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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嘻嘻，告诉你一个好消
息，上个月我做flash动画赚了8000

多块钱呢！” 1月 1 6日，“冰蓝
依”在qq上给记者留言。

“冰蓝依”叫王丽丽，是个
“玻璃女孩”，家住鱼台县张黄镇
陈店村，她在网上创办了动漫工作
室。工作室只有一间小屋、一辆轮
椅、一台电脑，却让她实现了自食
其力。

几个月前，记者曾采访过王
丽丽，29岁的她正坐在轮椅上，身
体稍微往后倾斜着，目不转睛地
注视着电脑屏幕（右图）。“我的身
体不能完全坐正，只能保持这种
姿势，制作flash动画经常要几个小
时，腰累得都习惯了。”王丽丽
笑着给记者打招呼。

“有了网络不出家门也可了
解世界，离开网络我就会和社会脱
轨，也不会有我现在的成就。”王丽
丽说，“在农村我没有条件接收更
好的康复治疗，也不能参加就业技

能培训。网络是公平的，网络对农
村 像 我 这 样 情 况 的 人 ，影 响 更
大。”

王丽丽告诉记者，在10个月大
的时候，她被查出患有成骨不全
症（俗称脆骨病），这么多年
来，王丽丽经历了多次骨折，伴
随她成长的是一次又一次接骨手
术，整个家庭也因此致贫。

随着年龄的增长，王丽丽不
想成为家里的负担。有一天，王
丽丽在电视上看到了flash动画，唯
美的画面深深吸引了她，她打算
学习动画制作。父母心疼女儿，
卖了家里的麦子，买了电脑并联
上网络。王丽丽开始认真学习电
脑，通过书本和网上搜索学习
Flash教程，王丽丽先从简单的小
球运动学起，逐渐学习画飞翔的
蝴蝶、飘落的雪花等，慢慢掌握
了绘图和编辑图形、补间动画和
遮罩等技术。“学习是很枯燥的，
只有不断地重复学习、不断地总

结，练好基本功，才能提高技术水
平。”为此，她经常学习到深夜。让
人意想不到的是，丽丽只用了一年
的时间就学会了Flash动画制作。

后来，王丽丽把制作的课件拿
到网上去卖，一个课件卖了300块
钱，这是她的第一笔收入。在网站

上，王丽丽也拿着自己的作品去竞
标，结果中标次数越来越多，她有绘
画基础，做出来的作品富有创意，一
件作品有时中标数百元，有时上千
元，最多一个月她竟然赚到了8000多
元。“能挣到钱，是我最开心的事，特
别有成就感。”王丽丽说。

王丽丽还在网上组建一家动
漫工作室———“冰蓝依工作室”，承
接广告制作、动画制作、各类网站
制作、美工图片处理、产品包装设
计等。她将自己掌握的flash动画制
作技巧免费教给其他残疾朋友，他
们通力协作制作出更精彩的动漫
作品。4年来，丽丽制作了上百件动
画作品，而且近两年收入了近10万
元。弟弟盖房她掏钱，哥哥买车
她也帮忙，村里正常的年轻人都
觉得自愧不如。

2013年举行的济宁市第二届残
疾人职业技能竞赛上，王丽丽设计
的一幅名为《吉祥三宝》的f lash作
品，赢得了评委的一致肯定。上帝
为她关上健康的大门，却打开一扇
艺术之窗。深受病痛折磨的王丽丽
用执着和努力做到了常人难以做
到的事情。在网络的虚拟世界里，
王丽丽是一个优秀的强者。

农村大众报记者 张超
通讯员 姜潘峰

农村大众报高青讯 （记者唐
峰 通讯员李峰）在高青县黑里寨
镇大伊家村，流传着一种稀有的地
方剧种——— 东路梆子。该剧种在当
地已经流传了100多年，曾一度兴
盛。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和许多民
间艺术形式一样，东路梆子正在面
临着失传的危险。

去年12月15日，记者来到大伊
村，拜访贺衍泰、贺衍堂等几位东
路梆子传人。贺衍泰、贺衍堂、伊

继龙等健在的艺人已是东路梆子的
第四五代传人。不过，老人们最大
的已80多岁，最小的也有65岁。在
这100多年的传承过程中，没有剧
本，没有曲谱，一代代艺人靠着口
耳相传，保留下了40多个剧目，如
《包龙图》、《国公图》、《破洪
州》等。

老人们介绍，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是东路梆子的鼎盛时期。那时，
家家户户都喜欢“梆子腔”。演员

没有报酬，所有唱戏所需的戏服、
乐器、道具等都由村民捐钱捐物置
办。每到农历十一月，村里的“好
事者”就开始组织排练。正月初
四，演员们就进入戏房。正月十一
到十六，每天三台戏。清明节前后
还要唱上四五天。每次演出戏台周
围人山人海，盛况空前。有时演员
们高兴起来，能连演十三天，天天
不重样。他们还与邹平九户南河沟
村联合，到邹平礼堂举办过多次大

型演出。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
东路梆子开始走下坡路。

高青县文化部门将东路梆子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向省市部门
申报，并利用录音录像设备对一
些剧目进行了录制。但老艺人们
对东路梆子还是忧心忡忡。“梆子
腔”的传承要靠年轻一代，可年轻
人听不惯东路梆子那“咿咿呀呀”
的腔调，学起来比较吃力，况且多
数青年人都外出打工，他们没兴趣
也没时间去理会东路梆子。

老人们很担心也许再过几年，
东路梆子将会成为绝唱。尽管如
此，几位老人还是定期凑在一起，
唱上几段。因为他们对东路梆子有
着难以割舍的特殊感情。

“玻璃女孩”网上做动画赚钱养家
身残志坚，在网上建有自己的动漫工作室，最高月入8000元

会唱东路梆子的艺人越来越少

地方剧种期待薪火相传

农村大众报宁阳讯 (通讯
员戴成猛)隆冬时节，笔者在泗
店镇大孟村百亩藕塘看到，工人
正在操作挖藕机加班加点的收
获。几台挖藕机过后，莲藕漂到水
面上，一排排白嫩肥美的莲藕引
得人们垂涎欲滴。

从2012年开始，这个村开始
推行“藕鱼混养”模式，引进优质
高产莲藕新品种——— 美国雪莲3

号，亩产可达6000斤。
“不愁卖，一斤藕卖2块钱，再

加上里面养的鲫鱼、泥鳅，这一亩
地收入就有万把块钱。”大孟村村
委会主任陈强欣喜地说。

目前，这个镇已成功推广
“藕鱼混养”模式700亩，为十
余个村的群众找到了致富新门
路。春夏荷花绽放、荷叶摇曳，
秋冬硕果累累、莲藕飘香，“藕
鱼混养”模式在增加群众收入的
同时，也美化了村里的自然环
境。如今，“藕鱼混养”为当地
老百姓带来了新生机，依托“藕
鱼混养”，建设观光风景带，发
展特色旅游已成为该镇西部农村
发展的新思路。“下一步，我们
将利用百亩荷塘、百年古集，打
造‘百年古集、荷韵人家’这一
乡村旅游项目，让我们村的发展
更上一层楼。”陈强说。

近日，笔者在阳信县温店
镇范阁村纪秀桂家看到，10多
个妇女正在忙着加工床上用品
四件套，还有些妇女将原料领
回家去加工。

据了解，纪秀桂在家设立
四件套和抽纱刺绣工艺品加工
点已有10多年的时间，为本村
和周围农村留守妇女创造了农

闲挣钱增收的机会和条件。目
前，在加工点干活和将原料领
回家搞加工的妇女达 1 0 0 0余
人。“我是附近孙扣村的，冬
闲季节在不耽误接送孩子上
学、干家务的同时，每个月加
工四件套至少挣一千多元！”在
加工点干活的妇女闫艳丽说。

（赵文岐 隋付丽 摄）

一人建起加工点
千人冬闲有活干

藕鱼混养

富农民美乡村

三、石婆婆

寒来暑往，村口道旁；迎儿还家，送儿离乡。
几多母爱，几多柔肠；你的干娘，我的干娘。

四、石碾

白转夜转，碾米碾面；碾不离砣，砣不离碾。
儿行千里，心随碾转；转出圈圈，转出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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