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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宋学宝

本报通讯员 王 亭

2013年12月27日，记者走进潍坊市经济技术
开发区双杨街道前阙庄村，但见大街小巷宽敞
整洁，村庄在冬日明亮的阳光照耀下，恬静祥
和。几位在文化大院里聊天的老人对记者说：
“我们村这几年变化可大了，村民收入也提高
了很多。这都多亏了英智回村当干部啊！”

于英智早年一直在潍坊从事建筑安装业
务，拥有自己的公司，收入不菲，并在市区购
置了房产。而他的老家前阙庄村却是一个落后
村，穷得连条出村路都修不起。有一次雨后回
家，由于道路泥泞不堪，车进不了村，于英智
只好下车步行，一步一滑地回了家。村里的状
况对于英智震动很大，他萌生了回家带领乡亲
们致富的念头。2004年底，于英智卖掉了城里
的房产，回到了村里。第二年，他担任了村党
支部书记、村主任。

于英智常说：“共产党员要时刻想着群众
利益，群众所想所盼就是我的工作任务。”为
了让乡亲们喝上自来水，2005年夏天，于英智
捐款10万元，村委筹集10万元，每户出一个劳
动力，两个多月时间完成了自来水“户户
通”。“走上水泥路、不怕下雨天”是村民盼

望已久的事，但是由于资金筹集困难，多年未
能实现愿望。2006年，于英智个人捐款36万
元，并无偿提供施工机械，加上上级资金支
持，全体村民齐上阵，大干苦干120天，顺利完
成了村内9条大街26条小巷的硬化、绿化、亮
化，水泥路通到了村民家门口。

前阙庄村人均只有1 . 8亩地，人多地少，如
何让村民增收是于英智时时刻刻思考的问题。

他认为，必须改变生产方式，搞土地流转，把
村民从有限的土地上解放出来。2008年春天，
经过多方考察并征求村民意见，于英智决定推
行“土地入股”，规模化经营土地。在不改变
土地使用性质的前提下，入股成立村土地经营
股份公司，由公司按照股份制企业的运营模式
统一经营管理。通过对外招商，与“润华园
林”、“歌尔声学”、“东方大酒店”等一批

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完成全村1600亩土地的整
体流转，实现了土地的规模化经营，人均年增
加收入1000元以上，村集体年收入50余万元。
这些企业还优先安置村民到企业打工，许多村
民在家门口成为产业工人。2009年7月份，前阙
庄村又成立了“东篱乡村生态果蔬专业合作
社”，联合避风塘酒店等单位，探索发展生态
果蔬种植业和都市休闲农业，目前已培育出3个
农产品特色品牌，实行专销专供，形成了“土
地换保障、二三产业再增收”的双重收入格
局。2012年，这个村人均纯收入达到1 . 8万元，
是2004年的4 . 3倍；村集体收入达到100万元，是
2008年的25倍。

近年来，于英智又把精力转到改善村民住
房和文化生活上来。2009年，前阙庄村抓住城
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的契机，在全区率先
启动旧村改造。2010年10月，建筑面积5万平方
米的安置房交付使用，村民未出一分钱就住进
了楼房。在社区配套上，按照“城市标准、一
步到位”的原则，建设了老年公寓、医疗服务
中心、换热站等附属设施，小区绿化面积达到3
万平方米，村集体在水、电、暖、天然气、物
业等方面给予补贴，村民幸福指数大大提升。

为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近年来，前阙
庄村筹资680万元建设了集餐厅、剧场、休闲娱
乐室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村级文化大院，
成立了歌舞小剧团、舞狮队和秧歌队，并依托
文化大院，先后举办了潍坊市“前阙杯”京剧
票友邀请赛、乒乓球邀请赛等百余场活动。

于英智深有体会地说：“一个支部书记要
想在农村这个舞台上干出一番事业，必须怀揣
三颗心，一是为村民付出心血的奉献心，二是
带领村民致富创业的事业心，三是对村民一视
同仁的公心。”

□ 本报记者 都镇强 王佳声

本报通讯员 王成波 李 硕

面粉，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平常不过的食
材，大都用来做馒头、面条、包子。但面粉也
有一些很有趣的用途，比如可以制作成精美的
工艺品——— 面人。

三五把不起眼的塑刀，通过搓、捏、切、
压、剪等几个简单而娴熟的动作，几块普通的
彩色面团，便在王美手中变成了栩栩如生的面
塑人物。

面塑艺术家王美家住奎文区潍州路街道，
从事面塑艺术27年来，几乎每天都制作面塑，
乐此不疲。

2013年12月30日，王美和往常一样，一大早
就开始了面塑的准备工作——— 揉面。“将普通
面粉和江米面按照比例混合，揉成面饼后上锅
蒸，待蒸熟后，再揉入颜料。”王美边揉边对

记者说。
“做一个面塑造型，要有数十道工序。从

面的制作到颜色的调配再到人物形象、服装服
饰的搭配，每一步都相当繁琐。”王美以其多
次获奖的面塑作品《穆桂英》为例说，“这个
人物光构思形象就花了我十几天的时间。”

记者看到，“穆桂英”从面部表情到发
饰，到服装上的花纹，再到背旗，甚至还有手
部的动作，每一个细节都处理得恰到好处。

作为我国传统文化艺术门类之一，面塑俗
称“面人”或“江米人”，它的渊源可追溯到
战国时期的“俑”和汉朝的“傀儡”。由于内
容上取材多为传统民间故事，人物造型占的比
例比较大，因而又称为“面人”。

“天津泥人张，北京面人郎。”后者说的
著名的面塑艺人朗绍安就是王美的姑父。王美
回忆说：“小时候，姑父和姑姑来潍坊探亲，
当我看到姑父把几块面团揉搓后，很快就变成
了小动物，当时就感到很新奇、很好玩。”

1987年，王美高中毕业后就去了北京，师
从郎绍安的长子郎志祥，开始学习郎派面塑。
郎派面塑在初期之所以可以很快地取胜于诸多
同行，在于选料考究、做工精细、色彩艳而不
俗，造型一丝不苟，人物动态文静高雅。王美
继承了郎派风格，面塑以人物为主，所塑古代
仕女尤其出彩。

例如，王美的作品《惜春作画》取材于
《红楼梦》，惜春善绘画，受贾母之命，画
《大观园行乐园》，宝玉、黛玉、宝钗等在一
旁闲坐观画，每个人物都塑造的生动传神。这
件作品为王美在2013年第五届民间艺人节上赢
得了“最受欢迎的民间艺术家”称号。

受工艺复杂、效益低、无法成规模生产等
因素影响，面塑也面临着后继乏人的窘境。其
中，当初与王美一起学习面塑技艺的4个人，目
前仅剩2个人还在从事面塑行当。“做面人也不
可能赚大钱，主要还是自己喜欢。”王美感慨
地说，能够坚持从事传统手工艺的人太少了。

在她看来，如今虽然市面上也经常出现从
事面塑的艺人，但有的面塑作品很是粗糙，
“从作品看仅仅还是学到了皮毛，并没有深入
系统地学习。”

“民间工艺应该从小做起，让孩子们从小
接触这种手工艺。”王美说，比如让面塑艺人
走进校园，给学生们提供无偿学习面塑的机
会。去年5月13日，王美就跟随多名民间艺术大
师走进潍坊商校，在学校举行了一场民间文艺
展览。

与此同时，王美也开始主动走出去，通过
参加展览、展会等途径，宣传面塑技艺。2013
年她去了北京、贵州、昆明、济南等多个地市
传播面塑艺术。“每次表演，我的展位前总是
围满了观众，说明人们还是很喜欢这门传统技
艺的。”王美欣慰地说。

■相关链接

奎文区拍摄民间

艺术系列专题片
□记者 都镇强 王佳声 报道
本报潍坊讯 2013年12月26日，民间艺术系

列专题片《指尖的技艺》在奎文区发布。
自2013年5月开始，奎文区组建大型高清系

列民间艺术电视专题片《指尖的技艺》摄制
组，对该区21个艺术类别的近百位民间艺术
家、专家学者进行了专题采访录制，并完成了
这部长达25集、250分钟，集雕刻、面塑、剪
纸、铸铜印、葫芦画等民间技艺于一体的系列
专题片。制作该片旨在加大对传统民间文化和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保护力度，展示奎文区
民间艺术家对传统文化的理解运用和精湛高超
的手工技艺。

■探访鸢都指尖上的技艺

面塑：让面团幻化众生百态

于英智：卖房返乡 造福桑梓

□编者按：
民间传统手工技艺，是人民大

众创造的丰厚精神文化的一部分，
富有浓重的乡土生活气息和地域民
族特色。然而，当下市场萎缩、传
承后继乏人的现状，让许多技艺正
从人们的视野中淡出，如何挖掘和
保护好这些濒临失传的技艺，愈发
引起社会关注。《潍坊新闻》今起
推出“探访鸢都指尖上的技艺”系
列报道，以期唤起读者对潍坊当地
传统手工技艺的记忆，敬请关注。

□王佳声 报道
几块普通的彩色面

团，在王美手中就变成
栩栩如生的面塑人物。

□ 本报记者 王健

本报通讯员 宋晓 王洋 刘冰清

在峡山野生鱼专卖店，一条条野生鱼在鱼
池里游动，前来买鱼的市民络绎不绝。“虽然
专卖店开业时间不长，但我们的野生鱼产品凭
借天然生态、肉嫩无腥的特点得到市民的青
睐。现在，市区几家大型酒店也来购买我们的
野生鱼。”一家专卖店销售人员对记者说。

2013年，峡山生态经济发展区创新渔业资
源管理办法，对辖区渔业资源实行一体化管
理，引入公司经营管理模式，打造有机鱼惠民
品牌，走出了一条合理保护、利用生态资源的
路子。

峡山生态经济发展区拥有丰富的渔业资
源。在实行水库渔业资源管理一体化之前，库
区渔民采用投饵式网箱的方式进行养殖，追求
经济效益的同时对库区水质带来严重的污染。
峡山水库管理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有的渔
民在库区养殖黑鱼、鲶鱼等肉食性鱼类，它们
主要以动物内脏为食，大量动物内脏的投放造
成了水体富营养化，导致库区水质不断下
降。”

良好的库面管理秩序是库区渔业资源可持
续发展的关键。为此，峡山生态经济发展区以
水库管理局水政渔政大队为主，公安、环保等
部门参加，组建综合执法大队，实行峡山水库
渔业资源一体化管理。2013年1月，峡山渔业有
限公司成立，受区委会委托，对峡山水库渔业

资源实行统一捕捞、统一经营和统一管理。
峡山渔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代金介绍

说，公司制定科学捕捞方法，根据鱼类生长习
性、分季节、分品种采取捕大留小的方式，既
可满足当前需要，又能保证库区渔业资源的可
持续发展。

该公司实行品牌化管理，注册了“峡山野
生鱼”和“峡山湖”牌商标，所生产的鲤鱼、
鲫鱼、草鱼、黄颡鱼、鳊鱼等5种鱼类获中国质
量认证中心有机产品认证，鲢鱼、鳙鱼等2种鱼
类获有机转换产品认证，淡水野生鱼认证面积
达22 . 6万亩，成为我国江北面积最大的有机鱼
认证区域。

45岁的潍泉村村民刘协臣在峡山水库打渔
已有27年。对于水库的变化，他深有感触，

“以前，我们周围许多村的生活污水都直接向
水库排放，对水库造成了严重的污染。”刘协
臣告诉记者，“自从水库统一管理之后，水库
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区委会在水库周围设立防
护网，现在连家养的鸭子都不能去水库了。”

区委会着力保护峡山水库生态环境，但库
区渔民的收入却不减反增。在渔业公司成立之
前，峡山水库每两年开放一次。库区渔民都是
自产自销。渔民将捕捞来的鱼大多数卖给鱼贩
子，但鱼贩子互相串通压低鱼的收购价格，除
去每次捕鱼所需要缴纳的船只挂牌费、污染费
和资源费等费用，渔民到手的钱并不多。

刘协臣对记者说：“区里成立渔业公司之
后，我们的渔船都被集体征用了，在渔业公司
的统一安排下，轮流下水捕鱼。我们现在捕鱼
不需要缴纳挂牌费、污染费和资源费等相关费
用，还能享受到燃油补贴，捕鱼成本大大降
低。渔业公司按照每斤6元的价格进行收购，我
们渔民再也不用跟鱼贩子打交道，现在的收入
很可观。”

2013年是峡山渔业资源一体化管理实施集
中捕捞的第一年。10月10日至10月24日，峡山渔
业有限公司组织开展银鱼捕捞工作。据统计，
此次银鱼捕捞工作共计捕捞银鱼57万斤，其中
大银鱼44万斤，小银鱼13万斤，共支付农民捕
捞费用300余万元。

峡山实行渔业资源一体化管理
保护生态科学捕捞，渔民收入不减反增

□宋学宝 王亭 报道
于英智(右一)看望村里老党员。

□陈潇 谭佃贵 报道
本报潍坊讯 为让更多的群众受到司法教

育，高新区法院把法庭搬进社区、村委会中，近距
离为百姓服务。

高新区新城街办新庄村村民徐以维81岁，五
个儿女均已成家立业。老伴十年前去世后，他独自
租房居住，由两个女儿赡养，三个儿子一直不履行
赡养义务。去年6月，徐以维因病住院，花去6000多
元医疗费。三个儿子均以经济紧张为由拒不支付。
村委会和社区工作人员多次上门调解未果。无奈
之下，他把三个儿子告上了法庭。

为了让更多的群众受到警示教育，高新区法
院把法庭搬到新庄村公开审理。开庭当天，村委大
院挤满了四里八乡赶来的群众。法官通过摆事实、
讲法规，使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同时也让更多群
众进一步认识到赡养老人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
责任和义务。

今年以来，该法院在辖区街道、社区设立了2
个巡回法庭，选择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件就地开庭，
并邀请辖区内的人民调解员、居民旁听案件庭审。
法官还根据庭审情况，进行庭外调解，以案讲法，
取得了“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良好效果。

高新区法院：

把法庭搬进村庄

□记者 宋学宝
通讯员 宁静 张向荣 报道
本报潍坊讯 日前，坊子区被中国楹联协会

授予“中国楹联文化区”牌匾，成为中国楹联学会
在我省命名的第七个县级“中国楹联文化区”。

近年来，坊子区采取多种措施积极推进“中国
楹联文化区”建设。今年7至11月，该区举办了“九
龙杯”全国征联大赛，收到来自全国29个省、市、自
治区及海外共4699件楹联作品，在社会上引起很
大反响。与此同时，这个区还建成了潍坊四中、凤
凰街道沟西小学等2处国家级楹联教育基地，九龙
街道等2处省级楹联文化单位和尚文小学、崇文中
学等3处市级楹联文化基地。

坊子区荣膺

中国楹联文化区称号

□宋学宝 贾玉义 报道
本报昌乐讯 昌乐县“金鹏商城”电子商务

平台近日正式投入运行，农民足不出户即可实现
农副产品买卖全国。

据介绍，“金鹏商城”电子商务平台依托昌乐农
贸城和合作社一条街，投资3 .2亿元。该平台采取“基
地+合作社+电子商务”模式，实现了从农业生产资
料供应到农产品包装销售“一条龙”服务。目前，注
册用户已达3100余户，并与昌乐及周边300余家合作
社签订了产品代销合同，联接基地10万亩。

昌乐建成

电子商务平台

□记者 王佳声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近日，淘宝网正式推出为处理

用户违规行为和用户纠纷的判定中心。把纠纷判
定的权力开放给会员，让大众评审判定，最后通
过会员投票得出结果。

记者了解到，成为大众评审员的门槛并不
高，不论是消费者还是卖家，只要有注册满90天的
账号，通过支付宝实名认证、并且拥有良好的信
用记录，就能成为一名评审员。

据淘宝网工作人员介绍，以前客服从接到诉
求到给予答复大概需要的时间是3至5个工作日，
而判定中心的评审员可以在48小时就做出判断。
判定中心的设立，不仅有利于提高申诉、纠纷处
理的效率，而且推动了淘宝规则的完善。

淘宝交易引入

大众评审机制

□都镇强 卜祥欣 李硕 报道
本报潍坊讯 为切实帮助困难群体提高抵

御重大疾病的风险，奎文区日前出台城市医疗救
助办法，把困难群体纳入城镇居民医保，使其能
够享受资助参保、住院大病救助、门诊救助、优惠
减免、慈善救助等项目的救助。共有5147名困难群
体人员受益。

奎文区将

困难群体纳入医保

□宋学宝 王鲁兵 肖宝芹 报道
本报昌邑讯 昌邑市根据《事业单位法人信用

等级评定办法》及其实施细则要求，在事业单位法人
信用等级评定工作中严把“三关”。

一是严把“材料审查关”。确保各单位提供资
料齐全、真实、合法、有效，对不符合要求的材料一
律退回重新报送。二是严把“信用信息征集关”。该
市编办向市法院、检察院、财政局、人社局等15家
单位发出《关于征集事业单位法人信用信息的
函》，分别对各事业单位法人相关信息指标量化评
分。三是严把“信用等级评审关”，通过收集、汇总
事业单位法人信用评价成绩，按照信用等级认定
标准，结合“一票否决”情况，研究提出事业单位法
人信用等级初步意见，并召开联席会议，对事业单
位法人信用等级初步意见进行研究确定，确保评
定过程公平公正，评定结果有据可依。

昌邑严把事业单位

法人信用等级评定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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