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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吴庆辉 戴玉亮

1月10日，73岁的马前村村民任全贞骑着
三轮车，早早来到村里的农贸市场。任全贞小
心翼翼地将自己制作的“过门钱”从三轮车上
卸下来，放在地摊上，等待顾客光临。

在任全贞的印象中，“过门钱”是村民早
些年春节期间补贴家用的一个办法。近年来，
随着机械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马前村“过门
钱”样式越来越多，产量越来越大，市场不再
局限于本地，开始远销河北、内蒙古、吉林等
地。

木槌刀刻的“过门钱”

任百成是村子里为数不多能够手工熟练制
作“过门钱”的老人之一。

68岁的任百成介绍说，他七八岁就开始跟
父母学习制作“过门钱”。“因为制作过程繁
琐，刚开始我只能跟着学一些技术含量不高的
活儿。”任百成说，“十六七岁时，我已经能
够独立制作了。”

在任百成的记忆中，每年到了腊月，家里
就开始忙活。从早晨四五点钟起床到夜里八九
点钟停工，大家相互协调，分工合作。“整个
年忙下来，能挣20多块钱，这在当时可不是个
小数目。”任百成说。

据了解，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马前村，
几乎家家都会制作“过门钱”。

“那时候比较流行的样式有‘九连环’、
‘梅花鹿’、‘吉庆有余’、‘五谷丰登’
等，全靠人工木槌刀刻。”61岁的刘子连告诉
记者。

在刘子连的家中，记者看到了制作“过门
钱”的工具：木桩、槌头、钉子以及5种刻刀。

“早期制作‘过门钱’用的纸张，都是自
己染色。”刘子连说，先买来白纸和颜料，想
要什么颜色，就将颜料和水倒入大盆里，搅拌
后根据需要调整颜色深浅。然后将白纸铺好放
在木板上，用刷子蘸颜料将纸涂抹均匀，刷完
后拿到阳光下晾晒。当晾晒程度达到标准后，
再将纸张裁剪成需要的大小，用钉子将成沓的
纸张钉在木板上。这些流程完成后，就可以用
刻刀镂刻花纹了。

上世纪80年代末，寿光冬暖式温室蔬菜大
棚蓬勃发展，种大棚效益可观，木槌刀刻的
“过门钱”因工艺复杂、效益不高逐渐被冷
落。

原来干一天 现在一小时

“这是今年需求量比较大的新款。”村民
刘德龙拿着一幅将近1米高的“过门钱”告诉
记者，“中间是一个大大的烫金‘福’字，四
周用细碎花纹点缀，下边是传统的流苏样式，
漂亮，喜庆。”

刘德龙是马前村用机器生产“过门钱”的
村民之一。推开刘德龙家的大门时，迎面看到
的是各色纸张和做好的“过门钱”，满地五颜
六色的纸屑洋溢着过年的气氛。

在工作间，刘德龙和妻子董立云向记者展
示了机器制作“过门钱”的过程。刘德龙在机
器一端将一沓裁剪好的纸张放入机器模具上一

压，只需几秒钟时间，董立云在另一侧就可以
拿出半成品的“过门钱”了。随后，其他工作
人员用刀具将镂刻好的花纹清晰地描画出来，
一幅精美的“过门钱”就制作好了。

“以前手工制作，干得快的人一天能制作

200沓，现在一小时就能生产200沓。另外，手
工制作的‘过门钱’样式比较单一，现在只要
能镂刻出模具，什么样式机器都可以生产出
来。”董立云说，机械化生产标准更高，制作
更加精良，产量也能跟得上。

“手工制作”进课堂

“制作‘过门钱’是一项传统手工艺，有
很高的艺术价值，不能失传。”马前村党支部
书记刘永奎说，“‘过门钱’由手工制作转向机械
化生产，是历史必然。但实物并没有消失，‘过
门钱’本身所承载的传统技艺以及老辈人勤俭
持家、自力更生的精神应该传承下去。”

在洛城街道尧水小学，刘子连开设的“过
门钱手工制作兴趣班”很受孩子们欢迎。2006
年，尧水小学以开展“大课间活动”为契机，成立
了制作“过门钱”兴趣班，并聘请老艺人来学校
现场讲解制作过程，培训老师和学生。学校三年
级以上会制作“过门钱”的学生已达90%。学校
结合教学实际制作了美工教材，教学人员还创
新了一套十二生肖图样的“过门钱”。

“下一步，我们将结合美术课继续创新，
让这项传统手工艺保存下去。”尧水小学校长
朱天峰说。

“我们这一辈会做‘过门钱’的绝大多数
都不做了，孩子们愿意学，我心里别提多高兴
了。不为指着这门手艺挣钱，而是让老一辈的
东西不能丢。”刘子连说。

从样式简单到花样繁多 从木槌刀刻到机器制造

机械化生产救了百年老手艺

□ 本报记者 吴庆辉

“春风年年来，年年盼春风，春风来了梨
花白，桃花红，春风孕育出农家的好光景。”
1月10日，在寿光本土音乐家郝漫生的家中，
73岁的郝漫生向记者哼唱着介绍自己的作品
《年年盼春风》。

“寿光新农村的建设步伐越来越快，老百
姓盼望新生活的心情不就像盼望和煦的春风一
样吗？”郝漫生说。

1本专著，1000余首歌曲，郝漫生把自己
对家乡的热爱倾注在了跳跃的音符中。

“上小学的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听
到了聂耳的歌曲，那优美的旋律立刻引起了我
的共鸣。”郝漫生说，因为热爱，自己不知不
觉中学会了识简谱，并参加了学校的鼓乐队，
成了一名小鼓手。

1960年，郝漫生从寿光清水泊农业中学毕
业后报名参军，被录用到青岛北海舰队舰艇学
校。“在青岛，我可以看到一些国家级的大型

文艺演出，这让我对音乐有了更大的热情。”
郝漫生说。

在潜艇学校学习期间，郝漫生每逢节假
日，便跑到学校的军人俱乐部跟音乐组的老师
学习作曲。后来，一位战友被郝漫生好学的精
神感动，送了他一本《歌曲作法》的理论书。
很快，郝漫生掌握了简单的作曲技法，开始酝
酿属于自己的作品。

“1963年，我和郝漫生同在海测大队作
业，共同的爱好让我们成了好朋友。我们以身
边测量战士的真实生活为题材，我写词，他谱
曲，经过无数次修改，创作完成了我们的处女
作《海测兵之歌》，这首歌至今还在传唱。”
全国政协委员马国超少将介绍说，1965年3
月，《海测兵之歌》被收录海军政治部文化部
编辑的《海军歌选》，“收到寄来的歌集时，
我俩兴奋得整晚都没睡着觉。”郝漫生说。

1968年，郝漫生复员回家，到公社广播站
工作。1984年，郝漫生被调到当时的寿光县文
化馆。

“上世纪80年代初，企业歌曲在全国悄然
兴起。顺应当时的文化风潮，我创作了寿光第
一首企业歌曲《留下春天咱再走》，后来这首
歌获得了全国工人歌曲征歌比赛二等奖。”郝
漫生说。随后，郝漫生先后为60多家大中型企
业创作歌曲，其中《十里长堤赏梨花》《光和
热的赞歌》等歌曲获得了全国性大奖。

2001年，郝漫生从文化馆退休。“寿光近
年来发展特别快，农民的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这为我提供了大量创作素材。多写几首
好歌，多写几首鼓舞人心的好歌，是我创作的
动力。”郝漫生说。

2009年，在首届全国村歌赛的评选中，郝
漫生谱曲的《绿色三元朱村歌》《希望的小村
庄》《远走千里想故乡》《北徐村歌》等4首
村歌从全国3000多首村歌中脱颖而出，入选
“中国优秀村歌”，其中《绿色三元朱村歌》
被评为“中国十佳村歌”。2011年1月，在第
二届全国村歌赛评选中，《我爱家乡王口美》
被评为“中国村歌十大金曲”，郝漫生被评为

“中国村歌十大公益之星”。
“为追求更好的艺术作品，郝老师一直在

不断钻研，他对音乐的执着让人钦佩。”山东
歌舞剧院青年歌唱演员李美丽说，“郝老师的
作品质朴无华，优美动人。我从2008年开始演
唱他的作品，记得最早演唱《荷花颂》的时
候，那优美的旋律让人感觉自己仿佛置身在万
亩荷花池中。”

在全国性歌曲创作大赛中，郝漫生先后有
18首歌曲获金奖，22首歌曲获银奖，60余首歌
曲获农圣文化奖、精品工程奖。

“音乐让我的生活充满了诗情画意，也让
我的心灵宁静平和。我要一直创作下去，让优
美的旋律唱响圣城大地。”郝漫生说。

郝漫生：寿光人写寿光歌

□ 本 报 记 者 郭继伟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刘云龙

“梦雅是这学期刚入学的小朋友。刚来
的时候，她看人都是斜着眼睛，也不与任何
人交流。10年来我接触了各种各样的孩子，
有任性的、孤僻的，这个孩子的情况我还是
头一次碰到。怎么办啊？”记者来到寿光古
城街道垒村幼儿园时，园长郑素荣说起园里
的孩子。

“当天，我就开了全体教师会。我说这
个孩子是大家的，第一步工作就是让孩子开
口说话。不能嫌她脏，只要关心她，她就一
定能跟正常人一样。”郑素荣说。

第二天，郑素荣抱着梦雅去了超市。孩
子只是东指西指的，没有说话。第四天，梦
雅的班主任给她买了一套新衣服，她笑了。
第二个星期，梦雅敲开了郑素荣办公室的
门，看到园长送到她面前的零食，开口说了
入园后的第一句话：“我要啊。”现在，梦

雅已经能跟小朋友们一起表演节目了。
“做教育，先要把孩子当成自己的亲人，

再去教他知识。孩子们的心理健康了后，才能
为社会负起责任来。虽然我们的条件有限，但
做好内涵，学校就办活了。”郑素荣说。

10年前，从小学班主任调到幼儿园园长
岗位的郑素荣，一方面在工作中探索幼儿教
育方法，根据农村实际建立专门课题激发孩
子的想象力和动手能力，同时还大力培养幼
儿园教师队伍，提高教学能力。

“我刚来园里的时候，25分钟的课只讲
了10分钟，就没信心，不想干了。园长亲自
给我上示范课，跟我一起评课。在她的指导
和帮助下，我在2009年寿光市幼儿教师优质
课比赛中得了第三名。”垒村幼儿园教师陈
玲说。

从2007年开始就跟郑素荣一起工作的郭
金花说：“2007年俺对象住院动手术，园长
借给我1万块钱，说什么时候有了再还。每个
老师的生日，她都记得。跟园长一起工作，

感觉很温暖。”
“幼儿园就是我的家，园里的老师和孩

子，就是我的家人。”郑素荣说。
“园长不在家的时候，我们要干得更

好，让园长放心。”郭金花的这句话勾起了
郑素荣的回忆。

2011年9月，郑素荣的丈夫患上药物性脏
器衰竭，情况严重。“在省立医院的前三
天，给我们下了三次病危通知，当时感觉天
快要塌下来了。”郑素荣说。

经过医院的抢救治疗和郑素荣的悉心照
顾，丈夫很快康复出院了。在医院照料病人
期间，郑素荣还不忘每天给幼儿园老师打电
话，叮嘱一定不要磕着碰着孩子。从医院回
来，郑素荣瘦了一圈。

工作中，郑素荣是个好园长。在家里，
郑素荣还是个公认的好媳妇。

从1987年结婚，到1995年婆婆去世，都
是郑素荣一直照顾患有哮喘的婆婆。“婆婆
临走那天，拉着我的手不让我去上班。她
说，以后就捞不着吃你做的饭了。这是我父
母的银元，留给你做个念想。”说起婆婆，
郑素荣的眼睛湿润了。

2013年，郑素荣被评为“寿光好人”。

“幼儿园就是我的家”
——— 记“寿光好人”郑素荣

□记者 吴庆辉 报道
本报寿光讯 1月8日，在圣城街道阳光温泉花

园南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12349便民直通车”
超市内，76岁的李冠弟和老伴正在挑选物品。“天
不好，不方便出门的时候，只要拨一下12349，把
需要的物品告诉话务员，信息中心的工作人员就会
连线这边的超市，超市人员就会把东西送到我们家
里。”李冠弟说。

近日，寿光正式开通“12349”呼叫热线，老
人在家通过拨打电话就可享受各种服务。

“为方便老人，我们补链式填充加盟商户，将
加盟超市‘便民直通车’开进小区内。”寿光
“12349”便民服务中心负责人袁艳秀介绍说，
“我们正在探索更好的模式，增加加盟商，扩大服
务范围，提高服务质量。”

去 年 9 月 ，寿光 百 利 开 锁 公 司加盟 到 了
“12349”便民服务中心。“‘12349’把相关产业
组织到一起，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平台，方便了我们
为市民服务。”该公司负责人苗建峰说。

“我是独生女，平时工作比较忙，还要照顾两
个孩子，父母年纪也大了，三头忙活，经常疲惫不堪。

‘12349’便民服务中心给我父母小区内70岁以上的
老人配备了手机，为他们提供养老服务，帮了我的
大忙。”家住圣城街道古槐社区的孟洁告诉记者。

“计划免费为70岁以上城市老年人发放老年机
3000部，利用信息化网络，根据老年人特殊需求，
以短信、语音、定时定位等方式为老年群体提供公
共服务。”寿光民政局党委书记贾政红说，针对独
生子女家庭日益增多的实际，“12349”便民服务
中心提供紧急救援服务，协助医疗救援机构对突发
疾病的老年人和重大安全事故实施紧急救援。建立
了GPS定位系统，对走失的老年人和弱势群体及时
定位，提高救助效率。

据介绍，寿光“12349”便民服务中心是由寿
光民政局牵头成立的非营利性单位，向全市居民提
供养老、医疗、法律、旅游、社区导购等服务项
目。该中心除为老年人和弱势群体提供医疗等紧急
救助外，还为老人提供养生保健、天气预报、用药
提醒等主动关怀服务，同时向社会提供家政、维
修、医疗、人才招聘等10余类200多项服务。

“12349”便民直通车

开进社区

□ 本 报 记 者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李怀法

1月3日10点，寿光市洛城街道洛西村王女士来
到计生服务站B超室。她拿出身份证，放在感应器
上，系统上不仅显示出姓名、身份证号码，还有历
次透查情况。

“太远了，请靠近。”系统自动提醒了一声。
王女士走到虹膜仪，把右眼贴上去完成了识别。

随后B超工作室工作人员岳光红让王女士躺在
床上，为她做了B超。整个检查下来不到2分钟。

“现在简单了，光拿着身份证就能办妥。”王
女士说。

岳光红介绍，之前这样一个检查流程最少3个
人：一个记录姓名和身份证号码，一个监督着验指
纹，一个做B超。2013年初，洛城街道投入6万元
安装了3套虹膜技术识别系统。“现在一个人就行
了。”在电脑前，岳光红一边用鼠标点击相关选
项，一边说。

王女士这次的体检，比往常晚了两天。洛西村
专职计生主任段会玲正“盯”着她呢。她的查体刚
结束，段会玲就已经在村委办公室的电脑上看到了
结果：上环，未孕。

“现在在办公室啥都办了。谁作了检查，谁没
作，一清二楚，不用再去站上摸底了。”段会玲
说，过去到计生服务站有1 . 5公里，一天不知道跑
多少次。她要一张纸一张纸地核对，看谁作了检
查，谁没来，每次的核查得半个小时。而距离计生
服务站最远的东斟灌村有25公里，该村专职计生主
任更是费了老鼻子劲。

段会玲说：“现在只要进入系统，村里200多
位育龄妇女、四五十位孕期女性的检查情况，全部
知晓。谁没去检查，我就打电话通知。”

在段会玲的电脑上，记者看到寿光市人口和计
划生育综合服务电子管理平台上，不仅有各种需要
检查的事项，也有独生子女证、药具发放提醒功
能。2012年，村里育龄妇女检查总是拖拖拉拉，七
八天才能检查完，现在两天就结束。

洛城街道计生站工作人员孙居平介绍，寿光人
口和计划生育综合服务电子管理平台是基于我省育
龄妇女管理系统和互联网应用而开发的辅助于基层
计划生育管理的办公软件。该平台有几个突出优
势：育龄妇女管理服务“一卡通”功能，提交身份
证“读卡”即可办理业务，方便快捷；全面优化了
育龄妇女孕透查功能，不仅强化了育龄妇女身份验
证、查体结果的存储分析，而且省时省工、防伪高
效；实现了计生站各科室和村之间的信息同步共
享；待办事宜“倒计时”提醒功能等。

只拿身份证，

计生体检全搞定

◆核心提示
“过门钱”别称“门吊子”，书

面语称“门签”。

过年时，我国不少地区有将“过

门钱”挂在门楣上的习俗，寓意“过

门落钱”、人财两旺。过门钱一般用

红棉纸或其它彩纸裁剪而成，呈长方

形，四周镌有图案，镂空的背饰有方

孔钱纹、万字纹、水波纹等。上有吉

语题额，中有吉祥图案，下呈变化多

样的穗状。

寿光市洛城街道马前村，手工制

作“过门钱”工艺已有上百年历史。

马前村老
艺人在教孩子们
手工制作“过门
钱”。

□王兵 刘瑞全 报道
本报寿光讯 “中国县域网络形象排行榜

（2013）暨县（区、市）级政府网络履职绩效排行
榜”发布会日前在北京举行，寿光入选中国县域网
络形象“十佳县市奖”，位列第六。

“十佳县市奖”主要由县域网络形象基础数
据、政务网络形象、商务网络形象、社会生活网络
形象、舆情网络形象5项一级指标构成的县域网络
形象总榜得出。县域网络形象总榜较为全面地反映
了县域在形象推广、政务、商务、市民生活、舆情
等方面的综合形象。根据排行榜名次，结合专家评
审意见等多种方式采集数据，深入分析，评选出综
合网络形象最优的“十佳县市”。

专家组对寿光入选“十佳县市奖”给出的评定
是：历史悠久，人杰地灵，与时俱进；面对网络舆
情，积极处置，及时回应。

寿光入选中国县域

网络形象十佳

□记 者 石如宽
通讯员 王 兵 报道

1月10日，寿光市万芳花卉市场清
新花卉摊位，迎来买花人。

摊主刘玲丽介绍，元旦后买花的人
逐渐增多。“就指着过年了，春节时的
营业额能占到全年的70%。”她已准备
好绿萝、蝴蝶兰、仙客来、一品红等往
年受顾客欢迎的花卉品种。

迎新春，花卉市场

渐入旺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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