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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
征程，波澜壮阔，筚路蓝缕，英雄辈出。在
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在胶东大地上，不仅涌
现出以马石山十勇士为代表的英雄群体，也
涌现出一个隐秘而伟大的女性群体，她们就
是胶东红色乳娘。

那是1942年冬，在日寇的大扫荡中，乳
娘姜明真怀抱着三个月大的革命后代小福
星，在马石山上东躲西藏。背上的儿子又冷
又饿，哭闹个不停。为避免哭声暴露行踪，
她狠下心把十个月大的儿子藏到一个山洞，
而自己则抱着小福星躲进了另一个山洞。在
敌机的狂轰滥炸中，姜明真紧紧地搂着小福
星，依稀听到儿子的哭声。扫荡过去后，儿子藏身的山洞已
被炸塌，她发疯似的扒开炸塌的洞口，儿子奄奄一息，嘶哑
的嗓子已哭不出声音，回家后没几天就死去了。

大扫荡期间，八路军女战士王良即将临产，乡亲们也将
她隐藏在一个山洞里。在阵阵炮火声中，一个“小八路”诞
生了，母子二人在山洞里艰难躲藏了17天，靠乡亲们送来的
小米汤存活下来。后来，“小八路”陈长清在乳娘的精心哺
育下长大。他常说：我出生后吃的第一口奶，并不是亲生母
亲的乳汁，而是胶东乡亲们送来救命的小米汤。他在个人履
历表中这样写着：1942年冬，出生于胶东抗日根据地马石山
山洞里。

穿越百年历史烟云，胶东乳娘深藏功与名。2015年冬，
已经73岁的小福星在历经大半个世纪找寻后，终于在乳山市
崖子镇东凤凰崖村找到了家门。至此，她才知道，乳娘姜明
真的6个亲生骨肉因为战乱、饥荒和疾病夭折了4个，而她哺
育的4个八路军的子女却安然无恙。

在1942年那场惨绝人寰的大扫荡中，以马石山十勇士为
代表的400多名八路军战士，为掩护群众突围，冒着枪林弹
雨四进三出包围圈，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惊天地、泣鬼
神的英雄壮歌。马石山下，300多位年轻妈妈冒着生命危
险，哺育了1223名革命后代，她们用超越传统亲情的伟大母
爱书写了一段人间奇迹，在中国抗日战争乃至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

如今的我们，永远不能忘记革命烈士和乳娘为革命事业
作出的贡献，要借助丰富的红色资源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
引导每一名党员牢记初心使命，更好地传承红色基因！

（□单雅莎 赵琳）

潍坊风筝博采众长，形成独特的乡土艺术风采

“追风”手艺飞舞新花样
■编者按 讲好红色故事，赓续

红色精神。“红动齐鲁·我心向党”山

东省第三届红色故事讲解大赛自4月29

日启动以来，面向全省各级各类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党史教育基地、红色旅游

景区和学校、企业，组织讲解员、导游

员和大中小学师生、企业职工等，开展

故事创作评比、红色故事讲解、视频创

作传播等活动，展现齐鲁儿女为中国革

命、建设、改革作出的牺牲和贡献。大

赛共评选出金牌讲解员30名、优秀红色

故事30个。本报今起选取部分优秀作品

进行刊登。

□记者 张鹏 报道
图①：正在放飞中的龙头蜈蚣风筝。图②：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王兴胜在制作龙头蜈蚣风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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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海外两年

23名胜利石油人终回家
□记 者 贾瑞君

通讯员 庞世乾 巴丽蒙 于佳 报道
本报东营讯 “我们齐心协力，为祖国运回原油近10万

吨。想想这两年的坚守，我们值了！”12月21日，在胜利油
田举行的一场特殊的欢迎仪式上，胜利油田东胜石油（蒙
古）有限公司总经理、党支部副书记张虎贲动情地说。因疫
情滞留蒙古国两年之久、坚守石油生产第一线的首批23名石
油人，终于回国。

2020年初，疫情暴发，中蒙边境客运通道关闭。疫情暴
发之初，外方员工全部居家防护，一半中方员工滞留国内无
法轮岗，胜利油田东胜石油（蒙古）有限公司33名坚守在蒙
古国的石油人扛起了近200人的工作量，其间没有发生一口
井停井和躺井。进入2021年，油田驻地宗巴音镇50%居民感
染，而33名胜利石油人坚持高防疫标准，守住了“零感染”
的底线，成为疫情下的“安全孤岛”。今年3月26日，全体
中外员工接种了第一针国产疫苗，胜利油田东胜石油（蒙
古）有限公司成为蒙古国首家接种疫苗的中国企业。

在多方的努力奔走和积极联系下，滞留蒙古国的首批23
名胜利石油人，于今年11月乘坐航班踏上回家路。在历经3
个国家、6个城市，累计行程13535公里，三地隔离50天，核
酸检测18次后，终于回家。

回到东营，看着两年未见的女儿张艺馨，张虎贲笑着用
手比画道，“离家走的时候，她才刚刚到我肚子这里呢”。

回家还在继续。明年1月，第二批坚守的胜利石油人将
回国倒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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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墨以党组织为核心

整合创新网格化管理

小网格撬动大治理
□记者 张晓帆 通讯员 袁萍萍 报道
本报青岛讯 12月7日，62岁的青岛市即墨区温泉街道社

生村社生后街网格村村民刘梅花要办老年证，腿脚不方便的
她打给了村庄网格员张玉强，张玉强全程代办，把老年证送到
了她的手中。

如今，创新的网格化管理成为新形势下村庄治理的有力
抓手。即墨区打破原网格的条块分割，以党组织为核心进行整
合，设立网格党支部，建立起镇街、社区、村居、网格四级架构，
以党组织和党员队伍为主体，整合各部门各村庄分散投入到
网格内的力量、资源。

从排解矛盾纠纷、发现安全隐患，到宣传各项政策、收集
民情民意，村内大小事务均在网格中处理。便民服务事项集中
下放到网格，实现了人往格中去、事在网中办、服务零距离。

小事不出格，大事不出村，难事不出镇。问题能够及时解
决，还得益于网格化管理体系背后一套运转流畅的事件处理
机制，即墨各镇街都搭建了集受理和处置为一体的网格化数
字社会治理平台，老百姓不仅能“找得到人”还能“办得了事”。

以温泉街道为例，依托网格化治理平台，工作人员在实现
痕迹化管理的同时，能够快速“找人、找房、找党员、找重点人
员”，属社区职责范围内的，3日内给予解决，并把反馈满意率
作为工作考核的重要指标，实现发现、上报、分流、处置、反馈
的闭环式流转处置，提高了社会治理精细化水平。

国内首个全链路数字化牛肉产业集群在淄博投产

一片肥牛从牧场到餐桌仅需30小时
□记者 王佳声 报道
本报淄博讯 从牧场到消费者餐桌，想

要品尝新鲜雪花肥牛肉只需要30个小时。12
月20日，随着纽澜地·阿里巴巴数字农业产
业中心开启运转，国内首个全链路数字化牛
肉产业集群在淄博投产。该产业集群由山东
纽澜地何牛食品有限公司与盒马共同打造，
这是继去年淄博成为全国首个“盒马市”
（盒马数字农业农村示范城市）之后，产业
互联网迅速落地结出的首枚硕果。

以前的牛肉产业中，养殖户、各级经销
商、供应链、销售商、消费者之间各自独
立，信息互通有限，商品品质一旦出现问
题，倒查追溯也有相应难度。“全链路数字
化”解决了这一痛点，喂养饲料、育肥时
间、屠宰分装、冷链物流、商品货架期……
每个环节都有数据记录，对消费者而言，牛

肉品质更有保障。
全链路数字化牛肉产业集群，就是通过

养殖业的数字化建设，实现“肉牛特色产业
园+全产业链+全国冷鲜供应链+高端牛肉品
牌”四位一体，全程数字化管理。“牛肉产
业集群的建立，是产业互联网与消费互联网
的高度融合，用全链路的数字化把农业和商
业很好地结合在一起。”盒马CEO侯毅表
示。

纽澜地·阿里巴巴数字农业产业中心园
区占地约800亩，计划总投资30亿元，四座
单体面积超1 . 8万平方米的现代化加工仓坐
落其中，包括两座牛羊肉加工仓、一座盒马
蔬菜仓、一座盒马水果仓。

在牛羊肉加工仓的无菌生产车间内，记
者看到，分切、分拣、分装均在全自动生产
线上完成，数十条生产线全速运转。据园区

技术负责人介绍，生产线日产能可达260
吨。

近五米高的智能数据大屏是产业中心的
“大脑”，上面记录着当日牧区存栏总数、当日
屠宰总数、每个城市的实时订单量等核心数
据。牧区肉牛的情况能在大屏的视频里实时
看到，每一辆送货的冷链物流车也“逃不出”
数据大屏的视野：车牌号、GPS坐标、车厢内
的温度，预计到达的时间，均有系统记录。“这
套系统是我们自主研发的。”纽澜地总裁李震
介绍，纽澜地用“数智化”供应链链接盒马的

“数智化”终端，让消费者可以实时选择需求
并获得良好体验。

盒马之所以能成为淄博优质的城市发展
“合伙人”，产业基础是双方最重要的合作
保障。淄博市副市长贾刚介绍，高青黑牛是
淄博市的农业主导产业之一，淄博启动打造

数字农业农村中心城市以来，坚持数字赋
能、金融赋能高青黑牛全产业链发展，目前
存栏达到5 . 2万头。纽澜地作为省级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打造新型智慧“数字牧场”，链
接阿里数字农业、盒马鲜生等高端平台，实现
了“从牧场到餐桌”的全程数字化管理，有效
带动了高青黑牛产业集群发展。

在省畜牧兽医局局长唐建俊看来，淄博
牛肉产业集群的建设，不仅为全省56家肉牛
屠宰企业60万吨牛肉的稳定销售开辟了新通
道，而且为750万吨的肉类持续高效供给展
示了新前景，为破解畜产品卖难、畜牧业波
动等问题提供了借鉴。

据介绍，该数字农业产业中心项目全部
建成后，预计年营业收入200亿元，可解决
约5000人的就业问题，将成为华东地区农产
品综合供应中心。

认养一棵古桑，留住一份乡愁
□ 本 报 记 者 张双双

本报通讯员 邓美平

桑树，在闫发刚眼里是夏津黄河故道上
村庄的根。

“一定要留住，也幸好留住了。”12月
19日，一见到记者，他就撂下这样一句话。
他今年66岁，夏津县北城街道西闫庙村人，
曾任村党支部书记。其身后，傍村而建的颐
寿园里几棵古桑树探出了黑色枝丫。

颐寿园内的6000余棵古桑树正是由西闫
庙村民代代相传而来，村里200多户几乎家
家有古桑。“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山东
夏津黄河故道古桑树群是近千年来人们为防
风固沙而种。自2008年，夏津县启动针对古
桑的保护工作以来，村里相关的古桑树大部
分都归入颐寿园中，由村民进行古树管理。

“树木周边全部是透水砖，园内设施都
是‘见缝插针’，不能挡住树木采光，林间
道路也是按照村民行走习惯而建，方便我们
进园管理。”闫发刚细数园区规划，表示
“很满意”。

西闫庙村也跟着古桑树一起“活”了起
来。房屋里里外外、边边角角都精心装饰，
灰色磨盘和写着“丰”字的白色粮仓唤起人
们的乡村记忆。在一处墙面上，写着“留得
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

一家有着红色大门的“农家乐”正开门
迎客，42岁的老板闫浩是闫发刚的儿子。五
六月份椹果成熟时，店内一天能接待二百多
名游客，“我们一家人都是靠桑树吃饭的，
最受欢迎的菜品也是‘炸桑叶’和‘桑黄
鸡’。”他告诉记者，村里在外求学和工作
的人们，即使不回家过年，往往也要在采摘

季回家乡一趟，一来帮忙“抻包晃椹”，二
来在树下吃一捧甘甜清香的椹果，这成为很
多夏津游子颇具仪式感的“节日”。

颐寿园不远处就是德百温泉旅游小镇，
是2017年开始由德百集团开发建设，里面的
5000余株古桑树属于后屯村、前屯村和温辛
庄村。其中最古老的一棵树，树龄达1500年
以上，被称为“椹树王”。整个小镇因树而
建，从核心区“椹仙村”的名字就能看出，
用小镇总经理助理贺胜磊的话说，“古桑树
是小镇的魂。”他说，在建设之初就设立了
“保住珍稀古树，保留历史痕迹”的原则，
也因此修改十余次设计图纸。最初的图纸主
城门进深比较大，但建筑位置南侧、北侧均
有古树，为了保住这些古树，最终修改了建
筑图纸，避开了它们；园内三棵古树所在地
势较低，为防涝在此处设计一个土坡，并种

草修桥加以装饰。
小镇里300多棵桑树上都挂有木质认养

牌子，有认养单位或个人姓名、电话，还有
他们的愿望。认养单位、认养人定期管护树
木，还能够获赠椹果和深加工产品。

贺胜磊说：“其中不少人是附近村庄走
出去的生意人，因为有古桑树在，要时常来
看看，也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留住一份乡愁
吧。”

附近村子一位白老先生，正带着城里回
来的外孙在小镇桑树下游玩，他嘱咐孩子
“不要用力碰树干”。“我们家也有几十棵
桑树，当地有酿酒厂收购椹果，或者晒成椹
干给孩子们当零食，夏津人在树下长大，靠
树吃树，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应当对它们更
好一些。”他说，希望这些桑树一直都在，
守着乡村，也守着子孙后代。

提高传统风筝价值需要综合技艺

□ 本 报 记 者 张 鹏
本报通讯员 吕宣龙 苏明策

12月3日，冬日暖阳下，潍河水静静地
流淌。沿河岸进入潍坊市坊子工业发展区
王家庄子村，红瓦白墙，少有行人，一辆辆
物流车不时从胡同里缓缓开出，然后一路
向北，经过村头“中国风筝产业第一村”的
巨大牌楼驶往全国各地。

“银线连四海，风筝冠五洲”，牌楼两侧
的对联是这个村风筝产业的真实写照。王
家庄子村大大小小的风筝扎制厂有100多
家，年产风筝8000余万只，产值近3亿元。潍
坊风筝占国际市场的70%以上，而这里占
潍坊风筝总销量的80%。

“王家庄子村的风筝主要有三种基本
造型：串式、硬翅式和简形式。其中串式以
龙头蜈蚣为代表，据说是受了龙骨水车的
启发而制作的。现在已经发展成许多品种，
小的可置于掌上，大的有几百米长。”坊子
区风筝产业协会秘书长王铁源介绍。

王家庄子村的风筝产业越做越大，销
售更多的是“现代风筝”，它们身着现代纺
织的外衣，骨骼是不易折断的玻璃钢。相比
之下，传统手艺人的作品因其珍贵和放飞
难度较大，更多被收藏在展厅或在节会中
放飞，王兴胜就是为数不多仍然坚持做传
统风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之一。

一捆捆竹竿斜靠在两棵银杏树上，树
后是王兴胜的西屋，记者见到他时，他正手
持特质的耙刀劈竹片，一手握耙刀，一手捏
住竹片下沿，刀进手退，瞬间成片。

“扎风筝刀功是基础，我劈的这些竹片
都是0 . 5厘米厚度，厚薄一致才能让风筝的
骨架一致，平衡性好才能飞得起来。”王兴
胜说话间，竹片已经劈好摆在地上，“一小
时600根，不用数，这是我多年练成的技
术。”记者看到，他的手上结了厚厚的老茧。

龙头蜈蚣是潍坊风筝的代表，吻短口
方，眼睛宽大，可以随风转动，既灵活又不
失威严。其制作工艺之繁杂、难度之高，堪
称世界风筝之最。以龙角为例，一根龙角就
需要13根料37个夹子固定粘贴点。一个直
径15厘米的龙头蜈蚣，一般需要157根料。
王兴胜劈完竹片后，就与妻子组成“小流水
线”，一人造型、一人扎制，一天能做出五六
个小的龙头蜈蚣骨架。传承和发扬着老手
艺，王兴胜每年都能扎制出新产品，狮子
鱼、蜗牛、田螺、蚂蚱等动物风筝深受欢迎。

长达百余米的龙头蜈蚣风筝如何飞上
天？王铁源告诉记者：“放飞时先要将龙尾
和串串腰身渐次放起，靠几十节腰身所产
生的提升力把巨大的头部送往高空。腰身
的连缀是按照力学原理系结，系绳之间有
严格的角度和距离要求。”

喜爱风筝的自由撰稿人王炳利说：“潍
坊风筝具有浓郁的东方工艺风格与独特神
韵。潍坊风筝造型优美、扎制精巧、形态逼

真，它吸收木版年画等民间艺术特点，博京
津画技之长，又融诗、书、画、戏剧等艺术于
一体，雅俗共赏。”

悠久的文化历史和精湛的手工技巧，
形成了潍坊风筝的乡土艺术风采。从很简
单的白纸糊身、红纸糊头、不画一笔、不染
一色的蜈蚣风筝，到色彩缤纷、绘金描银的
九头神龙风筝；从构思奇妙的二龙戏珠到
三条巨龙在空中呈“Y”字形飞行的“哪吒
闹海”，潍坊风筝千变万化，奇巧百出。

三年前，坊子区风筝产业协会成立，王
铁源一直关注着村里风筝产业的动向，并
设法通过协会引导，发展电商营销和高端
风筝制作。凭借手艺招引人，依靠产业聚财
富，王家庄子村的客户与游客越来越多。人
手不够用，王家庄子四村党支部书记王振
华成了解说员，时常要往风筝文化馆跑，讲
解风筝制作的大致方法和几款经典产品。

如今，在历届国际风筝会的带动下，风
筝作为一项体育运动，其竞赛规则已相当
完善。作为“世界风筝之都”，潍坊正围绕风
筝进行国际标准的制定，完善集生产、推
广、营销、工艺、材料、文化等于一体的的产
业链条，并制作更多的旅游产品。

11月8日，潍坊市荣膺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授予的“手工艺与民间艺术之都”称号。

“风筝随风飞舞，产业也要跟上风头。当下
紧要的是要培育自己的品牌与文化，让风
筝在国际市场飞出新花样。”王铁源说。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王兴胜：一个
简单的风筝骨架，做下来得几十道工序。
现代风筝都开始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传
统风筝因为繁杂的工序，很少会有人模
仿，这恰恰是我的竞争力。

不过，提升传统风筝的价值，不能只
靠勤劳的双手。“杨家埠的风筝画得好，
我们村的风筝骨架扎得好。”这句话村里
人人知道。提高手造的竞争力也需要博采
众长，当我扎制的风筝骨架穿上好看的

“衣服”时，它就有了生命。从外地来的
客商，看中的正是综合技艺下的作品。

产业化浪潮下，传统手工艺人要想更
出彩，应该把握时代需求与社会审美，进
行技艺创新和产业开发，不能闷在屋子里
靠自己摸索和客商“出题”。工艺传承不
能仅仅停留在学习手工技艺层面，希望有
更多营销和设计方面的支持，让热爱手工
艺的人专心做下去，推陈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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