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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戴玉亮 单 辰
本报通讯员 王 朋

6月29日上午，在寿光市宝林干鲜水产
店，店主李宝林正忙着给顾客称量刚从冷库取
出的羊口蜢子酱。

“6提30斤，高高的秤，您拿好。”招呼
完顾客，李宝林赶紧擦了擦汗，“来咱店买蜢
子酱的顾客多，一上午就出去几百斤，都是回
头客。”李宝林说，他销售的羊口蜢子酱，全
部以羊口本地蜢子虾为原料腌制，鲜度、纯度
都有保证。

“日晒夜露、天然发酵，没有任何添加
剂，富含氨基酸、钙、铁等多种有益元素，营
养丰富。”李宝林说，自己是土生土长的羊口
人，打小就爱吃蜢子虾酱这口“海味儿”，如
今做了水产销售生意，他对蜢子酱的质量要求
更是丝毫没有降低。

“供货商的蜢子酱要上我的货架，先得过
了我的嘴这一关。”李宝林说，为了能够进到
优质、高纯度的正宗蜢子酱，他必须亲口试
酱，“只要是掺了盐卤或晾晒、发酵不完全就
供货的蜢子酱，我抿一口就知道是水货。想在
我的店里卖，门儿都没有。”

因为瞒不过这一张“苛刻”的嘴，许多供
货商在李宝林这里吃了闭门羹，“蜢子酱这东
西，想做到正宗，只能下工夫，想省力省时间
还能出好酱，根本不可能。”

蜢子虾是一种海中的小虾，用它制作虾酱
的优点是水分少、无杂质，味道浓郁。

“每年开春，赶早去码头挑选干净的蜢子
虾，筛好、洗净之后，按照5：1的比例将蜢子
虾与食盐混合入瓮。”谈到正宗羊口蜢子酱的
做法，李宝林张口就来，“盐和虾拌匀后，瓮
顶加盖8至10天，再仔细挑出鱼、蟹、海草等
杂物，保证虾酱纯度。”

“千万不能进雨水，进了雨水，一瓮酱就
都坏了。”李宝林说，虾酱怕水，所以制酱必
须有宽大的瓮盖和防雨布适时遮挡，以保证成
酱品质。

“清明之前弄好酱，入了伏就开始晒。除阴
雨天加盖防水之外，虾酱瓮必须露天曝晒、发酵
充分。”李宝林说，虾酱入瓮10天后，每天都要

用专门的酱耙子上下翻酱2至3次，称为“打酱”。
“打酱是为了保证瓮里的虾酱得到均匀晾

晒。”李宝林说，上层“晒饱了”翻到下层、
下层“歇够了”再上去晾晒，“随着水分的蒸
发和发酵，虾酱的浓稠度会越来越高。”

“越浓稠，打酱就越费劲。”李宝林说，
到了快出伏的时候，虾酱基本上成了半固体的
状态。打酱阻力大，晒酱的人就在腹部绑上一
双布鞋，鞋底抵住瓮边，才能用力把酱耙子插
到瓮底，“一个制酱场100多口瓮，一口一天

打酱3次，工人打完一天酱，会累得连路都走
不直了。”

从入伏持续到出伏，每天如此反复，虾酱
制作就度过了最耗时间、精力和体力的晾晒和
发酵阶段。

“酱做好了，下一步就是漉虾油。”李宝
林说，用柳条编好的漉油网插入酱中，不足一
天，漉油网中就满是虾油了，“前两网虾油比
较浑浊，漉出弃用。从第三网开始，漉出的就
是合格成品油了。”

“将虾油分离出酱以后，剩下的就是高品
质的蜢子酱。”李宝林说，成品的高纯度蜢子
酱不招蚊蝇，离瓮几十米都能闻到香味。“纯
粹的海虾香，不腥不恶、喷香扑鼻。”

李宝林最喜欢的一道菜，永远是大葱鸡蛋
炒虾酱。“半根葱、三个蛋，一勺虾酱五碗
饭。”李宝林说，每当闻到喷香的虾酱味儿，
他就回想起自己亲手打酱的那些年，“白天累
一身汗，晚上能吃上一口自己亲手做的虾酱，
别提多香了。”

羊口蜢子酱：一勺虾酱五碗饭

■寿光好味道

□ 本 报 记 者 戴玉亮 单 辰
本报通讯员 杨晓洁

剪纸又叫刻纸，起源于古人祭祖祈神活
动，是中国农村广为流传的一种古老的民间
艺术形式。

剪纸艺术自西汉发明以来，已有2000多
年的历史。

作为一种民俗艺术，剪纸的产生和流传
与农村的节令风俗有着密切的联系。据《齐
鲁民俗丛书》和《中国民间剪纸艺术史话》
介绍，在寿光，一进腊月，各家各户都要贴
过门钱、贴窗花，“二三、二四扫檐下，二
七、二八贴花花”。靠着一把剪刀，寿光人
民把自己对生活的期盼与感激表达得淋漓尽
致。

“在农村的老一辈中，人人都能剪上几
剪子。”寿光市侯镇第二中学教师张会彬
说，闲暇时，老人们根据喜好将周围的事物
裁剪成形，用以装点家具或门窗，“我小时
候，胡同里有老人端着簸箩剪喜鹊、剪鸳
鸯，我蹲在旁边一看就是一下午。”

“一把剪子多有用，能剪龙、能剪凤，
能剪老鼠会打洞；能剪鸡、能剪鹅，能剪鲤
鱼戏天河。”张会彬说，这句话像格言一
样，把他的剪纸梦想支撑到现在。

16岁开始，张会彬处处留心生活中见到
的美好事物，“带支铅笔带个本，随手画下
来，回到家就剪出来。”张会彬说，剪纸是
个熟能生巧的手艺，剪得越多、功夫越深。

张会彬已钻研剪纸艺术33年，技艺精
湛。在侯镇民间剪纸爱好者的圈子里，张会
彬是出了名的“纸上飞刀”。“老张剪纸有
真功夫。一剪子下去，几分力剪成眼睛、几
分力剪出鳞片，他拿捏得分毫不差。”张会
彬的好友张又新评价。

“虽说剪纸注重技巧和手法，但细致耐

心才是根本。”张会彬说，“就是个铁杵磨
成针的手艺，想学好剪纸，三天两日的热度
绝对不行。耐得住性子、聚得起精神，才出
得了好手艺。”

钟馗纳福、魁星点斗、八仙过海、九龙
图腾、鹊立枝头、鸳鸯戏水……不足20平方
米的工作室内，张会彬的剪纸作品占据了近
一半的空间。“热爱是坚持的唯一理由。”
张会彬说。

作为寿光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69岁的
张辉光在剪纸艺术上也有很高的造诣。多年
来，张辉光致力于民间传统文化的探究，其
书画作品曾多次在各级大赛中获奖，并被中
国文联、中国书画家联谊会收藏。2006年，
张辉光的剪纸作品被中国信合收录并印制于
贺岁刊、月刊及台历内容中，在寿光市内发
行。

张辉光在化龙镇丰城村中学执教多年，
2006年退休后，义务担任学校的剪纸辅导老
师。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给孩子们上剪纸
课。

“插花瓶要剪得‘肚子粗、脖子细’，
有的同学剪出了两个‘肚子’，那就不是花
瓶，而是葫芦了。”张辉光的幽默，让课堂
氛围活跃了起来，“同学们带着兴趣和快乐
剪纸，才能剪出好作品。如果只为应付、草
草了事，学不到真本事。”下课时，全班43
个同学中，有37个剪出了合格的作品。

“我就是想让这手艺后继有人。”张辉
光说，“如今生活节奏快，能静下心来关注
传统艺术的家长不多，更甭说孩子们了。”
从零开始，张辉光一点一滴培养着学生们的
剪纸兴趣。让他欣喜的是，很多学生已经可
以做得很出色。

“剪纸技巧和手法只是基础，创意才会
让作品境界升华。”张辉光说，花鸟鱼虫等
剪纸作品虽然不会过时，但固定了模板，必
然会缺乏生气，“想把生活的感悟和味道剪
出来，必须动脑筋。”

经过几十年的锤炼，张辉光如今的剪纸
糅合了鲁西剪纸的粗犷简练、概括浑厚，以
及胶东剪纸的细腻精巧、玲珑剔透，形成了
自己独有的风格。其作品浓缩了汉文化的传
统理念，与彩陶、岩画等艺术相互交织在一
起，递延着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与思想脉
搏。

“如今，民间剪纸失去了原有的生存土
壤，不再为大多数人所必需，剪纸艺术日渐
衰微。”谈及剪纸艺术的现状，张辉光无奈
地说，剪纸艺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
不能代代相传，是极为可惜的事。

“看见孩子们喜欢上这手艺，我打心眼
里高兴。”说罢，张辉光开始准备下一节的
课堂素材，“孩子们都喜欢动画片，下一节
课我准备教他们剪‘猫和老鼠’。”

2013年7月，寿光剪纸被列为寿光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

寿光剪纸：老艺术需要新传承

□ 本报记者 单辰 戴玉亮

“年轻人住正堂，老年人住偏房；亲生
的儿子不养娘，孙子辈成了家中太上皇；土
菜野菜上大席，粗粮价格胜细粮；老鼠见猫
不再藏，小狗吃上火腿肠……”6月26日上
午，82岁的山东省民间艺术家协会、曲艺家
协会会员李长明正在家中和友人排练自己根
据社会“反常现象”编的快板，逗得众人哈
哈大笑。

李长明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从事文化事
业，先后在省内外报刊发表小品、戏曲等各
种文艺作品500余件，40多次获奖；主编、参
编《寿光民俗》、《寿光曲艺》等书十余
部。虽已步入耄耋之年，李长明仍笔耕不
辍，心系菜乡文化。

李长明介绍，寿光自古被称为蔬菜之
乡，关于蔬菜产业的发展，流传着许多脍炙
人口的民间传说，其中“刘阁老妙计扶桑
梓”最为人们津津乐道。

“相传，明朝成化年间，寿光阳河（今
属青州）出了个布衣清官刘珝，人称刘阁
老。他虽在京城做官，却心系家乡。”李长
明说，有一年，刘珝奉皇帝之命，微服私访
到山东，回京途中经过寿光。看到父老乡亲

在种植蔬菜方面很有一套，尤其是种植韭
菜、黄瓜和大葱格外拿手。但由于菜农贫
困、土地瘠薄，年复一年种多收少，蔬菜生
产发展缓慢，刘阁老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就
想弄些银两扶持桑梓，发展蔬菜生产，但苦
于没有办法。

“当他经过寿光的南三里、北三里、南
柴、北柴、南河、北河、南楼、北楼、上
口、下口等十几个村庄时，突然心中一亮，
想出一条妙计。”李长明说，刘阁老有意拖
延察访日期，晚回京城一天，回京时早已料
到会被皇帝责问。

成化皇帝问：“为何不按期返京向朕述
职？”刘阁老答：“皇上有所不知，微臣在
返京途经寿光时，由于天下大雾，误入菜园
一黄瓜架内，蔓缠脚腕，扯又扯不断，走了
大半天，所以耽误了时间。”

皇帝一听，大声喝道：“信口雌黄，那
黄瓜架能有多长，竟走了一天？”刘阁老
说：“万岁息怒，那架黄瓜南三里、北三
里，共有六里长。”皇帝追问：“这么长的
黄瓜架，用什么柴架？”刘阁老答：“用南
柴、北柴架。”

皇帝又问：“用什么水浇？园主人怎么
看守？黄瓜架长，结黄瓜必然多，怎么

吃？”刘阁老说：“用南河、北河水浇，在
南楼、北楼看守，用上口、下口吃。”皇帝
见刘阁老对答如流，便信以为真，问：“寿
光就能种黄瓜，不能种别的吗？”

刘阁老说：“辣椒韭菜蒜，大葱芹菜和
地蛋（土豆），种啥都能办。只是种菜的人
家无钱买肥、买菜种，只好种黄瓜。”皇帝
听罢说：“拨给你一万两银子分给他们，叫
他们多种一些菜，只准种好、不准种坏。”
刘阁老一听，正合心意，便把一万两银子分
文不少地发给了寿光菜农。

“寿光菜农感激刘阁老，便将此故事编
成了一首民歌，代代相传：从长江到长城，
寿光蔬菜传美名；寿光蔬菜长得好，忘不了
阳河刘阁老。”李长明说，如今，曲艺家协
会平时有文艺表演涉及寿光蔬菜历史的时
候，也会有感恩刘阁老的唱段。

“带着感恩之心的寿光农民，成了种菜
能手，刘阁老泉下有知定会欣慰。”李长明
说，“一招妙计换得万两白银。刘阁老用智
慧帮了寿光农民一把，寿光人民永世不忘、
代代传颂。”

2008年7月，刘阁老妙计扶桑梓的传说被
列为寿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刘阁老扶桑梓：一招妙计万两银

张会彬剪纸作品《喜上眉梢》。

制作中的羊
口蜢子酱。

□刘云龙 任丽丽 报道
本报寿光讯 孔融让梨、陆绩怀橘、黄香温

席、曹冲称象等中华传统美德故事，化为精彩的舞
台短剧，经过一众小学生的精心演绎，让人乐开
怀。

讲故事、诵经典、学美德，6月25日，寿光市
西城小学举办的校园文化节上，全校学生把课本教
材上学到的美德故事搬上舞台，以课本剧、诗朗
诵、讲故事等形式，带领全校师生领悟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真谛。

“孔子拜师时已经是最有学问的人了，他怎么
还会拜师呢？他拜的老师是谁呢？”当一年级的孩
子们欣赏课本剧《孔子拜师》时，有的同学提出了
这样的疑问。等看完整个课本剧，同学们才明白，
原来故事是要告诉大家，今后无论学问多大，都要
尊重老师。当孩子们欣赏完《黄香温席》这一课本
剧后，大家为黄香的孝顺做法所感动。王双通同学
说，孝顺的形式还有很多，要用自己的一言一行，
来回报自己的父母、亲人对自己的爱。

据介绍，学生们在舞台上表演的传统美德故事
剧本，全都是老师和学生一起依据课本里的内容改
编的。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小学生

课本剧里学美德

□记者 石如宽 报道
本报寿光讯 “只要用脚轻轻一蹬，这个小板

凳就能自己往前跑。”6月26日，寿光市纪台镇吕
家庄一村蔬菜大棚里，吕锦江一边坐着给茄子摘
花，一边靠着双腿的力量，让小板凳来回灵活地
“奔跑”。这个小板凳就是吕锦江发明的“懒汉
凳”，一种能在大棚里灵活移动的劳作工具。

“俺是个菜农，为了干活的时候省点力，一来
二去，就钻研出这个小车了。”吕锦江告诉记者，
自己每天弓着腰在蔬菜棵子里打杈、点花，一天下
来，腰酸背痛得厉害。吕锦江就琢磨，发明一种让
菜农在大棚里干活省时省力的工具。一天，他看着
小孩坐的学步车，两腿一蹬，就能灵活走动，顿时
来了灵感，“懒汉凳”的原型大致就有了。

经过近3年的时间，吕锦江的懒汉凳才终于在
不断改进中成功。“你瞧，三个轮子的设计更利于
支撑和稳定。前挡、后挡则避免了在干活时凳子打
滑或人坐不稳的情况。这软座板，使舒适度大大提
高，避免了久坐时的疲劳感。”吕锦江说。

“懒汉凳”不仅适用于蔬菜大棚的苗期、花
期、采收期的田间管理、劳作，也适用于棉花的摘
花、拾棉，甚至像苗圃除草、苗厂嫁接、移苗等蹲
坐、弯腰的劳动。

寿光菜农

发明“懒汉凳”

□记者 单辰 通讯员 王兵 报道
本报寿光讯 近日，寿光市召开教育民生项目

推进调度会，促进“全面改薄项目”、“校舍标准
化建设”、“中小学食堂改造提升”、“农村学校
塑胶操场建设”等工程“蹄疾步稳”。

一是加大督查考核。下半年，寿光继续将2015
年学校建设工程完成情况纳入对镇街区科学发展观
考核。所有项目坚持由政府采购中心公开招投标，
其技术标准、实施方案、工程进展和实施结果等向
社会公布，建设和验收接受新闻媒体和社会监督。
建立财政资金监管机制，确保各项资金落实到位、
管理使用安全高效、工程按期保质完成。该市市
委、市政府督查局会同教育局定期对工程的进展情
况进行督查通报，保证工程质量，推动学校建设工
程工作顺利推进。

二是强化组织协调。寿光市委、市政府主要领
导在全市领导干部会议上作为重点工作来调度，并
专门到相关学校调研。根据主要领导安排和学校布
局专项规划的实施情况，该市教育局会同规划局修
订城区学校布局规划，使城区学校布局更加趋向合
理、规范。为推进2015年学校建设工作，寿光市政
府办公室印发通知，明确责任主体、责任时限，确
保工程稳步推进。各党委、政府务必加强调度，利
用暑假时机，帮助教办和学校解决存在的问题和困
难；教办和学校主动向党委、政府汇报，已开工项
目在确保工程质量前提下，加快工程进度，未开工
项目抓紧办理相关建设手续，力争尽快开工建设。

三是落实保障资金。对2015年的建设项目，特
别是厕所改造项目资金，根据寿光市财政局、教育
局下发的通知》，镇街区建设项目继续由市财政按
工程造价50%进行奖补，市直建设项目全部由市财
政承担。同时，各镇街区进一步拓宽资金筹措渠
道，鼓励村队办学和社会力量捐资助学，确保学校
建设顺利开展。

寿光“蹄疾步稳”

推进教育民生项目

□记者 石如宽 通讯员 王珍 报道
本报寿光讯 近日，我省公布第一批“乡村记

忆”工程文化遗产名单，潍坊市15个村落入选，寿
光市双王城生态经济园区牛头镇村位列其中。

牛头镇村是寿光革命的发源地。1937年，以马
保三为首的“鲁东抗日游击队第八支队”在该村成
立，举起了抗日卫国的大旗。抗日战争时期，牛头
镇村民为抗日战争做出了卓越贡献，先后有123名
烈士为国捐躯，为此牛头镇村也荣获“抗日英雄
村”称号。

1993年12月，寿光在洰淀湖东畔修建“牛头镇
抗日起义纪念碑”和“八支队抗日武装起义纪念
馆”各一座，如今成为寿光青少年红色教育基地。
马保三故居也修葺一新，被列入寿光市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2014年10月，该村还入选山东省第一批省
级传统村落。

牛头镇村入选

省乡村记忆工程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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