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窑十八梭”织布老手艺“活了”
利津县东望参村创办合作社，打造老粗布产业化之路

8月5日，利津县明集乡东望参
村，在望参古窑十八梭合作社的织
布厂房里，村党支部书记王志东正
在用网络直播歌曲《十八金梭》，
进行品牌宣传。王志东告诉笔者，
“古窑十八梭”这一宝贵的老技术
很快就要失传了，为了传承老手
艺，村里通过党支部领办的形式创
办了合作社，闯出了一条老粗布产
业化之路，从而织出了乡亲们的
“小康梦”。

明集乡在战国时期属齐国海
疆，居民以熬盐、织布为业，随着
海洋的退却变迁，织布逐步跃升为
主要副业，古老的织布工艺也伴随
着一个美丽的传说传承下来。据村
民介绍，传说在古窑洞里以制盐
器、织布为生的一对勤劳夫妻，感
动了天上的织女，织女于是赠给了
他们18把金梭，从此传下了18种织
布的技法。

前些年，王志东一直想传承发
展“古窑十八梭”工艺，但又感觉
时机不够成熟。今年疫情期间，大
家伙儿不能出门，村民孙光叶在家
里织了好几大摞布给王志东拿过
来，让给卖点钱。王志东一看就下
定了决心，是时候把这个产业做起
来了。

说干就干，一向做事认真的王
志东立即召开村“两委”和党员会
议，最终决定以党支部领办形式创

立合作社，拿出自家的大棚做厂
房，一期定制12台老织布机、20多
套老纺车，开启了纯手工老粗布的
产业化之旅。王志东同时制定了让
困难户优先入社、优先培训、优先
上岗的政策，这让大伙儿暖在心
头，卯足了干劲。

孙光叶知足地说：“幸亏我们
村里创办了合作社，我是第一个报
名入社的，一天能织十多米布，挣
一百多块钱。”

此举还得到了县里和乡里的支
持。在乡里的指导下，王志东紧接

着开始了文化品牌宣传，他找朋友
帮着写村歌、主题歌，上网搞直播
推介，争取让“古窑十八梭”这个
纯手工的老粗布品牌打响。

合作社成立了，挖掘各种织布
技法成了最大的困难。王志东的妻
子刘利红从小跟随母亲纺线织布，
对手工织布比较熟悉，于是她把老
手艺人请到厂房里，请教各种织
法，并一一记录下来。

传承下来的“古窑十八梭”工
艺特别注重图案的多样性，从红、
橙、黄、绿、青、蓝、紫7种基本

色幻化出几十种、上百种色线，交
织出无尽的几何图形，千变万化，
如霞似锦。以18种技法、7种主色
为纲，村民们正在开发各种风格的
粗布产品，有粗朴豪放的，也有精
致时尚的，甚至还要实现“量身定
制”。

刘利红说：“与产业相比，保
留传承古窑十八梭的文化更重要。
目前，我们已经开发了5种规格、
18种图案的产品，针对孕婴和老年
人的粗布衣服也即将上市。”

如今，在县乡各级的大力支

持下，王志东和他的合作社已步入
正轨，无论是网红直播带货、淘宝
店等线上销售，还是植根于“大爱
热土”“留住乡愁”“孝老敬亲”
等系列文化元素的线下推介和销
售，都红红火火，以打造传统家纺
文化为核心的传媒公司和实体旗舰
店也正在展开招商论证。借着这一
系列举措，王志东在刚刚结束的第
五届东营市创业大赛中还获得了二
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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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大众报梁山讯 （通讯
员周扬 许加鹏）近日，在梁山
县小路口镇王洼村的宇鑫服装加
工厂里，工人们正在忙碌地赶制
衣服。“从建了这个服装厂就在
这里干点活，一天能挣五六十块
钱，能照顾孩子，也能照顾家
里，挺好的。”村民于东东之前
在青岛一家皮衣服装厂做工，常
年漂泊在外，孩子和父母成了她
最大的牵挂。村里建起服装加工
厂后，她毅然回到村里的工厂上
班，这一干就是4年。

梁山县王洼村位于黄河滩
区，村内土地滩区占一半，黄灌
区占一半，曾经是一个以传统农
业种植为主的小村庄。种植规模
小、技术落后导致村民收入普遍
低下。近年来，王洼村党支部充
分发挥党建统领作用，探索建立

“党支部+合作社”模式，成立了
梁山县滩区硕丰农民种植专业合
作社和梁山宇鑫服装加工厂，努
力突破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瓶颈，
促进群众增收。

小路口镇王洼村党支部书记
王大玺告诉笔者：“成立村办企
业之前，村民收入很低，村集体
没有收入，群众基础也不好。建
起服装厂，又成立一个合作社，
村集体摆脱了经济困境，也让村
民走上了致富的道路。”

2016年到2019年，服装加工厂
日益扩大，为村民提供了更多的
就业岗位。今年上半年受疫情影
响，王洼村积极探索销售的新路
子，截至目前，服装厂已为村集
体经济增加收入3 . 1万元。

村集体有了稳定的经济支撑，
在发展思路上也有了新的提升，如

今的王洼村早已告别了“面朝黄土
背朝天”的传统耕收模式。有了服
装厂，有了集体收入，村里也就有
资金发展更好的项目。

为了做好土地文章，王洼村
成立了梁山县滩区硕丰农民种植
专业合作社，整合村内资源，将
全村土地承包给了种粮大户，发
展红薯、大豆等黄河滩黄金谷物
1200多亩。

“村里还剩30亩地，我们引进
了项目，要建40个大棚，搞君子兰
特色种植。”王大玺说，即将建
成使用的这些大棚，一年的租赁
费用就可为村集体增加近十万元
的收入。

如今的王洼村，已从几年前
村民年人均收入3000元左右，增长
到了现在的年人均收入 1万元以
上。

农村大众报金乡讯 （通讯员
代登义）“真没想到，‘民情书
记’这么快就把俺村困扰多年的涝
洼排水问题解决了，今后再也不用
担心庄稼被淹了……”近日，金乡
县高河街道代楼村党支部书记杨奉
军看着安装好的排水设施，喜悦心
情溢于言表。

原来，代楼村李池庄北地势
较低，排水困难，连年秋季作物
不同程度受淹，一直是萦绕群众
心 头 的 一 块 “ 心 病 ” 。 代 楼 村
“民情书记”了解这一情况后，
及时录入“民意5来听”微信服务
号分级转办，县水利部门收到转
办通知单后，迅速行动，为该村
安装了二级提水泵，彻底拔掉了
“病根”。

这只是金乡县“民情书记”为
群众破难题、解民忧、办实事的一
个生动缩影。全县“民意5来听”
行动开展以来，金乡县选派1350名
党员干部，组建 5 8 0个“民情书
记”团队，每月5日、15日、25日，
由县级领导和科级干部带队，下沉
到412个行政村、176个社区网格，
倾听群众呼声，收集民情民意，着
力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各“民情书记”团队通过开展
入户走访、“拉呱说事”等活动，
全方位了解群众生活中的难点、痛
点、堵点，多渠道广泛收集社情民
意，累计收集民意诉求435个、现
场解答406个、平台转办29个，确保
事事有回音、件件有落实，有效提
升了群众满意度和幸福感。

农村大众报临沭讯 （通讯
员袁国峰）“扫了一下二维码，
填写了一下待办信息，手续就办
妥了。如果没有这个便民服务网
上窗口，我要从青岛跑到镇上办
理，往返折腾将近200公里。”8

月11日，老家临沭县蛟龙镇烈疃
村的村民李德昌，在便民服务网
上窗口办理合作医疗报销业务时
很是感慨，现在办理医疗所需材
料、办理流程一应俱全，再也不
用几经周折向镇上要各个办理相
关业务的电话号码了。

为满足群众的不同办理需求，
方便群众便捷高效办理各项业务，
今年5月份以来，蛟龙镇对便民服

务大厅进行了集中化整合、装修，
完善“受理事典”改革创新，打造
标准化样板流程，设立民政、计
生、残联等7处综合业务受理区，
群众待办事项等待休息区，10名专
职工作人员“一站式”服务，多项
便民服务事项“挂”上网。

蛟龙镇从各部门“各家办各
事”到服务大厅集约化集中办理，
再到大厅集成功能越来越多，推进
政务服务事项全部纳入线上线下大
厅集中办理，各类政务服务审批事
项集中化，压缩了办理时间。一码
通办、一键代办、一面全办、一次
办好“四个一”的服务机制打通政
群连接“零距离”。

580个“民情书记”进村听呼声
金乡全力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扫下二维码 手续办妥了
临沭县蛟龙镇多项便民服务上“云”

建个服装厂 村里变了样
梁山县王洼村发展集体经济让村民不再“面朝黄土背朝天”

8月9日，按照上级疫情防控
工作要求，滨州市沾化区黄升镇
市场监管所在前期摸排建档的基
础上，利用周日对镇域流通业户
和餐饮业户进行全覆盖核酸标本
采集。据了解，为全力完成此项
工作，确保“应检尽检”，黄升
镇市场监管所工作人员通过电
话、业户微信群以及上门等方式
对应检人员全部通知到位，并有
序组织到镇中心卫生院现场核酸
采样。截至目前，辖区10家流通
业户和6家餐饮业户共41人参加了
此次采样检测。

(孟令旭 邵宪华 摄)

核酸检测

应检尽检

用老纺车纺线。 用老织布机织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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