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彭辉 本报通讯员 王嘉

最近，根据抗战时期胶东“乳娘”哺育前
线子弟兵后代和烈士遗孤真实历史创作而成
的民族舞剧《乳娘》，在首都北京和省会济南
接连上演。借着舞剧上演的时机，乳山市在全
国开展了“小远落，你在哪里？”寻访乳儿活
动，公布了首批查访的42条乳儿线索和线索
搜集平台，在全国寻找当年胶东育儿所“乳
儿”，助力红色“乳娘”和“乳儿”团圆。

民族舞剧《乳娘》是近年来乳山挖掘众多
红色文化资源的一个代表。乳山是一座革命
传统文化底蕴丰厚的红色之城，是抗战时期
胶东新设立的14个县级单位中唯一保留下来
的县级市。近年来，秉承着红色基因就是要传
承的理念，乳山大力挖掘境内红色文化资源，
激活红色基因，擦亮红色文化名片。

红色历史搬上舞台

民族舞剧《乳娘》以山东民间舞蹈为主
要表现手段，通过一个乳娘家庭在硝烟战火
中经历的“生”“离”“死”“别”，凸显
出300多名冒着生命危险哺育革命后代的乳
娘和保育员的英雄群体，深刻阐释了“忠心
向党，大爱无疆”的乳娘精神。舞剧扣人心
弦、深情动人，自去年6月份在省会大剧院
首演以来，已在北京、山东等地演出15场，
场场座无虚席，好评如潮。

90分钟的精彩演出背后是一段跨越77年
的感人红色历史。在抗日战争最艰难时期，不
少妇女干部生了孩子无法随身带养。1942年7
月中共胶东区委在胶东抗战大后方牟海县

（今乳山市）组建胶东育儿所，选取乳娘哺育
党政军干部子女和烈士遗孤。自1942年至1952
年环境险恶的十年间，胶东育儿所先后养育
了1223名革命后代，在日军“扫荡”和多次迁

徙过程中，胶东育儿所乳儿无一伤亡，革命的
火种生生不息。

“剧里的每一个情节都将我们带回到当
年的胶东，让我们想起远在胶东的妈妈。”《乳
娘》演出当晚，曾经的胶东育儿所乳儿、现年
75岁的宋玉芳缓缓走上前台，向现场起立致
敬的观众再次诉说舞剧所讲述的那段历史。

作为革命老区，乳山红色历史悠久，胶东
育儿所乳娘是其中一个代表群体。这里还曾
发生过马石山突围战、双山突围战等荡气回
肠的英雄故事，拥有马石山红色教育基地、胶
东育儿所等红色文化载体。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乳山坚持文化自信，通过对红色资源的创
新挖掘，以舞剧、吕剧、歌唱比赛等多种形式，
让红色经典“上舞台”“进荧屏”，释放红色文
化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

近年来，乳山通过创新形式载体，联合创
作了大型红色民族舞剧《乳娘》，编印整理出
版了《红色乳山》《母爱无疆》等历史图书，推
出了电影《马石山十勇士》、红色吕剧《乳娘》、
情景剧《红色乳娘》、大型专题片《红色的爱》、
长篇报告文学《胶东乳娘》等一批群众喜闻乐
见的红色文化作品，让红色文化可读可学，直
抵人心。

“将胶东百姓耳熟能详的红色故事，通过
艺术方式呈现，传播力更强，影响力更大。”有
文史专家表示，随着大型红色民族舞剧《乳
娘》接连在国家大剧院、山东省会大剧院与观
众见面，乳山的红色文化品牌和影响力又迈
向了一个新高度。

红色遗址带富乡村

清明节前夕，乳山市诸往镇下石硼村62
岁的乔翠花和老伴就开始忙碌不停，张罗着
节假日期间游客的食宿。“3天假期，每天5
桌客，一个周前就预订出去了。”乔翠花笑

着说道，家门口的“红色密营”成了村里的“摇
钱树”，城里人都爱跑村里看。

下石硼村深藏在乳山西北部马石山群山
腹地，战争年代，这里是我党政军的大后
方，兵工厂、敌后医院、印钞厂、被服厂等
机构活跃。进入和平年代，这里由于交通闭
塞，常年发展落后于全市其他地区。

为了让山区乡亲共享发展成果，乳山启
动红色沿线振兴工程，实施“乡村记忆工
程”和“文化历史展示工程”，先后投资
5000万元对马石山烈士陵园进行陈列布展，
投资3400多万元打造了胶东育儿所教育基
地，并规划建设布展了许世友战时指挥所、
胶东特委遗址等40余个红色历史文化展馆，
公布了17处红色文化遗址名录，留存红色记
忆。

在红色资源开发的同时，乳山同步对沿
线46个村庄的红色旅游资源进行保护性开
发，开展道路铺装、给排水、绿化亮化、河
道清淤及景观提升等工程，配套建设乡村记
忆馆、游客接待中心，鼓励农户开办农家
乐，大力发展樱桃、桃子等特色农业种植，
发展红色文化游、休闲采摘游、乡村体验游
等项目，打造了“桃源古村”东尚山、“红
色密营”下石硼、“大爱无疆”田家村等一
批饱含红色文化内涵的美丽乡村，形成了一
条百余公里的环形红色旅游线路。

从昔日的路窄屋破、河道垃圾堆积、杂
草丛生，到如今的绿树环绕、溪水潺潺，犹
如世外桃源般的美丽乡村；从无人问津的普
通胶东小山村，到年接待观光游客超过10万
人次的旅游示范村，时下，从历史中走出来
的红色文化正成为乳山乡村振兴的红色引
擎，带火了“红色沿线”村庄，在“红色之
旅”拉动作用下，今年以来，乳山市接待游
客数量增长8%，旅游总收入增长10%。

红色精神激励前行

就在民族舞剧《乳娘》巡演期间，山东省
首个以人民警察个人名字设立的陈列馆———

“齐鲁时代楷模”王伟事迹陈列馆在乳山开
馆。不足一个月，这个仅有350平方米的陈列
馆就吸引了上千名党员干部、青年学生，以及
当地群众前来参观学习。

王伟生前是乳山市公安局的一名特巡警
指导员，从警21年以来，他始终践行着人民公
安为人民的初心和使命，奋战在打击违法犯
罪第一线。为了讲好警察故事、传递党员正能
量，乳山市投资近200万元，建设了王伟事迹
陈列馆，作为继马石山、胶东育儿红色教育基
地之后的又一重要党性教育基地。

红色基因培育时代楷模，这在乳山并非偶
然，也不是个例。全省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先进典
型、乳山市夏村镇邵家村八旬老党员邵本道将
毕生省吃俭用攒下的30 . 5万元全部捐给村级党
组织。“我的钱都是党给的，我不给党给谁呢？”
曾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后转战福建剿匪
的邵本道当年平淡地说出捐款的初衷。

深厚的红色文化也影响带动了一批人。
2016年胶东育儿所教育基地修缮时，田家村
村民自发协助施工人员整修道路，有的党员
主动让出自家房屋，全家搬到简陋的苹果大
棚居住。胶东育儿所开放时，已过花甲之年的
乳娘子女、亲属们自发担当义务讲解员，一遍
一遍地为参观者讲解乳娘事迹。

在红色精神的感召下，近年来，乳山市先
后涌现出了三次参与维和任务、被联合国授
予荣誉勋章的邢飞，26年帮助200多名残疾儿
童走上健康路的“齐鲁和谐使者”邢素英等一
批先进典型，有5000多名市民被评为各级“好
人”，48名市民被评为各级道德模范，志愿服
务团体在各领域“生根发芽”。

让红色文化资源成为乡村振兴的红色引擎———

“红色基因”这样在乳山激活

□本报记者 吴宝书
本报通讯员 王恩标

“我们村地处黄河滩区，土壤和水都没
有污染，很多发展高效农业的人看中了这
里，给我们发展的机会。我们种豆养的豆
虫，就是把过去人们烦恼的害虫，通过大棚
养殖，变为餐桌上人们喜爱的一道美食，就
像‘虫草’一样稀罕呢。”3月27日，在靠
近黄河岸边的东明县长兴集乡竹林新村，看
着200多个种豆养虫的大棚，党支部书记刘
兴豪告诉记者。

竹林新村是东明县黄河滩区搬迁第一
村，也是全国最大的豆丹（豆虫）养殖基
地。前年，村“两委”在驻村第一书记王培

源的带领下，利用丰富而又纯净的土地资
源，流转土地1500余亩，发展豆虫养殖。
“当年亩产150斤左右，按市场价格每斤100
元到 1 5 0 元算，收益可观，市场供不应
求。”东明县退役军人事务局、驻村第一书
记王培源说。

“说起来也稀罕，以前打药都打不死，
现在这豆虫可真娇贵，想养好并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黄河滩区土质半沙半淤，保湿性
强，加之雨水充沛，日照时间长，非常适合
种植大豆。”靠养殖豆虫脱贫的村民荀维玥
说。但种好大豆只是其中的一项，科学放养
是提高豆虫产量的另外一个秘诀，将网棚里
收集来待孵化的豆虫卵，按照每亩投放10000
粒以上要求散发到育苗棚里，几天后豆虫卵

就会变成小豆虫爬在豆叶上，自然生长。
“每年6月份，就是大棚里豆虫喜获丰

收的时候，来自连云港、周口、临沂等地的
收购商们排队抢购，还有通过网购订货的，
是个抢手货。”荀维玥说，别看这些豆虫其
貌不扬，但它高蛋白、低脂肪、营养价值
高，而且经过厨师的精心开发和加工，口感
好、味道鲜，十分受消费者的欢迎。

刘兴豪给记者算了一笔养殖豆虫经济
账：大棚豆虫每年可养殖两茬，第一茬三月
初投苗，五六月份采收；第二茬七八月份投
苗，九月底采收。第二茬豆虫不仅可以当商
品，还可以用来育卵，当做第二年的种子，
这样就能节省很多成本。每茬35—40天的养
殖时间，农民一亩地投入大约2000元，每亩

可收豆虫130斤至150斤，按每斤保底收购价
40元至60元，每个大棚每年可收入三至四万
元。而且，从大豆种植到豆虫养殖的全过程
由专业人士进行技术指导，确保农民顺利收
回成本并创收。

豆虫曾经在大豆地里蚕食豆叶、降低大
豆产量，被农民认为是标准的“害虫”，如
今它摇身一变，成了人们餐桌上的高档美
食，种豆养虫更成为一个新兴产业，铺就了
东明县滩区群众的致富路。目前，竹林新村
已经成立了豆丹养殖专业合作社，让更多群
众由土地流转“获租金”、就地打工“挣薪
金”，向入股合作社“变股金”分红的方向
转变，豆虫养殖已带动村里500余名困难群
众务工就业，扶持200多户贫困户脱贫。

往年是标准害虫，如今大棚养殖变美食

黄河滩区，小小豆虫成“虫草”
□记者 吴宝书 通讯员 王恩标 报道
本报东明讯 当前正是春季植树的好时节，东明县马头

镇景观苗木基地一片忙碌，基地负责人宋世朋正指挥工人把
从河南、山西运来的新苗移栽到新流转的600多亩地里。

今年44岁的宋世朋，从2005年起到北京、天津、山西的苗木
公司做销售。2009年回到老家马头镇靳庄村，在自家8亩地上种
上白蜡苗。为了管好苗木，他认真学习技术，精心呵护管理。三
年后，8亩白蜡卖了40万元。2013年起，苗木市场进入低谷，很多
种植户出现亏损。熟悉市场的宋世朋却发现，价格低的只是小
灌木、小乔木，而大乔木价格却很稳定。从那时起，他开始改变
方向。一方面购进树苗，培养成更大的苗出售，三四年间，收益
就可以翻倍；另一方面，从南方购进大树苗，进行驯化后，再在
本地销售。“国家对生态环境越来越重视，我一直看好绿化苗
木的市场前景。”宋世朋对自己的判断胸有成竹。

在销售苗木的同时，宋世朋还承包绿化工程。从前年开
始，他已经在菏泽市区和东明本地干了好几处绿化工程。在
宋世朋的带动下，靳庄及附近村庄绿化苗木种植面积达1万
多亩，成了远近闻名的苗木基地，既带动了农民增收，也带
动了就业，更让不少贫困户种树苗脱贫。苗木基地吸引100
多人来务工，年人均收入2万多元。

马头镇万亩苗木基地
带动农民增收

□记者 薄克国 通讯员 王勇 于艳双 报道
本报青岛讯 3月27日，家住青岛市市南区珠海路街道

辛家庄社区10号楼四单元302户的退役军人赵京尧，家门上
挂上了“光荣之家”的铭牌。

赵京尧今年65岁，1972年入伍当兵，1988年退役。“30多
年前，当年我当兵时，也是这样的红牌牌，我父母作为军属，
在家中挂了多年。”他说：“没想到现在我家里又挂上了红牌
牌，牌牌虽然不大，但表示了退役军人的身份，也是一份荣
誉。”赵京尧表示，作为一名退役军人，社区有活动，就要积
极参加。当天，市南区委、区政府举行仪式，为退役军人和烈
属、军属等家庭悬挂光荣牌，密切同烈属、军属和退役军人
的联系，生活上关心关爱，创业就业上扶持优待，全力维护
烈属、军属和退役军人合法权益。

市南区目前有烈属、军属和退役军人等优抚对象约2 . 8
万人。市南区各级退役军人服务机构将以悬挂光荣牌为契
机，推进区、街、社区三级退役军人服务体系建设，基本建立
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覆盖全区的服务网络，推进退役军
人精细化服务模式，为退役军人提供个性化、全方位、多层
次服务，在全社会营造尊崇军人的良好氛围。

青岛市南区为退役军人
和烈军属家庭挂光荣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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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姜言明 通讯员 宋杰 报道
本报肥城讯 人间四月正芳菲，桃花天天含情笑。4月3日

上午，中国肥城第18届桃花节在刘台桃花源景区举办开幕式。
市民、游客来此赏美景，人面桃花相映红；观演出，精彩绝伦拍
手赞，人潮如虹正春风。肥城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名树伟说：

“本届桃花节以‘春满桃都 追梦幸福’为主题，更具特色、更
富内涵、更可品鉴。活动设计更注重雅俗共赏，注重与游客的
心灵沟通，游客在畅游花海的同时，共襄文化盛宴。”

据悉，本届桃花节将持续到4月25日，随着开幕式文
艺演出精彩呈现，丰富多彩的桃花节系列活动也相继展
开。举办2019全国桃木旅游商品创新设计大赛暨全国桃文
化旅游商品评展活动、桃花节经济合作洽谈会；“盛世花
开”文旅嘉年华主题活动轮番上演；肥城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走进春秋古镇，带来桃木雕刻、火笔画等传统手工
技艺，让游客参与其中，感受传统工艺的魅力。十里桃花
健步走、自行车挑战赛、围棋比赛等活动绿色健康、健身
益智。更有“春满桃都”曲艺展演系列活动、书画交流系
列活动让游客乐在其中，尽兴而归。

中国肥城第18届桃花节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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