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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郑颖雪 戴玉亮

“饭后就着热茶，吃几瓣萝卜，一会儿就
能打嗝，浑身舒服。”浮桥村83岁的王道修
说，浮桥萝卜绿如翡翠，落地即碎，生吃清
脆，甜辣爽口，食用后健胃消食，清热解毒，
顺气开胸。

浮桥村，位于寿光市洛城街道，是潍坊青
萝卜的主要产地之一。

2010年，“浮桥萝卜”成为国家地理标志
产品。从论斤卖到论个卖，摇身一变，“浮桥
萝卜”成了寿光一宝。

浮桥村富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傅良信告诉
记者：“浮桥萝卜已经有200年的种植历史。
如今的浮桥萝卜是在青萝卜的基础上，经过长
期选优和提纯复壮得来的上佳品种。”

4月4日，在浮桥村村头，86岁的傅文美正

和几个老伙计遛鸟。据傅文美介绍，“浮桥”
原来是丹河上的一座木桥，历史上曾是进京要
道，尤其是胶东一带进京官员的必经之路。清
中期，浮桥村一个姓李的人做了大官，在丹河
上修了一座石桥，又在桥西路北修了一处“李
家花园”，迎接过路客人。

有了石桥，经过浮桥村的人多了起来。村
里先后开了各类店铺，有食品店、茶馆等。不
少进京的人便会到茶馆里喝茶，品尝萝卜，
“浮桥萝卜”开始出名。到清末民初时，每至
秋冬，浮桥一带街头巷尾、旅店、茶社，到处
都有叫卖青萝卜的吆喝声。

2010年11月，曾一度消失的石桥被挖掘了
出来。寿光市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表示，石
桥至少有近200年历史。由此推断，“浮桥萝
卜”的历史应该也差不多。

《寿光县志》记载了浮桥萝卜的种植历史
和栽培技术，称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洛城街
道。由于弥河、丹河纵贯洛城南北，这里灌溉
便利，地势平坦，土层深厚，富含有机质。早
在明清时，齐鲁地区就有“烟台苹果莱阳梨，
不如潍县的萝卜皮”的说法。

75岁的付兆议，从事中医已经50多年了。
“萝卜是一种生熟皆宜、物美价廉、药食兼具
的蔬菜。”付兆议称，萝卜既是大众营养保健
品，又可入宴席。它可生可熟、可荤可素、可
作主料、可作配料。

“我们习惯生吃，用小刀劈成几瓣，喝茶
的时候，一条一条吃。或者打成细丝，放点白
糖，当下酒菜。”浮桥村的宋梅英说。

48岁的岳作礼种着10亩萝卜，一年保守收
入15万元。提起萝卜的吃法，他认为，“萝卜
生吃最妙，口感清脆爽口。炖排骨、炖肉也
好，这样炖出来的肉肥而不腻，还带有了萝卜

的清香，萝卜也吸收了肉汁的鲜嫩，没有了辣
味。”

王道修是浮桥村举办小型宴会必请的大
厨。据他介绍，萝卜擦成细丝、挤去水分后拌
入面粉，加上葱姜末炸成金黄色的萝卜丸子，
是附近一带过年不可缺少的食品。

“其实萝卜是万能菜，怎么配都可以。做
小豆腐的时候放上萝卜，能提鲜；萝卜跟辣椒
炒成一块儿，更有辣头儿；切成花做装饰，也
可以。”王道修说，萝卜还可以做成萝卜丝

饼、炖鱼、炖牛肉、红烧等。
2008年，浮桥村成立了富民专业合作社，

保证了萝卜的种植规模和品质，实现了萝卜产
业的跨越式发展。卖了萝卜，村里建起了新型
社区，村民们把新楼亲切地称作“萝卜楼”。

如今，浮桥萝卜实行轮作耕种，一年最多
可种三茬。全村300多户村民，几乎家家户户
种萝卜，萝卜种植面积已扩大到1100多亩，村
民们还到邻村包地。下一步，浮桥村打算发展
萝卜深加工，实现产业创新升级。

浮桥萝卜：寿光“绿翡翠”

□ 本报记者 郭继伟

“美丽的裴岭我的家，自然清新我爱
她。田野滴翠风光好，高楼林立沐浴彩霞。
胡 萝 卜 红 遍 大中国 ， 甜 美 的 歌 声 满 天
涯……”《我的裴岭我的家》是寿光市化龙
镇裴岭村的村歌，也是裴岭村各种文艺演
出、老人节、茶话会等活动的必备曲目。

“这首歌在去年的第三届全国村歌大赛
评选中荣获中国村歌十大金曲。”裴岭村党
支部书记裴开祥告诉记者，“通过发展胡萝
卜种植，百姓兜里有钱了。文艺娱乐活动越

来越多，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有味儿了。”
李雪芹是裴岭村文艺演出队的队长。

“3月26日，我跟村里的七个姐妹刚参加了
寿光市妇联组织的巾帼文明队广场舞比赛。
这次是海选，我们队得了9 . 28分，这个成绩
在所有参赛的乡镇队伍中很靠前。”李雪芹
说，“地里不忙的时候，我们就去广场上多
练习，争取拿个好成绩。”

2008年，裴岭村在村东北角修建了一个
140平米的小广场。村民们在茶余饭后来到这
里，有唱歌跳舞的，有唱戏说书的，很是热闹。

裴秀美从小爱唱吕剧。“现在生活条件

好了，我也有时间唱戏了。村里出钱给我们
演出队买了演出服、道具、音响等，鼓励我
们上台演出。”裴秀美说，“我唱戏的水平
不高，就是想让自己和乡亲们乐呵乐呵。现
在，我的两个闺女也经常跟我一起唱。”

“为了鼓励百姓参与，除了购置演出设
备，我们还争取机会参加市里、镇里的文化
汇演，让群众有机会登台演出，又可以跟高
水平的演员学习。”裴开祥告诉记者。

68岁的李炳富，白天在村里新建的楼区
做质量监督员，晚上喜欢到小广场上遛弯。
“村里经常请市里、省里的剧团过来演出，

村里也组织村民编排节目。电视上的节目再
好，也只是一个屏幕，跟在现场看表演不一
样。现在天气暖和了，晚上村民都出来逛荡
着耍，就像赶集一样。”李炳富说。

裴岭村是胡萝卜种植大村。裴岭村龙源
食品负责人裴玖文说：“每年春、秋两季，
村里会各办一次胡萝卜种植、加工技术讲
座。同时，村里的农家书屋购买了有关胡萝
卜种植、加工等方面的书籍，每天8小时对
村民开放，满足了村民对技术的需要。”

2013年，裴岭村被评为寿光市文化建设
先进村。

裴岭村：日子越过越有味

□ 本报记者 郑颖雪 戴玉亮

“俺村里有摄像头，晚上有人巡逻，有
矛盾了大伙儿都知道找村委。十来年了，没
出过什么事儿。”3月27日，正在村中心街
上晒太阳的商蓉深告诉记者。

75岁的商蓉深家住寿光市文家街道南潘
曲村。该村不仅重视安全宣传，在全村安装
了5处摄像头，而且实行户户联防、定期巡
逻制度，多举措保障村民安全。

据该村党支部书记张在华介绍，虽然村
里近些年没发生过大事故，但安全问题一点
不能松懈。“保障全村安全，首要的就是提
高村民防范意识。因此，村内大喇叭定期广
播，让村民意识到防火防盗等问题的重要
性，并学习如何应对。”张在华说。

63岁的李承桂，在村中心街经营超市10
年了，他儿子开大货车搞运输，家里经济条
件好，盖起了两层小楼。他家的超市，不仅
门口安装了摄像头，一进门，灭火器也放在
显眼的位置。

“村里重视安全问题，经常过来巡逻检
查，我自己的摄像头也24小时开着。还有消
防人员定期来检查灭火器，教我怎样使
用。”说着，李承桂拿起灭火器比划了一
番。

在南潘曲村，家家户户都种大棚黄瓜。
“十几年前，有人到大棚里偷黄瓜、薄膜。
考虑到地里没法安摄像头，我们经过仔细研
究，开始实行户户联防制度，组织大棚邻近
的村民组成一个小组，轮流巡逻。”南潘曲
村治保主任胡金波说。

在该村村委办公室的墙上，贴着一张巡
逻值日表，一周7天，每天都有两位村两委
成员负责巡逻工作。

“每人一周轮两次，有人在棚外边走，
就没人敢去棚里偷东西。”村两委班子成员
张景玉说。

平常，大棚是巡逻重点。逢年过节的时
候，村两委成员和部分村民代表会在全村范
围内巡逻。

不仅如此，在南潘曲村，有一个习惯，

就是村民发生矛盾的时候，都找村委解决。
去年7月，张玉宏和李爱英在种白菜的

时候，对土地界限有异议。争执不下后，他
们来到了村委。张在华找出了村里关于土地
划分的记录，然后丈量了土地的实际距离，
按原始底子划分清晰。两家心服口服，矛盾
自然化解。

北潘曲村人王建林，在南潘曲村经营农
资已经3年了。“来这里做生意，就是因为
这个村经济条件好，村民关系和谐，治安
好，放心。”王建林说。

南潘曲村有自己的秧歌队、锣鼓队、小
吕剧队。业余时间，村民聚在一起搞文化娱
乐活动，增进感情交流。村委文书张玉民
说：“白天忙大棚，晚上闲下来在一起活
动，也就没有闲心闹矛盾了。”

“针对农村电器老化、柴草干燥等消防
安全薄弱环节，村委请电力部门整修了线
路，并清理了村内柴草。”张在华说。现在
南潘曲村路面整洁，田间地头也没有柴草
堆，杜绝了火险隐患。

2013年，南潘曲村被评为寿光市平安建
设先进村。

南潘曲村：邻里和睦更安全

□ 本报记者 郭继伟 戴玉亮

3月28日，记者来到寿光音乐厅二楼的敖
飞齐舞艺术学校时，敖齐尔正在跟同事讨论如

何制做儿童剧《蔬菜宝贝成长记》的剪辑。
“这部剧从去年12月开始拍摄，以寿光为

背景，讲述孩子成长中的快乐和烦恼。演员都
是我们学校小主持人班的，目前已经拍了5
集，争取在央视少儿频道播出。”敖齐尔说。

说起拍电视、做导演，敖齐尔笑着说自己
是“半路出家的和尚”,“做演员你只要把自
己的舞跳好了就可以，但是导演要考虑方方面
面的事。音乐、灯光、服装、道具、化妆等，
都是我自己一点点学的。”

2010年初到寿光时，敖齐尔在晨鸣歌舞剧
院做舞蹈编导，每个月工资只有600块钱，时
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晚上一个人在住处无聊
时，他就到附近广场闲逛。在那里，他碰到了
一群舞蹈爱好者。

“一开始我在后面跟着跳，后来就走到前
面教大家跳。”做为专业的舞蹈演员，敖齐尔
很快在广场舞队伍中被大家认可。然而，事业
进展迟缓却让举目无亲的他心生退意，打算离
开寿光。

“阿姨们听说我要走，纷纷给我出主意，
鼓励我开一家舞蹈学校，还介绍亲戚家的孩子

跟我学舞蹈。就这样，寿光广电艺术团敖飞齐
舞艺术学校就这样诞生了。首批招生70人，我
自己代课。”敖齐尔告诉记者。

张桂熙大妈是广电艺术团的成员，见当时
的敖齐尔没地方住，就免费提供给他一套房
子。“我是在参加2010年‘寿光春晚’时认识
的敖齐尔。看到小伙子舞跳得好，就请他给我
们指导。敖齐尔很专业又很尽心，在他的指导
下，我们的舞台越跳越大。”张桂熙说。

在敖齐尔的帮助下，很多百姓跳到了“寿
光春晚”的舞台上。

60岁的刘振美是文家街道种大棚的农民。
“农闲时，我就组织姐妹们跳舞。2012年认识
敖齐尔后，他不厌其烦地给我们编舞，教我们
广场舞、扇子舞、民族舞。现在，我的队伍已
经有100多人了。”刘振美说。

9岁的桑荟舒是敖飞齐舞艺术学校的学
生，“我从4岁开始跟着敖老师学习舞蹈。
2012年，作为寿光第一支少儿歌舞组合旋风少
年的成员，我参加了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我要
上春晚’，获得最优秀小明星奖。”

2011年以来，针对家庭贫困但有艺术素养

的孩子，敖齐尔的学校每年都有100个免费名
额，让孩子们可以追逐理想，刘欣茹就是其中
之一。这个今年读小学四年级的孩子，虽然自
幼双目失明，但对音乐很敏感，能弹一手好钢
琴。“2011年起，我在敖老师的学校免费学习
钢琴。2012年的寿光春晚上我拿了优秀百灵鸟
奖，现在已经是钢琴十级了。”刘欣茹说。

与中央电视台合作完成寿光首部少儿情景
电视连续剧《蔬菜宝贝成长记》、组织寿光的
大型晚会、举办寿光首届少儿主持人大赛……
这些都在敖齐尔的日程表上排得满满的。

“虽然每天马不停蹄，但自己选的路，就
要坚持走下去。”敖齐尔说。

■寿光好味道

菜乡寿光，不仅有优质蔬菜，还
有特色海鲜及地方名吃。

寿光有浮桥萝卜、寿光文蛤等十
几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有王高虎头
鸡等四个“寿光标志性地方名吃”，
有羊口老咸菜、御达祥黑猪肉、刘大
叔扒谷等老字号品牌，以及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多个果菜优良品种等。

从本期起，我们将陆续向读者介
绍寿光的标志性农产品、海产品和特
色美食。

开栏的话

美美丽丽乡乡村村巡巡礼礼

□记者 单辰 报道
本报寿光讯 寿光建成81处科技创新平台。
目前，寿光已建立省级生产力促进中心2家、

院士工作站6家。建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63家，其
中省级12家，潍坊市级企业重点实验室4家、学科
重点实验室1家。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3家，其中
国家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试点联盟2家，科技企业孵
化器2家。

2013年，寿光申请专利1660件，授权专利950
件，新创驰名著名商标5个、省名牌产品23个。3个
项目列入国家“863”计划，2个项目列入省自主创
新专项，寿光连续六届成为“全国科技进步先进
市”。

寿光建成81处

科技创新平台

□记者 石如宽 报道
本报寿光讯 3月25日至29日，“寿光市企业

家金融投资理财研修班”在浙江大学举办。寿光部
分大中型企业、上市后备资源库企业、成长型企业
负责人及市委组织部、金融办、发改局、财政局、
经信局等职能部门单位分管负责人共47人参加了培
训。

本次培训邀请了浙江大学和知名培训机构专家
教授、证券和投资公司负责人，从国内外经济金融
形势分析、企业融资风险控制、债券市场融资、并
购重组运作、融资租赁与期货实务、新三板及场外
交易市场融资操作等6个专题进行培训，并开展现
场教学。

敖齐尔：我帮大家上“春晚”

寿光企业家

赴浙江大学“充电”

□张德华 袁京勇 报道
本报寿光讯 “咱们排好队，按照顺序来。”

3月23日，在寿光市渤海路义务献血车前，来了一
群人，带头的是“寿光好人”张治津，一位80后骑
行爱好者。他带领“乐在途中”户外公益群的骑行
者们，参与到无偿献血的队伍中来。

张治津是一家自行车店的老板。为倡导骑行，
做低碳生活的践行者，他牵头成立了“乐在途中”
单车俱乐部。一直以来，张治津不断用低碳出行的
方式感染着周围的人，而单车俱乐部也从最初的几
人发展到现在的300多人。

骑行队热衷公益活动，从策划骑行婚礼，到为
患淋巴癌的小文华捐款；从为文家双胞胎兄弟捐款
捐物，到积极响应“冬暖——— 旧衣新送”，用自己
的行动扶贫救困、关爱他人。

“我们这个团体，每年组织两次无偿献血，一
是倡导大家一起做公益，二是宣传无偿献血的好
处。”张治津说，“作为社会中的一员，我们要在
身体力行中宣扬正能量。”

“寿光好人”

带头义务献血

□记者 石如宽 通讯员 刘瑞全 报道
本报寿光讯 2013“感动寿光”年度人物暨年

度新闻颁奖典礼3月30日举办。
王道吉、侯爱云夫妇为了全心全意照顾患有脑

瘫和佝偻病的养女，先后三次放弃了拥有自己孩子
的机会；孙彦芹26年如一日照顾瘫痪婆婆；李玉金
照顾非亲非故的同事30年；台湾商人刘竹承捐助46
个寿光孩子读书；杨丙光卖种子20年无一粒假种
子；杨海霞10年坚持做艾滋病人的守护天使……他
们的事迹感动了寿光。

自2003年以来，“感动寿光”人物评选已经连
续举办11届，百余位人物（群体）的感人事迹见证
了乐善好施、自强不息、敬老孝悌的寿光精神，成
为寿光道德的风向标。

“感动寿光”人物

引领道德风尚

□韩佑铭 袁京勇 报道
本报寿光讯 为弘扬孝亲敬老的优良传统，近

日寿光开展了寻找“最美孝心少年”评选活动。
本次活动以18岁以下的青少年儿童为寻找对

象，旨在通过寻找、挖掘、宣传新时期孝心少年的
典型代表，展现他们尊敬长辈、自强不息、阳光向
上、自立自强的感人事迹和美好情操，弘扬社会正
能量。

活动已于3月份开始，计划5月份结束。

寻找“最美孝心少年”

评选活动开展

□记者 单辰 报道
本报寿光讯 寿光市人民检察院通过把好接

待、阅卷、下载三关，全程保障律师阅卷权利。
把好接待关。设专职律师接待员，负责接收律

师电话预约、来访接待和资格审查，确保律师接待
工作规范有序。设立专门的律师电子阅卷室，为律
师阅卷提供安全保密的工作环境。

把好阅卷关。开通律师网上阅卷系统，实现网
上实时查询案件所处的诉讼环节及卷宗材料。对申
请阅卷的律师登记，经承办人同意，阅卷律师凭密
登录电脑阅卷，同时解决了因承办人外出或其他原
因导致延误律师阅卷的问题。

把好下载关。阅卷系统具备下载功能，在安全
保密的前提下，律师可以免费下载所需案卷材料，
也可以对所需材料进行拍照留存，解决了纸质材料
复印带来的人力财力浪费。

把好三关

保障律师阅卷权利

村民们在萝卜田里劳作。

李承桂在演示灭火器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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