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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梦 王兆锋 胡海涛 报道
本报聊城讯 3月20日，记者从聊城市旅游

发展委员会了解到，作为首批山东省全域旅游
示范区创建单位，聊城市正发力全域旅游，努力
让全域旅游叫好又叫座。“全域旅游模式下，旅
游目的地不再是单一的景点景区，处处都是风
景；行政管理从单个部门转变为党政统筹；门票
经济要向全产业经济转变；游客服务要向多元
化综合服务转变。”聊城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主任
刘光辉说。

以运河为抓手，全面启动全域水城建设。聊
城市经过半年多的实地调研、修改完善，完成编
制了《京杭运河聊城段旅游发展及水生态体系
规划》，2016年6月召开评审会并顺利通过，并获
市政府正式批复。9月29日，市十六届人大常委
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上正式审议通过该规划。目
前，已完成控制性详细规划初稿。该项目得到上

级政府和大型市场主体的广泛关注和支持，目
前落实了省财金基金35亿元，首先投资3 . 5亿元。
下一步，将进行湖南路至南外环段约3 . 3公里运
河段的示范工程建设。

以深化旅游综合体制改革为突破口，理顺
旅游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聊城市下大力气推
动旅游体制机制的实质性变革，聊城市旅游局
正式更名为聊城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在原旅游
局职能基础上，强化规划、协调、执法三项职能，
成为打造“全域化旅游”、优化旅游资源配置的
主管部门。充分发挥旅发委在规划统筹、资源整
合、执法监管等方面的综合协调作用，建立综合
协调会议制度，履行市旅发委综合协调职能，研
究协调涉及旅游产业发展的重大问题，部署阶
段性工作，督查督办分解工作。完善旅游管理体
制机制，建立适合聊城市实际的旅游管理体制
和运营机制，探索景区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支

持旅游集团做大做强，打造全市旅游发展综合
平台。

推动乡村旅游提档升级，确保特色鲜明。聊
城市已涌现出度假区刘道之村、高唐县西郭村、
茌平县许庄村等一批扶贫效果明显的乡村旅游
示范点。其中，茌平县肖家庄镇在枣乡生态园举
办圆铃大枣采摘节期间，接待游客20万人次，旅
游综合收入达500万元。下一步，大力推动旅游
强乡镇、特色村创建工作，全市创建强乡镇2家，
每个县（市、区）创建特色村1家。结合美丽乡村
建设，推动乡村旅游集中连片发展，每个县(市、
区)建成乡村旅游综合体2处，全市培育乡村旅游
综合体22处。

完善旅游公共服务体系，确保环境好。来自
北京的程先生近日来聊城游玩，看到聊城各大
景点附近都有停车场，很是满意。聊城市不断完
善旅游公共设施，完成市旅游集散中心建设。对

全市公共信息导向系统分类布局，规划设计全
市99处旅游标识导向牌，一期城区内27处旅游
标识导向牌正在建设。对全市旅游厕所进行全
面改造升级，在旅游景区、交通集散点、城市商
业街等游客服务场所新建旅游厕所388座，改建
1531座，共1653座，提前超额完成国家和省要求
的任务。

以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市为抓手，聊城将加
强市旅游集散中心功能建设，新增3家旅游咨询
中心，继续完善全市旅游标识系统，建设景区厕
所、通往景区道路、停车场、湖河码头等旅游公
共服务设施。启动全域水城水系连通工程，打造
水上交通系统，开通水上巴士。不断提升12301旅
游服务热线各项功能，为公众提供规范、全面、
便捷、经济的多元化服务。开展旅游预警提示短
信推送业务，逐步借助旅游云数据中心为来聊
游客提供实时、便利、快捷的旅游综合服务。

以运河为抓手 以深化改革为突破口

聊城：让全域旅游叫好又叫座

□ 本 报 记 者 杨秀萍 王兆锋
本报通讯员 王忠友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过去，纺
线织布几乎是我国所有农村劳动妇女的必备技
能，而随着时代的进步，传统手工织成的“老
粗布”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乡村里的织布
声也成了人们渐行渐远的乡愁。

坊间又闻机杼声

嘎嗒，嘎嗒……3月20日上午，在位于聊
城市古楼南大街的鲁西民间艺术体验馆里，馆
长梁平正坐在一架老式的织布机上织粗布，悦
耳的机杼声在空旷的房间里回荡。千丝万缕的
棉线，伴随着来回穿行的木梭，被梁平的巧手
织成一匹匹经纬分明、五彩斑斓的手工老粗
布。

“机械织布终归不如老粗布，粗布不仅透气
性好、吸汗干爽、冬暖夏凉，而且没有静电、手感
好、结实耐用。我家里铺的盖的，还有女儿结婚
时陪送的嫁妆都是老粗布。”梁平说。

今年55岁的梁平自少年开始便随母亲穆其
英学习纺线织布，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业余
时间系统地整理了东昌古锦制作技艺，为了更
好地保护传承和发展地方特色文化，2014年，
梁平在中华水上古城南大街成立了鲁西民间艺
术体验馆，自筹资金收集了多台织布机，开发
了多款东昌老粗布产品，在体验馆传授徒弟和
爱好者东昌古锦制作技艺的同时，梁平还在节
假日还走向街头，让市民及游客体验纺线及织
布过程。鉴于多年来为东昌古锦制作技艺的传
承和发展作出的突出贡献，2015年，梁平被当
选为东昌府区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

梁平忙碌一生，总也离不开纺车，她时常
会给孩子、父母制作粗布用品，家人用起来既
舒适又倍感温馨。“棉花成布，要过七十二遍
手。”梁平的这句话道出了手工粗布工艺的细
致和辛苦。粗布纺织工艺极为复杂，从采棉纺
线到上机织布，要经过弹花、纺线、打线、掏
综、吊机子、织布等大大小小70余道工序，20
几种本色线，经过巧妇的精心设计，可以变幻
出两千余种绚丽多彩的图案，每道工序、每匹
布都包含着繁复的劳动，让人叹为观止。

在梁平老家东昌府区沙镇，越来越多的人
学会了操控这些老把式，有的甚至还能织出漂
亮的老粗布来。

郭焕芝今年50多岁了，是沙镇张箱村村
民。几年前，她和村里上年纪的人学会了织
布。郭焕芝告诉记者，前几年女儿出嫁时，她
为女儿准备的被子都是粗布的被里和被面，12
床被套都是她一梭一梭亲手织成的。

织布是她们的生活乐趣，同样也给她们带
来了收入。梁平把从农户手里收集到的织布机
修好后放回农户家里，每户一台，待布料织好
后再收回，并按米数支付给农户加工费。织一

块老粗布，可卖到100多元。一位农村妇女，
仅用春冬农闲时节织布，就可挣到2000多元。

在梁平的带动下，如今在东昌府区，尤其
是沙镇一带，老粗布纺织已成为越来越多农民
赚钱的新门路，“织”出了农民的致富路。

天上锦绣落人间

近几年，随着人们观念的改变，昔日的老
粗布经过现代工艺的创新和改变，色彩更丰
富，触感更舒适，再次成为农村人甚至城里人
追逐的时尚热点。梁平凭着对传统纺织手艺的
喜爱，不仅让自己的孩子、父母都用上了她亲
手纺织的棉布，还尽心竭力地传承着传统老手
艺，并通过努力让其传承下来。

谈及古锦的来历，梁平打开了话匣子，她
给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

相传明朝后期，在沙镇塘坊村一带，有一
李氏妇女祖传一门纺线织布的技艺。在当时，
当地没有她织不了的花样布，远近十里八乡的
闺女出嫁前，若能到她门下学得技艺，便会受
到婆婆的器重和乡邻的敬仰。中年妇女学得了
技艺，便能创造很多财富。

此事传到一官老爷那里，便强迫李氏给他
织别人都没有的花样布，以便向皇家进贡。当
时愁得李氏对天长叹，在愁困中伏在织布机上
睡着了，梦中，天上的织女告诉她花样，醒来
后她果然织出了各式各样的花纹布。

从此，李氏妇女受天上织女的嘱托，把织
布技术传向人间。所以沙镇一带的农村巧妇，
都能织出各式各样的织女锦棉花纹布。此项技

术逐渐流传到周边地区，传承至今。当地人也
管这种土布叫织女锦棉花纹布。

虽是传说如此，但东昌古锦的确有着非同
一般的历史地位。据史料记载，元末明初之
时，东昌府一带就以东昌古锦而誉满九州。
“绫罗缎匹文龙绢，胡皱蜀锦并杭纺。各色呢
绒来海外，印花被面出本乡。”这段清朝光绪
年间称赞东昌府区繁华的《秧歌调》，形象地
反映出当时东昌本地的手工艺花纹布的巨大影
响。因为明清两代东昌古锦又被作为皇家贡
品，因而也被称为“贡品布”。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东昌古锦的繁荣并
非偶然得之，而是有着自己深厚的根基。早在
春秋战国时期，齐鲁大地已是有名的富庶之
国。“齐纨鲁缟”号称“冠带衣履天下”。到
了元明之际，运河的繁华，交通的便利，棉花
在鲁西一带大面积种植。明初，随着南方纺织
技术的传入，东昌府把南方的纺织和本地的技
术相结合，经过多次改造纺织工具和纺织工
艺，到了明末清初之时，东昌府的纺织技术已
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东昌府区文广新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东
昌古锦以沙镇为中心，蔓延至侯营、朱老庄、
莘县河店镇、阳谷县定水镇等地区，根据有史
可查的记载，至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了。

古锦制作工艺

古锦的制作工序相当复杂，多道工序完全
靠手工制作。据介绍，最初先要将棉花去籽弹
熟，然后用一根高粱秸最长一节做中轴“搓布
基”，接下来才能用纺车纺线。用纺车纺线全
凭经验和感觉，在一支枣木锭子上纺成的同样
大小的线团，叫做“穗子”，穗子积少成多，
凭经验感觉能达到一匹布的数量后，才能拐线
子。拐子很特别，两个拐头不朝着一个方向，
没经验的人根本不会拐。

拐线子后是浆线子，先用白面汤使棉线贴
伏到一块儿，防止脱毛和断裂。接下来就是络
线子，络线子也很有趣，络子上没有任何手
柄，凭感觉用手拨动络子转，络子的另一处套
线的地方叫“旋风”，旋风是捆在一个带眼的
凳子上，固定络子的地方叫绞绞蹲，络完后便
开始经线子。经线子需要一个人双手有目的地
抓挠从经圈上下来的线子，递给两头专管挂桩
的，必须三个人配合好才能完成。

经线子结束就上织布机了，首先是掏综，
掏综就是把经线上下分开。再接下来是闯杼，
因为杼很密，必须用一薄竹片带过，所以称
“闯杼”。然后才可拴机，所谓拴机，就是把
一头用一条麻绳拴住，然后织布。织布必须有
纬线。缠纬线的小线团叫龙伏，打龙伏也是一
项技术活，必须先缠两端后缠中间，如此一来
才好用。

纺线、络线、经线、掏综、闯杼、拴机、
织布等大大小小10多道繁杂的工序完成之后，
还要把织好的老土布晒干、拼接、捶平，再做
成床单、床罩等产品，才能真正应用到生活
中。

唧唧复唧唧 又闻机杼声

东昌古锦：一梭一线织就美丽传说

□高田 杨成涛 秦秋翠 报道
本报东阿讯 东阿县姜楼镇高度重视“两

癌”检查活动，坚持将适龄妇女“两癌”筛查工
作作为一项重要民生工程来抓，充分发挥镇卫计
部门及妇联的积极作用，为适龄女性免费做乳腺
癌、宫颈癌筛查，做到早发现、早治疗，以提高
女性对“两癌”的防治意识。

“太感谢你们了，这可真是俺的救命钱
啊。”3月10日，当姜楼镇党委副书记国莉将1万
元“两癌”救助金送到司岗村村民胡立平手中
时，她激动地说。

据了解，胡立平今年62岁，早年丧夫的她独
自一人抚养儿子，生活困难。2015年又检查出患
有乳腺癌，仅在聊城人民医院治疗就花费8 . 8万
元，姜楼镇妇联在了解情况后主动联系相关部门
为患病妇女家庭争取经济援助，并在上级妇联的
支持下成功申报并获得了全国妇联“贫困母亲两
癌救助专项基金”的救助，为该患病妇女解决燃
眉之急。

姜楼镇还积极申请各级专项救助资金，最大
限度地为贫困户患者提供经济援助，在帮助她们
脱贫的同时也大大缓解患者的生活和心理压力，
重燃生活信心。据悉，自该项活动开展以来，姜
楼镇妇联共申请救助资金4 . 6万元，救助了6名患
病的贫困妇女。

“两癌”救助

关爱贫困母亲

□付春光 报道
本报东阿讯 3月17日下午，东阿县铜城街

道全体党员带着扫帚、铁锨、编织袋等工具来到
人民街，义务清扫。大家以站所为单位分成四个
组，分片包干，干得热火朝天。这是该街道开展
“党员创先争优”活动以来又一活动。

党员们表示，要进一步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为创建整洁、文明、和谐的城市环境
作贡献。

铜城街道

党员义务清扫大街

□ 本报记者 高田 本报通讯员 席真

王岩是聊城市东昌府区斗虎屯中学的一名
音乐教师，最近她成了学校乃至斗虎屯镇的
“名人”，因为前一段时间，她带着学校的孩
子们上了央视七套《回家过年》2017全国农民
工春晚的消息瞬间在朋友圈被多次转发，让很
多人记住了这个漂亮的音乐老师。

斗虎屯中学是聊城市东昌府区偏远的乡镇
中学之一，距离城区60多里路。2015年，王岩成
为斗虎屯中学仅有的两名音乐老师之一，由于
距离城区的家较远，王岩干脆住在了学校的宿
舍里。斗虎屯中学有500多名学生，其中400多名
是住宿生。天天在学校里呆着的王岩动起了脑
筋，她成立了3个社团，吸引了大批学生。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古老的《诗
经》不是朗诵出来的，而是用优美动听的歌声

唱出来的。吟唱社团是王岩成立的一个社团，
很多学生报名参加。利用课余时间，王岩把古
诗词配上优美的旋律，再把古诗词以吟唱的方
式教给社团的孩子。他们背不下来拗口的古诗
词，吟唱了几遍后全都能轻松背诵，很多孩子
还因为这种方式喜欢上了古诗词。王岩说，她
感受到了孩子们发生的变化，农村学生朴素、
纯真，不太会勇敢表现自己，经过一个学期的
社团活动，内向的孩子竟然变得活泼、开朗。

王岩还成立百人梦想合唱社团和舞蹈社
团，每个团都有110多名学生参加。在当老师
之前，王岩是多个艺术培训机构的培训老师，
业余时间义务给老年合唱团免费指导，她也多
次参加过综艺节目。

去年9月份，央视七套《星光大道为你点
赞》栏目找到了王岩，王岩带着3名学生来到
了北京。这是孩子们第一次进北京，第一次亲

眼看到北大、清华的校门。
2016年年底，王岩接到了央视七套农民工

春晚导演打来的电话，邀请她和学生们来北京
表演节目。王岩在农民工春晚上动情演绎了一
首《我们是黄河泰山》。节目组了解到斗虎屯
中学的情况后，捐赠给了学校一台钢琴，朱树
红代表留守学生接受了捐赠。她是王岩带着去
北京的一名初三学生，也是一名典型的留守少
女，爸妈在外地打工，奶奶有病长期卧床。

董银龙是斗虎屯中学初一四班的一名学
生，他好几次都想邀请王岩老师来自己家吃
饭。董银龙没有了妈妈，平时和爷爷奶奶生活
在一起，爸爸和继母生活在一起。刚来到斗虎
屯中学的时候，王岩发现董银龙性格内向、腼
腆，不爱说话，自从参加了几个社团活动后，
他有了很大的变化。

2016年年底，山东电视台某频道选秀栏目

找到王岩，想让她以乡村女教师的身份参加节
目，王岩带着董银龙和其他两名学生参加了。其
间，节目组编导让王岩编造一下乡村女教师是
多么不容易，一个人教好几门课程，乡村条件是
如何艰苦的，都被王岩拒绝了。王岩告诉记者，

“我们乡村中学的硬件条件是赶不上城里的学
校，但是老师们都各尽其责。作为一名教师，尤
其不能在自己的学生面前说假话，赚取大家的
同情。”从济南参加节目回来的当天晚上，王岩
把3名学生挨个送回家，回到宿舍已经是凌晨两
点了。当来到董银龙家的时候，董银龙的奶奶拉
着王岩的手，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斗虎屯中学校长吴继锋告诉记者，像王岩
这样的年轻教师的到来，给乡镇中学教师队伍
增添了活力和亮色，也促使学校文体工作有了
新提升，更重要的是改善了这群留守学生的精
神面貌，激发了他们热爱学习的积极性。

带着孩子们登上央视农民工春晚

“最美乡村女教师”情暖留守学生

□秀萍 兆锋
忠友 报道

在聊城市古楼
南大街的鲁西民间
艺术体验馆里，梁
平正在一架老式织
布机上操作。

□记者 王兆锋 报道
本报聊城讯 3月16日，济南铁路局公安处

聊城刑警队民警在济南开往长沙的K1073次列车
上，抓获一名准备回老家结婚的网上逃犯。

3月16日20时许，济南开往长沙的K1073次列
车马上到兖州站，值乘本次列车乘警滕东才接济
南铁路乘警支队派班室通报，有一名网上通缉逃
犯乘坐该列车。接报后，乘警滕东才和列车长陈
思伟、刘晔及乘务人员迅速赶到13号硬座车厢，
查找网上通缉逃犯人员，对周围逐车逐人查票，
未发现网上通缉逃犯。几经周折，最后在3号卧
铺车抓获网上逃犯王某某。王某某，男，汉族24
岁，大专文化，湖北省荊门市沙县人。因2016年
1月29日在甘肃平凉崆峒区一酒吧工作时和他人
打架，造成对方轻伤，后被甘肃平凉崆峒区警方
网上通缉。

王某某和对象一起乘坐K1073列车，准备回
王某某湖北老家举办婚礼，没想到提前被济南铁
路警方抓获，王某某现已移交到济南铁路公安处
菏泽站公安所。

网上通缉犯

车上被擒获

□记者 高田 报道
本报聊城讯 3月18日上午，聊城一中新校

高一公寓楼、度假区实验小学教学楼封顶仪式举
行。截至目前，聊城一中新校高一公寓楼、高三
公寓楼及其配套项目实验小学南教学楼等6栋单
体工程成功封顶，为项目全面竣工奠定基础。

聊城一中新校位于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核心
区昌润路以东、松桂大街以南、弘山路以北、清
泽路以西。含一中新校区、实验小学新校区等，
总建筑面积约32万平方米。

根据规划，一中新校区建设150个教学班，
主要包括教学综合楼、科学艺术综合楼、实验
楼、图书综合楼、多功能体育馆、学生公寓、餐
厅及室外运动设施和景观绿化及道路工程，配建
760个地下停车位。

据了解，聊城一中新校竣工时间预定为今年
6月30日，今年9月1日将实现新校区招生。

聊城一中新校

多栋单体工程封顶

□肖会 樊增军 李振江 报道
本报冠县讯 为强化药品经营企业日常监

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用药安全，冠县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在全县开展了“星级放心药店”创建
活动。

3月14日，冠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召开
“星级放心药店”创建活动动员会，明确了创建
活动的目标及实施步骤。此次创建活动，以确保
人民群众用药安全为目的，以药品相关法律法规
为依据，按照药品GSP规范药品零售企业经营行
为，主要从环境优美、管理优良、质量安全、服
务优质、热心公益等五个方面进行综合评分，满
分120分，考评得分在100分以上的可评定为“五
星”级放心药店；得分90至99分的可评定为四星
级；得分80至89分的可评定为三星级。

冠县开展

星级放心药店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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