角，上炉烤到七分熟后
研成末，和进面里，角子火烧味道才正宗。”黄龙
涛说，“做土炉火烧，什么时候进炉、什么时候出
炉，没有几年的实践摸不出门道。咱的火烧香，精
髓就在于古法、老炉。”

黄龙涛说，前几天店里来了个顾客，一下子买
了40个角子火烧。“当时嘱咐我包好，说是要发到
新疆。”黄龙涛说，当时自己有些惊讶，便问了原
因。“原来是有些新疆游客来寿光时，吃过我的火
烧，念念不忘，说比他们那的烤馕还好吃呢。”

“菜博会前后，外地游客多，来我这买火烧的
也多。”黄龙涛说，自己的火烧店没有专门做过广
告，都是靠顾客口口相传，才有了现在的好生意。
“只要我还能干，角子火烧就不会离开寿光人的餐
桌，工序、口味也不会减少分毫。”

说着，黄龙涛抓起一团面，熟练地揉好、拉
直、刷油、裹油酥，再拉直、包糖、粘上芝麻，最
后用擀面杖一滚，甩到土炉的烙子上。

“这是小包酥糖火烧，昨天有几个顾客说要10
个，我赶紧给他烙。”黄龙涛说，“买十赠一，对
老顾客咱得有感恩之心。”

角子火烧：

土炉古法出美味

□记者 单辰 通讯员 王景坤 报道
本报寿光讯 近日，寿光召开农村妇女“两

癌”检查工作会议，计划今年对全市35—64周岁的
4 . 5万名农村妇女进行免费“两癌”检查。该项工
作也是今年寿光市政府承诺的民生实事工程之一。
目前，寿光各镇街卫生院及市直三大筛查机构正在
进行人员培训、设备调试等前期工作，正式检查很
快将全面开展。

“两癌”即宫颈癌和乳腺癌，近年来已成为危
害女性健康的常见主要癌症，筛查的目的就是尽早
地排除出来，做到早诊断、早发现、早预防、早治
疗。去年，寿光从10月初陆续开展“两癌”检查工
作，计划检查25600人，实际参检人数为26574人。
截至去年12月底，宫颈筛查中共检出阳性病例28
人，其中9人接受治疗。乳腺筛查中共检出阳性病
例4人，均接受了治疗，目前身体状况良好。

4 . 5万名农村妇女

免费做两癌检查

□记者 石如宽 通讯员 王亮 报道
本报寿光讯 为推动农村事务民主决策、公开

决策，台头镇北洋头村近日探索推行村务听证议事
会制度。

该村推选出66名党员代表、村民代表担任村务
听证议事会成员，对重大村务支出、公益事业投
入、历史遗留问题等进行听证辩论。在程序安排
上，采取逐项听证的办法，先由村“两委”成员对
听证事项进行说明，再由听证议事会成员听证辩
论。无争议的事项，采取举手表决的办法通过。有
争议的事项，采取票决的办法征求意见，听证结果
由听证议事会成员签字确认，并在村务公开栏公
示。

今年以来，该村已对涉及资金355万多元的村
庄闲置土地绿化、道路硬化改造、社区服务中心建
设、旧村卫生室改造4项事务进行了听证辩论。

北洋头村推行

村务听证议事会制度

月嫂：是请不到，还是请不起？

李桥面塑：老“面狗”捏出新花样

工艺葫芦：奇丽精巧夺天工

■寿光好味道

黄龙涛在制做角子火烧。

正在制作中的面塑。

花样繁多的工艺葫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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