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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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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娘子湾传说”等四项区级非遗申请获得通过

一湾泉水进入非遗名录

□记 者 葛 亮
□通讯员 孟桂华

本报 8月 26日讯 今天
从长清区获悉，针对征收科、
省道104收费站、国道220收
费站撤销的实际，该区交通局
多措并举使 162人得到合理
安置。

记者了解到，成品油税费
改革实施后，长清交通局先后
撤销了征收科、省道104收费
站、国道220收费站，共有162人
需要安置。长清区交通局有关
负责人介绍，针对新情况，该局
新成立了平安、文昌、归德、张
夏、万德五个公路管理站，即五
个路政管理中队，分流安置税
费改革涉及的部分人员。

收费站撤销后

长清区安置162人

□记者 董从哲

本报 8月 26日讯 济南
的一处泉水进入非遗名录
了，记者今日从天桥区文化
局获悉，“三娘子湾传说”等
四个非遗项目获得专家论证
通过，标志着它们从此将得
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三娘子湾位于济南天桥
区共青团路五龙潭公园内，
即贤清泉，据明刘勅《历乘》
记载，“三娘子湾在西门外东
流水北，世传三女子齐坠于
此，故名。”
“三娘子湾传说”的流传

范围以济南为中心，辐射周边
地区。故事大概是：据传，贤清

泉畔曾住着一名官宦子弟，名
李狗，终日游手好闲，无恶不
作。一日，两姐妹在此浣衣，被
李狗看到后抓进府里受尽折
磨。李狗的丫鬟淑娥得知后予
以搭救，逃命途中被家奴追
赶，三女跳入贤清泉身亡。三
人死后不久，泉边长出开粉红
色花朵、奇香无比的小树，少

女们采之可做胭脂用，故名
“胭脂树”，人们皆说此树是三
人精灵所变，因此，贤清泉又
名三娘子湾。

目前的泉池呈不规则形
状，长10—14米，宽3—5米，以
块石垒砌，泉水自池底涌出，清
澈如镜，名列新七十二名泉第
32位。它此次申遗成功，是济南

市少有的申遗保护名泉。
天桥区文化局与制锦市

街道办合力对此民间文学与
泉水文化相结合的人文景观
进行了申遗保护。五龙潭公园
也对三娘子湾进行了整改保
护，并将此传说编入园志。制
锦市街道办在今年出版的《百
年制锦市》一书中，再次将其

纳入口传文化栏目，做成了社
区里的历史风韵文化墙。

天桥区文化局副局长陈
庆告诉记者，除了“三娘子湾
传说”，济南金牛的传说、社
火脸谱、黄岗村民间传说故
事等也一起获得专家肯定通
过，这对天桥区的历史文化
保护将起到积极作用。

□通讯员 王虎

本报8月26日讯 近日，
千佛山街道办事处推出了人
性化计生活动，制定了相关奖
励措施，更好地维护育龄妇女
们的身心健康。

长效节育措施奖励制度包
括：对生育后按政策不再生育
二胎的育龄妇女，顺产三个月
内，剖宫产六个月内落实长效
避孕节育措施的，奖励现金100
元；对采取长效避孕节育措施
后避孕失败并及时采取补救措
施的家庭，补助现金200元。

大学校园里义务教拳二十五年

燕子杰：数学系的梅花拳大师

□本报记者 殷亚楠

25日下午5点，记者来
到山大洪楼校区操场的东
北角，见到了这位73岁的老
教授。只见燕老头顶半秃、
牙齿稀疏，乍看上去让人担
心他的健康，这些都是十几
年西藏生活在他身上刻下
的印记，其实他声音洪亮、
打拳动作也是浑厚有力。

大学因病休学

偶然学起梅花拳

燕子杰并不像许多武
术家那样出生于练武世家，
而是在大学因病休学时，才
偶然接触到梅花拳。

1 8岁时，他被保送北
大，进入地球物理专业。由
于当时课程多、压力大，加
上自小体弱，他渐渐被压垮
了。“连学习都不能继续了，
这下怎么办？”一位老师建
议：学校有位韩其昌先生教
梅花桩可去试试，他便找到
韩先生。

韩老师教拳时常说些口
诀，如“无拳无义是真义”、“隐
而不发，自然出手”，这让燕子
杰体会到深厚文化内涵。于
是，他练得格外用功，仅一年
身体就恢复了。

大学毕业后，燕子杰去
西藏待了18年。他曾三次跟
国家登山队攀登珠峰、做气
象预测。“无论工作多紧张，
我 都 没 放 下 梅 花 拳的练
习。”燕子杰回忆着。

数学教授成了

武协会长

1981年，燕子杰从藏回
济，成为山东大学数学系教
师。1984年，电影《少林寺》风
靡一时，许多山大学生想学
武，便找到学校。济南市体委
推荐了已有一定名气的燕子
杰，他帮助山大成立了武术协
会，并担任会长兼顾问。

一开始燕子杰带着三四
十个学生，在山大新校操场北
的一小块空地上练，每周六上
课。不久，几个法律系学生问

燕老师能不能也到老校教，于
是他又到山大老校的操场开
辟了一块教拳地。

聊到这里，燕老指着面
前的跑道说，以前跑道都是
用灰渣铺的，中间是长着野
草的土地，“练一会，我们就
都灰头土脸的，不过学生们
都非常愿学，我周六教完，
他们平时每天都自发集合
练习。”那时生活条件还较
差，燕子杰和爱人经常把学
生们喊到家里，做炸酱面等

“犒劳”他们。
梅花拳渐渐在山大“扩

张”，有段时间，“我的知名
度甚至比校长还高，在山大
走到哪人家都认识我。”燕
子杰开心地说。

义务教拳

二十五年

为何那么多大学生喜欢
梅花拳？燕老认为，大学生文

化素质高、接受能力强，便简
化了传统武术“三年一小成，
十年一大成”的练习方法，只
教给学生们基本动作，不教套
路。学得快的一周就可把基本
动作学会，然后自由练习。

最近，除了基本动作、
架上步法，燕老师又探索出
让学生跟着音乐练拳的方
法，不仅能放松精神，还能
练习专注。每周六下午，先
讲两个小时的理论，再到操
场给学生指导两三个小时，
这样回到家时常要晚上8点
多，而他坚持了二十五年，
无怨无悔（如图）。

目前，他的拜师弟子全国
已有三四千人，功夫好的也开
始教拳，有的弟子还在加拿
大、欧洲等地成立了协会。

为了更好地保护梅花
拳文化，去年，燕子杰和弟
子们为梅花拳申报了山东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有些人、包括一些同
事，都建议教拳收费，可燕
子杰不愿意，他说：“把这样
的好东西传给别人，心里高
兴！”

千佛山街道

以奖励促计生

他的人生轨迹藏着诸多传奇色彩，在北大学梅花桩，在西藏工作18年。

后来成了山东大学数学系教师，除了讲课做学问，他又义务教了二十多年

拳，他就是燕子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