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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石如宽

“ 燕尾榫的形状就像飞燕的尾巴，外小里
大。以椅子来说，靠背用的是半燕尾榫卯，上面
大、下面小，由上往下插，椅靠背与扶手达到紧
紧相扣。靠座面的榫是直榫，这样使靠背连着扶
手，靠背就不会后移，也不会断。”3月16日上
午，寿光开元红宝红木家具厂打磨车间，厂长王
仕海向参观者杨奇峰介绍燕尾榫。

“ 我小时候在木锅盖、缸盖上见过这个结
构，但是不知道叫燕尾榫，还真形象。”杨奇峰
说。

上高中时，有个同学拿了六根木条让杨奇峰
组合起来，杨奇峰与全班同学弄了三天都没弄
好。后来杨奇峰才知道那叫鲁班锁，也叫孔明
锁。那也是杨奇峰最初了解榫卯结构。

“ 古人讲究纯天然、无添加，光用木头打造
家具，钉子、胶水一概不考虑，遂也用木头巧夺
天工地制成了榫卯。凸起的榫与凹进的卯，有点
像螺丝与螺帽的关系，但相互间的匹配更浑然天
成，更天衣无缝。”王仕海说。

开元红宝红木家具厂董事长杨晓红说：“ 我
们不仅生产红木家具，还向人们传递红木家具知
识。”

据介绍，开元红宝红木家具全部使用榫卯结
构，不用一只铁钉。

“ 比之金属部件，木质榫卯具有极好的弹
性，木制构件会通过榫卯传力，均衡地分配给家
具其他部件，使得家具站立稳如泰山。”王仕海
说，无论气温冷热，榫卯都能随机应变，榫卯热
胀冷缩的程度与家具的其他零部件相仿，能和整
把椅子或整张梳妆台一起“ 发胖”或“ 缩水”，
保证不会让木板豁开一个口子。

杨奇峰记得小时候爷爷让他搬桌子时，时常
叮嘱他“ 摔断胳膊摔断腿，不能摔断榫”。因为
中式家具，即便拖着“ 老胳膊老腿”，大小关节
榫卯，却坚韧非凡。

“ 红木木质坚硬，而铁钉是靠挤和钻劲硬揳
进去的，此过程极易造成木材劈裂。而使用榫卯
连接红木家具，可以大大提升红木家具的内在品
质。”杨晓红说。

有一些刚入门的消费者不懂识别，一看红木
材料是真的，价格又便宜就买了。但劣质家具用
的有些是原料的碎料，所以只能打铁钉。而真正
考究的工艺做出来的红木家具是不会有铁钉的。
所以，如果消费者带着磁石去检测红木家具，这
也是一个有意思的办法。

杨晓红说，开元红宝家具均采用正宗缅甸花
梨木、红酸枝等木材为原材料，寿光本地开料、
烘干，确保原材料适应本地“ 气候”，不易开
裂。同时，该厂红木家具不使用油漆，表面只做
烫蜡处理，确保红木家具“ 原汁原味”。

开元红宝车间内的工匠师傅都具有高超的榫
卯制作、雕刻、烫蜡技艺。

“ 我们就从未将红木家具当成商品去销售，
而是将手中每一件家具当成艺术作品对待，把传
世经典器型当作范本，认真研究、反复琢磨，以
榫卯工艺为髓，以线条变化为神，使红木在曲直
方圆之间生出无限韵味。”杨晓红说。

□ 本报记者 单 辰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刘瑞全

“ 这款磨牙棒是韩国原装进口的，价格适中
耐用。”“ 5个月的宝宝，80cm的连体衣就足够
大了。”3月21日，在寿光市银海路银座商城一
楼的一家母婴店内，老板张琴美正忙着帮店里的
十几位客户挑选商品，生意火爆。

“ 一天下来的话，有三四十个客户。”张琴
美说，她从事母婴行业4年了，2016年的生意最
好。“ 二孩政策让很多妈妈抱上了猴宝宝，我的
收入也提高了近4成。”

临近中午，在幸福路和建新街路口旁的一家
母婴生活馆内，还有6个排队等着给小孩洗澡的
市民。

“ 婴儿游泳、按摩抚触这些自己在家做不
了，肯定要来店里。但是孩子洗澡用的东西我还
是要用自己的，放心一些。”市民马星杰说，孩
子出生后，因为家离这家母婴店比较近，所以就
直接来这办了会员卡。

在百度地图APP上，记者搜索“ 母婴”看
到，寿光市区内的孕婴生活馆、亲子俱乐部、母
婴店等相关店铺已经达到了56家。

“ 基本都是这两年开起来的，之前没见过这
么多家。”马星杰说，去年新出生的小孩特别
多，就她认识的人里面，就新生了7个“ 猴宝
宝”，而且大家生“ 鸡宝宝”的热度一点没减。

在寿光人民医院21楼的产科病房外，走廊上
原本用于家属休息的长椅全部被搬走，换上了待
产妇床位。“ 人太多，床位不够用，我们就被安
排到新加的床位上了。”产妇家属马春海说，之
前做产检的时候就发现生孩子的人多了好多。

“ 我媳妇生头胎的时候，唐氏综合症筛查不
到半小时就测完了。到了二孩，光排队就排了一
天。”马春海说。

记者从寿光市卫计局了解到，截至2016年11
月底，寿光全市共出生新生儿16016例，出生人
数较去年同期增长64%，其中一孩出生5582例，
二孩出生10250例，二孩数量同比增长107 . 9%。

从二孩生育人群年龄看，47-52岁生育占二
孩生育数的0 . 4%，35-46岁生育占二孩生育数的
25%，30-34岁生育占二孩生育数的49%，25-30
岁生育占二孩生育数的25%，80后仍是二孩生育
高峰人群，70后也有较强生育意愿。

“ 生二孩不是一孩，父母年龄都大了，照看
不过来，必须要请月嫂了。”寿光市民张凤琳
说，现在的年轻父母希望孩子科学喂养、营养均
衡，所以也愿意花钱请专业的月嫂来照顾月子。

记者电话咨询3家市区的家政服务机构后得
知，今年11月30日之前，月嫂已经被预订满了。

“ 要不然就是价格更高的育婴师，但现在也
已经预订到7月底了。”某家政服务机构负责人
李丽说，去年开始，店里的月嫂和育婴师就已经

“ 告急”。目前，李丽正在准备新培训一批月
嫂，以应对越来越多的市民需求。

□ 本报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
一数，二四六七八。”3岁的嘉嘉已能熟练地
唱这首儿歌《 数鸭子》，但他只在电视上、电
脑上见过鸭子。3月9日，嘉嘉被爸爸齐文生带
到寿光阳光春天农场，才第一次看到真正的鸭
子。

齐文生现在寿光市区工作，父母生活在农
村。“ 现在农村也很少有养鸡鸭的了，孩子没
有机会见到这些小动物。经常带孩子出来玩
玩，能让他长不少见识。”齐文生说。

孩子感兴趣的是小动物，齐文生却被一些
老物件吸引。阳光春天农场内，有一座大碾
盘，还有风箱、汽灯、手推车、老水壶等。

“ 这些东西，我小时候都见过。现在看到，真
有一种亲切感。”齐文生告诉记者。

阳光春天农场总经理韩鹏说：“ 家庭农场
必须有丰富的元素，才能让游客有更多的体
验，从而愿意留下来。”

据了解，目前寿光正依托乡村游，拉长产
业链条，形成住在寿光、吃在农家、乐在田园
的旅游模式，塑造“ 蔬菜之乡·生态寿光”旅
游品牌。

“ 乡村旅游作为一种新型旅游业态，是以
农业生产、农村风貌、农民生活与农俗风情为
主要载 体的绿 色 产业，是一种‘ 美 丽 经
济’。”寿光市旅游局局长李勇说，作为蔬菜
之乡，寿光有农业资源的先天优势，做乡村游
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

新鲜果菜月月采摘

3月18日，周六，寿光市民吴伊丽带着孩
子，约了2名闺蜜，来到位于寿光大西环的以
诚生态农场摘草莓。“ 摘下来可以直接吃，这
里没有喷洒一滴农药。”以诚生态农场总经理
王德永说。

“ 酸酸的，甜甜的，真有草莓味。”吴伊
丽说。

最初，以诚生态农场以苗木培育为主，占
地400亩。近年来，该农场先后规划建设了以
樱花、海棠、垂钓等为主的休闲观光区，以及
室外水果采摘园和室内蔬菜采摘区，形成了生
态农业、休闲农业、科教农业三大板块。

“ 让游客在采摘园不仅能品尝到鲜美的蔬
菜果品，还能对农业及农耕文化进行体验。”
王德永说。

“ 寿光地域特色明显，南北存差异，东西
有不同，北部可以滨海休闲，西北有乡野生
态，西南现代农业发展良好，东部形成农史文
化与酒文化。”李勇说，每一个区域既能独立
成特色，又能贯通为一个体系，非常适合做乡

村游。
近年来，寿光充分利用乡村旅游资源优

势，大力发展乡村采摘游，把全市从一月份到
年底适合游玩、采摘、选购的农业“ 点”、风
景“ 点”串成生态采摘旅游“ 线”，为游客提
供丰富而连贯的乡村旅游体验。

如今，寿光已有蔬菜高科技示范园采摘
园、三元朱樱桃采摘园、林海生态博览百果采
摘园、绿园农庄等乡村旅游采摘基地。大西环
生态农业观光走廊，双王城国际生态农场、侯
镇葡萄、纪台黄桃、桂河芹菜、文家韭菜等现
代农业景观，形成了草莓、樱桃、黄桃、葡萄
采摘等几十种采摘种类。

李勇说，在寿光，人们从一月份到年底都
可以采摘到新鲜的瓜果蔬菜，领略现代乡村风
情。

游客有了更多体验机会

在阳光春天农场，园区分为中草药养殖
区、五谷杂粮区、盆栽蔬菜观赏区，以及餐饮
区。记者看到，杜仲、枸杞、金银花等中药材
已经种好。

“ 许多老人怀念高粱面条、玉米饼子，许
多孩子不知道芝麻、谷子是怎么生长的。我们
提供一个儿童体验、老人怀旧的地方。”韩鹏
说。

尚沃农业总经理何涛，也在自己的园区
规划了小麦、玉米等种植区，并正在筹备建
设农耕文化馆。“ 寿光人写了《 齐民要术》
这本农业巨著，又产生了冬暖式大棚。这些
农耕文化，要好好向人们介绍。”何涛说，

尚沃农业园区可以让人们对农业及农耕文化
有更深的体验，同时成为一个青少年科学知
识普及场所。不久，人们可以在尚沃农业园
区看到西柴土陶、草碾草编等寿光非物质文
化遗产。

尚沃农业在园区设立开心农场、喂食小动
物、荡秋千、沙坑池及植物识别区等。何涛
说，这些设施让儿童有更多的参与机会和动手
机会，能增加儿童的体验能力和感官认识。

李勇表示，寿光正在加大旅游与文化的深
度融合，加快乡村旅游产品的开发，提高乡村
旅游的附加值。

“ 羊口祭海节、宏源酒厂祭酒神大典、侯
镇李莪华庙会、仉家龙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常具有旅游开发价值。我们在注重开发利用
民间艺术、民俗文化的同时，也注重开发农事
活动体验、农耕文化教育和乡村民俗参与等不
同主题的乡村文化旅游产品。”寿光市旅游局
副局长张玉洋说。

多元发展广获益

“ 做乡村旅游，我们现在还只是探索，但
前期投入大、收益慢，这是现实问题。”韩鹏
说，现在这个占地20亩的园区已经投入200多
万元。

阳光春天农场内，建有3个蒙古包，游客
可以在这里就餐。此外，盆栽蔬菜、私家小菜
园，也可以带来收入。“ 做乡村旅游不容易，
我想探索一种家庭农场式的赢利模式。”韩鹏
说。

做以诚生态农场，王德永已经投入900万
元。“ 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苗木、瓜果、
大棚出租等，每年收入七八十万元。除去员工
工资和园区租金外，还略有盈余。”王德永
说。

李勇认为，乡村旅游是一个探索发展的过
程，不可能一步到位。

“ 品质和创意，是家庭农场发展的方
向。”王德永说。

以诚园区内有农家乐一处，厨房所有食品
均来自采摘园内。农场推出了铁锅炖鹅、活鱼
烧烤等特色餐饮，“ 园区形成现吃现摘，农场
自给自足的产品供应格局。这既保证了所用食
材的新鲜安全，又通过吃文化宣传了农场产
品。”王德永说。

李勇说，寿光乡村旅游围绕高端农业做文
章，在现有观光、科普等功能基础上，增加参
与性、娱乐性的休闲功能，将观光、采摘、品
尝、购买等环节联通，大力发展创意农业、休
闲农庄，实现了从农业观光型向旅游观光、休
闲度假、体验娱乐、参与教育等的综合型高效
农业转变。

□ 本报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提起生活垃圾处理厂，人们想到的往往是
堆积如山的垃圾、飞舞的苍蝇蚊虫，以及肆意
横流的污水。而在寿光北部的光大环保能源
(寿光)有限公司，同样是处理生活垃圾，厂区
内却闻不到异味。

据介绍，每天约600吨的生活垃圾在这里
处理，日均发电22万至24万度。“ 生活垃圾通
过焚烧发电，实现了无害化处理。”光大环保
能源(寿光)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连成说。

站在吊机值班室，隔着巨幅玻璃窗，可以
看到，垃圾运输车从物流通道进入垃圾卸料平
台，把垃圾倾倒进垃圾仓。操作员通过手控垃
圾抓斗，将各种垃圾送入垃圾焚烧炉。虽然不
同垃圾混杂在一起，在抓斗掀起瞬间有的甚至
会有液体流出，但在操作间里，记者没有闻到
任何味道。

王连成说，垃圾仓有专门的空气负压装
置，周边的空气都被吸进去，异味散发不出
来。

据介绍，该垃圾仓长43米深28米宽23米，
可容纳2万吨垃圾。“ 垃圾仓既能存储垃圾，
又能保证焚烧炉物料的供应。”王连成说。

垃圾被倾倒至垃圾仓后，要进行为期5至7
天的发酵。发酵后的垃圾，被送至焚烧炉焚
烧。

中控室内，4名工作人员正密切关注着电
子屏幕上的数据。“ 观察各种数据，确保垃圾
处理的最佳效果。”王连成说。

发电厂的焚烧炉内部温度达到850摄氏
度，保证垃圾的充分燃烧。“ 焚烧后产生的灰
渣、烟尘等都经过无害化处理。拿焚烧过程产
生的废气来说，我们会进行脱硝、脱硫、活性
炭吸附等烟气净化处理，排放指标达到欧盟
2000标准，这是目前国际最高标准。”王连成
说，同时焚烧时产生的气体、粉尘、炉温等相
关数据，都会实时上传到寿光环保部门，由环

保部门在线监测。
光大寿光公司现在运营的是一期项目，总

投资3 . 39亿元，年发电量最高可达8000万度。
垃圾焚烧后产生的炉渣怎么办？王连成

说，焚烧垃圾产生的约30%的炉渣，含有铝、
铁等金属，可提炼利用。其余部分，可用于路
基垫层或生产道板砖。唯有2％左右的飞灰属
于危险性固体废弃物，通过布袋除尘器捕获拦

截后，运送到危废填埋场进行固化填埋处理。
在厂区的池塘内，可以看到鱼儿在游动，

池塘边的垂柳刚刚冒出新芽。“ 这全部是处理
后的中水。”王连成说，垃圾渗滤液经过五道
工序的处理，脏水变成清水，达到工业用水回
用标准，实现厂区内全回收。厂区绿化用水、
喷泉以及部分工业用水均来自垃圾渗滤液的回
收利用。

据了解，生活垃圾发电厂运营以来，寿光
垃圾处理方式由全部依靠填埋变成了现在的焚
烧为主、填埋为辅，每年至少可以节约40亩填
埋土地。目前，寿光的生活垃圾就近运至设置
的21座垃圾中转站，经压缩后再转运到垃圾焚
烧发电厂进行无害化处理。

2016年，光大环保能源(寿光)有限公司成
为山东省工业旅游示范点。虽然成为旅游景
点，但并不向游客收取门票。

“ 我们只是向人们介绍公司的业务，和我
们的社会责任。公开，对我们来说是一种保
护。公众看到我们的环境里没有二噁英，没有
污染物，自然会对我们的企业放心。”王连成
说。

为此，光大公司还设计了供游客观摩的基
础设施，细化完善了各类旅游指引标识牌、导
向图等，美化了游客观光休息平台，增设了讲
解扩音设备等。

寿光市旅游局局长李勇认为，工业旅游将
为企业、产业甚至城市带来文化内涵。这正是
工业旅游最需要的“ 附加值”，也让环保理念
从此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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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张志远

“ 现在，猪肉吃着怎么不香了呢？”寿光
美食爱好者蒋明山说。

在蒋明山的记忆中，儿时，母亲拿肥肉炼
油剩下的油渣，只是撒一点盐，他就可以美美
地干掉两个大馒头。

“ 长大后，家里的饭桌上开始顿顿有肉，
开始有鸡有鱼，开始有生猛海鲜。大街上的饭
店一家一家地开，我们也一家一家地吃，但却
觉得没有小时候的肉那么香了。”蒋明山说。

去年底，在潍坊御达祥畜牧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蒋明山吃到了有“ 儿时味道”的猪肉。

“ 又香又嫩，特别可口。”蒋明山说。
2016年12月，御达祥黑猪肉系列产品被评

为山东省新品牌旅游商品。
御达祥总经理杨树军说：“ 我们运用生态

养殖技术，通过对莱芜黑山猪、太湖草猪、野
猪和三元猪的杂交改良，繁育出了可以生吃的

‘ 御达祥’生态黑猪肉，并通过了绿色无公害
食品认证。”

人们常说，生猪难养，主要是疫病难防。
为了防止猪生病,御达祥公司下了不少功夫。

御达祥的猪舍空间宽敞、地面整洁，每个
猪栏都配备了自动饮水器、自动采食槽、电风
扇、保暖设备等。“ 冬天温度不低于10度，夏
天温度不高于28度。”杨树军说。

猪栏内有稻壳、木屑混合而成的物质，这
是生态发酵床。杨树军说：“ 在生态发酵床上
加入微生物，能及时消化猪的排泄物产生的疫
菌。配合安装风机降温，不仅解决了通风问
题，保证了猪生长所需的温度和湿度，还能有
效防止疫病的发生。”

一只猪跑到栅栏边，对着水嘴喝水。杨树
军解释说:“ 这种水嘴是按压式的，猪渴了，
只要对着水嘴咬下去，水就自动流出来。松嘴
后，水嘴自动合上。”

记者注意到，猪舍装有纯净水设备、音响
设备，每个猪栏里有生猪两三头。

2010年，杨树军投资3000多万元，建设了
占地86 . 5亩的无公害优质黑猪养殖基地。公司

与中科院合作，利用莱芜黑猪等猪种进行杂交
改良，培养出新一代黑猪“ 御达祥”。

杨树军说，御达祥猪肉胆固醇含量低，适
应了现代消费者的营养需求。2015年，御达祥
猪肉制品市场销售量翻番，去年销售额达3000
万元。如今，御达祥又开发了新产品，如猪肉
丸、手撕肉、猪肉肠、水饺等。其产品已销售
到高铁、机场等高端场所。

杨树军说，以前有一家大超市，御达祥公
司多次对接，对方老总都不见面。现在，对方
主动联系御达祥，要求销售其产品。

“ 人们对食品品质要求越来越高，健康、
绿色的食品成为更多人的选择。伴随这个趋
势，我们会做得更好。”杨树军说。

这里的猪肉为啥不一样

废物能发电 污水可回用 厂区无异味

生活垃圾处理厂成免费景区

依靠自身优势塑造“ 蔬菜之乡·生态寿光”旅游品牌

一场乡村游，足以慰乡愁

寿光羊口中学的学生，来到光大寿光公司中控室参观，了解生活垃圾处理过程。

□石如宽 报道
在寿光以诚生态农场，一位游客正在展示她刚采下来的草莓。

“二孩”热带动母婴市场

把家具当艺术品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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