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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杨淑栋
通讯员 芦晓卿 王俊怡 报道
本报淄博讯 4月2日，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西

冶工坊国际琉璃艺术文化产业园琉璃创作教学实践
基地揭牌仪式在博山区城东街道举行。

中央美术学院造型学院副院长、雕塑系主任、
博士生导师吕品昌教授表示，学院将利用博山得天
独厚的人文自然资源，创造出传承和弘扬博山琉璃
文化的精品佳品。

据了解，中央美术学院是教育部直属的唯一一
所高等美术学校，此次合作将成为两地进一步加强
联系的纽带。对于弘扬博山陶琉文化，聚力建设文
旅之都具有重要意义。

□记者 杨淑栋 报道
本报淄博讯 为填补淄博历史文化研究的断

层，将淄博历史贯通起来，第一部全面、系统论述
淄博文化发展的通史性专著《淄博文化通史》今年
1月正式出版发行。4月14日，《淄博文化通史》发
行座谈会在淄博市图书馆举办，并向淄博市图书
馆、市档案馆和市史志办三个部门赠书。

该书编写由淄博市中华文化促进会牵头组织，
市文促会主席岳长志任编委会主任和主编，数十位
专家学者参与编写。《淄博文化通史》是一部新
书，许多内容、论述不仅填补了淄博文化历史空
白，也拓宽了淄博历史文化的认知边界。

中央美院教学实践基地

落户博山

《淄博文化通史》

出版发行

□记者 杨淑栋 报道
本报淄博讯 清明期间，淄博中国陶瓷馆迎来

全省各地的1000余名青少年学生参观学习。学生们
通过欣赏精美的陶瓷艺术品，领略陶瓷文化和齐文
化的博大精深。

中国陶瓷馆是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山东省关心
下一代教育基地、淄博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重视履
行自身教育职能和社会责任，充分利用展品、图片、
讲解、陶吧等资源优势，增强少年儿童对陶瓷文化和
齐文化的兴趣，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关心和教育。

淄博中国陶瓷馆

成全国科普教育基地

□记者 杨淑栋 报道
本报淄博讯 4月12日，记者从淄博市文化广

电新闻出版局获悉，日前，国务院公布了2016年享
受政府特殊津贴人员名单，淄博市五音戏剧院国家
一级演员吕凤琴榜上有名。

吕凤琴师从五音戏创始人、五音泰斗鲜樱桃
（邓洪山）先生，工青衣花旦，文武兼备，唱、
念、做、打俱佳。40多年来，她先后主演了《王小
赶脚》《王二姐思夫》《拐磨子》《亲家婆顶嘴》
《赵美蓉观灯》《墙头记》等几十部传统剧目和
《换魂记》《云翠仙》《紫凤》等新编聊斋剧目，
成为五音戏传承发展中的代表性人物，被评为五音
戏省级传承人。

五音戏演员吕凤琴

获国务院特殊津贴

□ 本报记者 程芃芃 马景阳
本报通讯员 张维堂 石晓静

古老文明的“活化石”

1970年以前，位于高青县青城镇北关的青
城纸业社，是远近闻名的造纸作坊，也是原高青
县造纸厂的前身。当时由于纸业社搬迁，机械化
大生产代替了老手工，机制纸代替了毛头纸，一
批老手工艺人被分流到民间。

牛明涛，高青县木李镇牛家村人，今年61
岁，他便是改革开放初期自办造纸作坊的人物
之一。至今，在他家里，碾压桑皮的石碾、砸制束
解桑麻的榔头、抄纸用的竹帘仍然保存完整，当
年晒纸的石灰墙仍依稀可见。

“手工造纸又叫‘土法’造纸，是不用机械或
仅用非常简单机械的手工造纸方法，主要原料
是麻类、树皮、竹子和稻草。”牛明涛告诉记者，
他们的造纸取决于本地的自然物产资源和人们
的生产生活需要，并反映了特定时代的风物民
俗。历经千年的磨砺和延续，古造纸术传承至
今，已成古老文明的“活化石”，它以深邃的文化
内涵向世人展现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劳和

智慧。牛明涛之所以保留这些传统手工造纸工
具，就是因为对祖先智慧怀有敬畏之心。

他还告诉记者，手工纸按用途划分为文化
用纸、生产用纸、卫生用纸和祭祀用纸四大类。
最著名的手工纸是供毛笔书画用的宣纸，这种
手工纸以质地柔韧、洁白平滑、细腻匀整和色泽
耐久而驰名中外。手工纸中的鞭炮用纸、纸伞、
纸扇用纸也独具风格。手工生产的祭祀用纸主
要有黄表纸、寿衣纸、祭先纸等，这些产品主要
为宗教活动所用。

抄一张纸要费72遍“工夫”

说起手工造纸的工艺，牛明涛感叹，抄一张
纸要费72遍“工夫”，但主要流程有以下几道，应
记者的请求，他按照次序向记者展示起部分造
纸用具的操作方法。

首先是备料。一是桑麻，桑麻是当地编制

柳编器具扒下的桑皮。二是废纸边，来自废品
站。新进的桑皮夹带很多杂质尘土，需要用水
清洗去杂质。在预先做好的方形水池中装入桑
皮，加清水浸泡一天一夜，然后涮洗捞出沥去
水分备用。

清洗之后，就到了去皮环节。砖砌窖井，按
比例依次加入4000斤水、1200斤石灰制成石灰
水，再加入1200斤桑皮入水浸泡一周。其间，隔
时用长钩涮麻脱皮，连续3次，俗称“拿皮”。

随后是蒸煮。取12印大锅，一次装入200斤
桑皮，上覆棉被石块压之，每2小时一锅。1200斤
桑皮要蒸制12小时才能完工。蒸制好的桑麻还
要码放在一起，趁热焖制3天，晾至半干，上石碾
碾压去皮。

碾压后的桑麻纤维与桑皮基本脱离，放入
直径为一米半的水缸中，洗去杂质碎末。之后打
成“8”字形一把，晾干后50斤一捆，放置原料仓
屋内备用。由于现如今牛明涛家的水池已经废

弃，从去皮环节开始，他只能口述。
洗涤之后需要砸制。取够一个时期用的桑

麻，淋水浸泡，次日再次上碾压制，然后放入水
中漂洗。沥干水分再用木制榔头分把一一砸制，
使桑麻纤维分解得更细。用师傅的行话就是把
料“砸熟”，砸熟的料再放入水中漂洗，此时的水
池内放入一只粮食囤，一是防止纤维流失，二是
滤除清水。

经过反复砸制漂洗后的麻料干净变白，然
后顺放在长凳上，用绳索勒紧，用铡刀切成适合
抄纸的碎料。按照15斤桑麻与45斤纸边的比例，
放至浆缸里反复捣制搅拌，直至浆料手感滑溜，
这就是“制浆”环节。

做好的浆料放入抄造池，取竹帘搅动浆料
然后顺势抄纸。每抄一张纸计数一次，抄至10张
进十位一次，至6000张为一墩子。抄造的纸张静
置沥去水分，然后把纸墩子翻过来底朝上，晒干
的纸每100张为一刀，500张为一令。

古朴技艺淹没于时代洪流

时光荏苒，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受现
代工业造纸的冲击，手工造纸因劳动强度大、
生产效益低、工艺落后、产品销路差，加之成
本高、工艺多，市场越来越小，传统的土法造
纸也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远去。牛明涛夫妇也
因形势所迫，从前年起也不得不转行，外出打
工干起了木工。“鼎盛时期，木李镇有三分之
一的村从事手工造纸业，但造纸赚不了大钱，
又苦又累，现在年轻人宁愿外出打工也不愿干
这个。如今已经踪迹全无，只有极少人家还保
留着这些造纸的工具，也算是当个纪念吧。”
牛明涛充满感伤地说。

过去的老造纸作坊已不复存在，青城纸业
社会抄纸的老师傅，健在的也所剩无几，唯一能
见证的是那些厚重的石碾、斑驳的断壁石灰墙
和墙上晾晒的痕迹。然而，在时代前进的洪流
中，随着古朴的文化技艺逐步被先进机械化取
代，牛明涛的传统手工造纸术仅仅是急需“抢
救”的民间文化遗产的一个缩影。面对文化遗产
生存环境日渐恶化的现状，民间文化扶持、保
护、传承等工作，任重而道远。

距今已有1900多年历史，如今却销声匿迹

手工造纸：渐行渐远的传统工艺

□记者 刘磊 通讯员 张嘉仪 报道
本报淄博讯 4月9日，山东理工大学法学

院迟丕贤副教授围绕“九型人格与社工服务”
课题为张店区和平街道办事处120多名社区工
作者、网格员带来一堂生动的专题讲座。

城西社区社会工作者孙静说：“自从参加
了社会工作者的培训学习，感觉自己各方面的
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居民来咨询相关业务工
作，我都能从培训学习中得到启发，感觉处理
起事情来更得心应手了，为居民服务起来心里
也更有底了。”

为进一步提升辖区社工的管理服务水平，

强化队伍素质，促进社工服务居民的常态化、
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和平街道对社工的培训
教育工作采用“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
合、“点上辅导”与“面上推广”相联系的培
训方式，多方面提升社工的服务水平和工作能
力。

和平街道为探索社工培训新方式，积极推
动校城融合，已与山东理工大学建立长期培训
合作机制。带领大家“走出去”，去山东理工
大学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训基地参加学习，丰
富社工的工作技能，提升社工的整体素质；把
专家“请进来”，围绕九型人格、入户方式、

社区工作实用技巧等方面，请山东理工大学的
专业教授为大家进行集体授课，社工们表示授
课形式灵活，讲课内容实用，为日常工作的开
展提供了思路。

同时，针对“社治通”信息平台的使用情
况，街道网格化系统管理员结合工作实际案
例，为社工开展了“点对点”“一对一”的辅
导，确保系统内住户信息、巡防记录和事项办
理等各类工作项目的及时更新。为了拓宽社工
的工作思路，和平街道还通过日常各项考核评
价和居民反映情况，推选出优秀的社工代表在
辖区面上向全体社工进行工作推广、经验交

流，进一步激发社工们的工作热情。通济社区
社工密传玲说：“有了经验交流会，我们就有
了同行之间的切磋平台，我们都是社工，都在
同一个辖区工作，工作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很
多做法是互通的，通过交流学习，学到了别人
很多好的工作方法。”

“多样化的培训加强了社工的责任意识，
对怎样走访和服务群众、协调处置事件、上报
信息、化解矛盾纠纷等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
作用，切实提高了实际工作中主动为居民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张店区和平街道党工委书
记李宗岫表示。

业务培训开眼界 社工服务上台阶

造纸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至
今已有1900多年的历史。在造纸业
飞速发展、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今
天，手工造纸作坊早已销声匿迹，
但其印记仍然依稀可循。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前，在高
青县青城、木李一带，有不少村民
借当地的蚕桑资源开办造纸作坊，
沿用最传统的手工工艺生产毛头
纸，用来包装水果、蔬菜，出口国
外。由于纸张绵软，拉力大且环
保，很受客户欢迎。直到2 0世纪
末，手工造纸由于工序繁杂、效率
低下、利润薄而被时代淘汰。

手工造纸工艺之——— 碾压桑麻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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