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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儿子，还是孙子和孙
女，都是穿着刘隋做的虎头鞋长大
的。

东庄村是宁阳县东庄镇的驻地
村之一，虎头鞋制作技艺作为一种
传统民间手工艺，曾在这里流传甚
广。如今，三五妇女聚在一起做鞋
话家常的场景早已不见踪影，这心
口相传的传统手工艺正随着老手艺
人的离去而逐渐消失。

刘隋是东庄镇西韩村人，自从
1982年嫁到离家4里地的东庄村后，
一家老小的针线活她全包了。“俺
娘手巧，打小跟着她学，比着葫芦
画瓢，我的针线活在大姑娘里算是
顶好的。”刘隋说。

“亲戚邻居家的孩子也穿我做
的鞋。”刘隋说。虎头鞋虽说带
“虎头”，其实鞋既有虎头也有凤
头。“只要有纸样，做啥鞋头都
行，虎头鞋说到底就是长辈保佑孩

子健康成长的念想。”刘隋善做
鞋，但画纸样并不特别在行，如今
很多纸样还是从娘家带过来的。

从搓麻线、纳鞋底，到做鞋
帮、绣虎脸、掩鞋口，再到把鞋帮
和鞋底缝合，一双完整的虎头鞋才
算合格，之后还要绣上精美的图案
和提鞋的鞋页根才算大功告成。
“小时候都是先搓麻线，现在这道
工序早没有了，都是用一些五颜六
色的成品棉线替代。”刘隋说。做
鞋底是个耐心活。先用面浆糊粘四
五层粗布做成一张布垫，然后晒
干，再照着鞋样剪出鞋底外形，这
样三四张布垫封边，最后纳在一起
就成了虎头鞋的鞋底。

纳鞋底后便要缝鞋帮。刘隋从
针线筐里捧出一堆鞋帮纸样，从中
找了一个很小的鞋帮纸样放在红布
上，然后用红线将其缝在一起，纸
样中间放了一层棉花，然后再放上

其他颜色的布做内衬，将棉花裹在
中间。“鞋帮是两个小样缝在一起
的，这样的鞋帮才算完整。”

“纳底容易，绣花难。”刘隋
说。虎头鞋的脸样大多是祖辈一代
代传下来的，所以虽说都叫虎头

鞋，但谁家的虎头鞋都不一样。
“不少心灵手巧的妇女能记住脸
样，俺娘教俺的几个脸样，我闭着
眼都能画出来，画出来就比着纸样
绣。”刘隋喜欢从虎鼻子开始绣，
然后是眼睛、眉毛和嘴巴，最后才
是虎须。“还要选一块好看的正方
形布块，缝成提鞋的鞋页根，一双
虎头鞋就做完成了。”

不光是虎头鞋，家里孩子玩的
游戏沙包和五彩福袋等，也都是刘
隋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只不过，今
年59岁的刘隋眼已花得厉害，手也
有些颤，画样、绣花的活她干不动
了。家里的几双虎头鞋还是前两年
孙子和孙女穿剩下的。“我可不舍得
扔，虽说破点，但还能穿，颜色都还
鲜亮呢。”刘隋想着，等孩子长大
了，这也算是个念想。

农村大众报记者 祝超群
通讯员 陶东宁 李娜

渐行渐远的“虎头鞋”

农村大众报莒南讯 （通讯员
徐向田 张波）一男子在喝酒后驾
车出行时遇到交警，为逃避处罚，
竟然冒充同村一村民的身份企图蒙
混过关。

9月23日，莒南警方查处一起提
供虚假证言案，抓获违法行为人梁
某。9月1日14时许，莒南县经济开
发区某居委的梁某驾驶轿车在岭泉

镇一乡村路段被执勤民警查纠，经
过检测，梁某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达
到了酒驾标准。在按照交警要求在
检测单上签名时，没有驾照的梁某
“急中生智”写上了有驾驶证的同
村人“梁甲”的名字。交警调出相
关信息后，发现照片上的人与梁某
不太像。梁某称资料中是自己很早
以前的照片，得以暂时蒙混过去。

但是，民警进一步对梁某的身
份进行核实时，发现了梁某的身份
信息有疑点，遂将案件移交当地派
出所调查处理。经调查，梁某承认了
自己冒用梁甲身份的事实；在得知
自己的驾照险些被“好兄弟”算计的
经过后，梁甲很是气愤，因为其所持
有的是大货车驾驶证，一旦酒驾被
处罚不仅要被罚款扣分，而且还面
临驾照降级，会直接丢掉饭碗。

9月23日，梁某因其提供虚假证
言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
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被莒
南县公安局依法行政拘留。

男子酒驾被查谎报他人姓名
因提供虚假证言被行拘

9月22日晚，泗水地瓜区域公
用品牌发布会在“尼山鹿鸣”综合
体核心区举办，泗水地瓜区域公用
品牌重磅发布。泗水利丰食品有限
公司、泗水县银河淀粉有限公司、
泗水庄稼汉食品有限公司、济宁市
华运鲁源食品有限公司、泗水县澎
湃地瓜种植专业合作社等成为泗水
地瓜区域公用品牌首批应用企业。

发布会是当日举办的第二届中
国(泗水)甘薯产业发展大会的重要
部分。此次发展大会由国家甘薯产
业技术研发中心、中国作物学会甘
薯专业委员会、山东省农业科学
院、济宁市农业科学研究院、泗水
县人民政府主办。

在甘薯产业高峰论坛上，国家
甘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马代
夫等多位权威专家，作了甘薯品牌

建设与优质高效发展等专题分享。

泗水地瓜

三产融合的发展典范

从济南出发，一路南行，160

公里之外 到 达 “ 川 上 粮 仓 ” 泗
水。常住人口不足56万的泗水是
一个山区县，具有种植地瓜的悠
久历史，“全国农村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先导区”的金字招牌表
明了其优势。

现在的泗水，现代农业(甘薯)

产业园与圣水峪省级田园综合体
示范区、龙湾湖乡村振兴齐鲁样
板省级示范片区融合发展，产生
聚合效应，乡村振兴“三区”协
同发展。核心区“尼山鹿鸣”示
范项目将以设施农业补短板，发
展集育苗、种植、加工、冷藏、

冷链物流、销售、农资供应、农业
设施建设、现代农业技术推广“九
位一体”的完整农业产业链条，成
为集现代农业、创意农业、循环农
业、农事体验、科普教育、生态涵
养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山区田园综合
体示范区。

“尼山鹿鸣”项目发展现代农
业，以绿色林果、优势花生、红薯
等特色优势产业融合与质量提升为
支撑，大力发展生态型农业，建成
后将引导泗水县农民种植特色水
果、高效马铃薯和特色甘薯10万亩
以上。

泗水地瓜

全产业链农业皇冠上的明珠

将甘薯产业作为推动乡村产业
振兴的重要载体和突破口，是泗水
县聚焦优势资源的战略选择。泗水
是国家甘薯地理标志登记保护区，
常年种植甘薯面积15万亩，带动周
边种植面积60万亩。“三品一标”
认证占比63 . 5%，甘薯产品质量安
全追溯覆盖 8 2%以上，发展方式
“绿”色高效，质量高、品牌响；
初步形成集“种苗繁育、绿色种
植、保鲜储存、精深加工、品牌营
销、文化休闲”于一体的全产业链
发展格局，全县甘薯加工企业达30

家，其中省级技术中心1家，国家
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家，省级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2家，市级6

家。
泗水县抓住机遇，打造特色鲜

明的仓储、物流与电商发展“泗水

模式”，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与电子
商务。产品由单一向多元发展，既
有粉皮、粉条、薯泥、全粉等传统
淀粉型产品，又有薯条、薯片、甘
薯糕点、酸辣粉等新型和鲜食型产
品。还研发推出甘薯蛋白、多糖、
膳食纤维等高端保健产品，畅销日
本、韩国、欧盟及港澳台等20多个
国家和地区。

泗水地瓜

科学种植与精细加工完美融合

据了解，泗水县先后与中国
农科院、中国农业大学等科研单
位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是甘薯淀
粉(粉条)国家标准的制订单位，拥
有“济薯25”“济紫薯1号”甘薯
品种全国独家授权。县政府与国

家甘薯产业技术体系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书》，共建“国家甘薯
产业技术研发基地”。2 0 1 9年，
该县以全省第一名的成绩成为省
级 现 代 农 业 甘 薯 产 业 园 创 建 单
位。创建工作中，围绕“一年有
起 色 、 三 年 见 成 效 、 五 年 成 体
系”的目标，致力于打造全国品
类 最 全 的 甘 薯 健 康 种 苗 繁 育 基
地，全国最有影响力的甘薯全产
业链产品加工集散中心，国际甘
薯科技要素集聚高地。

目前，园区拥有各类企业116

家，其中市级以上龙头企业47家，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246个，农民参
加合作社的比例达到86%，园区内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全县平均水
平高出3000余元。

“泗水地瓜”品牌闪亮发布 乡村产业振兴赢得新突破

虽虽说说孙孙子子穿穿过过了了，，这这些些鞋鞋刘刘隋隋可可舍舍不不得得扔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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