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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郑颖雪 戴玉亮

“半年以上的老母鸡，只加入葱姜和盐，
架上铁锅用木柴清炖，味道非常鲜美。两三个
月的小公鸡，加入葱姜蒜直接爆炒，出锅时加
入辣椒、少量食盐和酱油，香辣可口。”寿光
慈伦大鸡有限公司经理朱向之说。

寿光鸡是中国优良地方品种鸡，历史悠久，
最早记载于公元前480年战国时期的《周礼》一

书，清代《寿光县志》中更是做了详细记载。
2009年，寿光鸡被列为国家保护名录，

2011年获批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寿光地方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赵守祥，一

直研究寿光鸡的历史和现状。赵守祥介绍，寿
光原始大鸡的羽毛为纯黑色，油光闪闪，神气
洋溢。寿光历史上的一座城池赤乌城，就是以
寿光大鸡的代表颜色命名。

寿光鸡原产于寿光市稻田镇一带，以南

慈、北慈、大伦村饲养的鸡最好，所以寿光鸡
又称慈伦鸡。

清代寿光纪台镇出土的纪侯钟上面就刻有
寿光鸡的图腾符号。“这些符号，说明寿光鸡
应该是当时纪国的图腾，也证明了它是寿光文
化的一个重要符号。我推测，寿光鸡跟中华民
族传统的龙凤图腾中的凤有极大关联。”赵守
祥说。

在稻田镇，至今流传着“凤凰化鸡”的传
说。相传，有只美丽的凤凰飞经慈伦，发现此
地有两条流动的灵脉，在慈伦正北合而为一，
闪烁金色光芒。凤凰动了凡心，化成两只硕大
美丽的鸡，在此处繁衍生息。

“不仅如此，寿光鸡还令古代的山东诞生
了一种文化——— 斗鸡游戏。寿光地域之内，留
吕、古城等地存在多处‘斗鸡台’。据记载，
周宣王时期，寿光地区专门为周王室驯养和输
送斗鸡。”赵守祥说。

“寿光鸡，过去比寿光菜有名，它与广东
三黄鸡、上海浦东鸡、安徽固始鸡并称四大种
鸡。”朱向之说。

以前，在寿光农村，养鸡是一笔不小的收
入，非常受妇女重视。乡间流传着“妇女有三
急——— 闺女、外孙、鸡”的谚语。

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寿光鸡并不被重
视。寿光畜牧局夏光顺介绍：“寿光鸡生长周
期长，成熟缓慢，出肉少。在物质并不富裕的
年代，肉食鸡更受重视，寿光鸡这一本土物种
的培育和发展缓慢。”

“寿光鸡，黑羽、黑爪、黑嘴，产的鸡蛋
是红皮大蛋，具有独特的风味和营养价值。在
经济发展迅速的今天，逐渐开始重新被市场青
睐。”朱向之说。

如今，寿光原种鸡唯一保种育雏单位为寿
光慈伦大鸡有限公司，其前身是寿光慈伦种鸡
场。该公司占地1200余亩，年孵化鸡苗800万
只，是我省重要的种鸡孵化场。

在慈伦大鸡公司，记者看到，数百只美丽
的寿光鸡在草丛啄食。该公司生产技术厂长刘
同泉说：“寿光鸡跟肉鸡不同，田间放养最
好。杂草充足的地方甚至不用加饲料，它可以
自己找虫吃，所以抗病力强，肉质好。”

寿光鸡产的蛋，壳薄但坚硬，不易破损，
呈粉红色。鸡蛋打开后，蛋黄比普通鸡蛋大，
蛋清粘稠，不流淌，甚至能用手将蛋黄单独拿
出来。“炒出来的鸡蛋，香，颜色比普通鸡蛋
黄，也更筋道。”刘同泉说。

大伦村村民伦九伟，在慈伦大鸡公司担任
销售员，妻子在家养寿光鸡，每年两茬，一茬
收入3万元。

“寿光鸡好养活，撒在地里就行，不用
管，最多加点玉米补充饲料，不耽误时间。”
伦九伟说。

现在，慈伦大鸡公司将寿光鸡产的蛋放在
网上销售，已经发展了许多固定客户。寿光鸡
鸡苗远销新疆、湖南、四川等地。“下一步，
我们要开发新产品，尝试鸡肉深加工，让更多
人了解寿光鸡。”朱向之说。

□ 本报记者 郭继伟

见到吴洋时，她正在给寿光现代中学高二
的音乐特长生上乐理课。

学生梁梦梦告诉记者，吴洋的课堂气氛很
活跃，跟学生有很多互动，每个人都有被提问
的机会。“吴老师给我们讲频率和音高的关系
时，就用蚊子和苍蝇做例子，这样理解更容
易。练歌的时候，她觉得某个片段可以改进，
就指导我们反复练习，一不小心就过了下课的
点儿了，所以她是我们的‘拖堂帝’。”

山东学艺术的孩子大部分是为了升学，而
不是因为兴趣。很多学生都是高中才开始学习
艺术，基本上都是零基础。经过一两年的学
习，就参加高考，可以说是短期速成班。

“学了艺术特长，孩子还有考上大学的机
会，我要保证每个孩子都不掉队。让他们在短
时间内掌握音乐技巧并考取大学，对我自己也
是很大的挑战。”吴洋说。

吴洋的同事黄晓蕾介绍，吴洋的外号是
“四二拍”，也就是进行曲节奏，只要进入课
堂，就像“打了鸡血一样”，非常有激情。

吴洋出生在黑龙江加格达奇，从小就喜欢
唱歌。父母出去上班时，把她寄放到邻居奶奶
家。“邻居奶奶很喜欢教我唱歌，从《小燕
子》唱起，到八九岁的时候我就参加电视台
《每周一歌》的儿歌录制，高中时经常参加校
园组织的文艺活动。”

此外，吴洋从幼儿园到小学二年级一直学
习舞蹈，三年级开始拉手风琴，读大学以后又

学习了钢琴。“但我更喜欢唱歌，因为可以走
来走去，我不喜欢受束缚。”吴洋说。

吴洋的母亲老家是寿光市上口镇。在佳木
斯第七中学工作两年后，2006年5月，吴洋跟
母亲一起回到寿光，开始在现代中学担任音乐
教师。

教书之余，吴洋参加了很多寿光当地的文
艺演出，录制了很多节目，跟母亲的故乡有了
愈加深厚的交集。

2011年，吴洋担任寿光电视台蔬菜频道
《菜乡英雄》第一季的评委，很多爱好音乐的
老百姓都慕名给她打电话或到她家咨询音乐方

面的问题，“有些问题电话里说不清楚，就到
家里来，我教他们唱一句就懂了。”

在潍坊市特殊教育中心读书的董慧慧是稻
田镇人，一个盲人女孩。2013年，董慧慧参加
山东综艺频道《我是大明星》第一轮入选后，
吴洋给她上了十几次课，帮她准备了六七首歌
曲，后来董慧慧进了《我是大明星》的年终决
赛。

乐于助人、快乐达观的吴洋也有自己的烦
恼。在寿光，一方面教学工作中面临很大压
力，同时接触高端音乐人、音乐会、提升自己
的机会也很有限，吴洋说，自己也想过换工
作。但每每想到自己教过的学生小有成绩，曾
经的学生变成了经常探望自己的朋友时，转行
的想法就被她打消了。

“如果重新选择一次，我还会选择音乐，
而且会比现在更努力。”吴洋说。

从咿呀学语唱《小燕子》，到参加黑龙江
省首届大学生艺术歌曲比赛，从潍坊电视台春
节晚会演唱《中国春常在》到为寿光录制多首
地方歌曲《我爱家乡王口美》、《一方厚
土》、《透明的天空》等，吴洋与音乐一路相
随。“我喜欢唱歌，我会一直坚持自己的音乐
之路。”吴洋说。

□ 本报记者 郑颖雪

“我们全村就像一家人一样，非常团
结，邻里和睦，平安建设自然差不了。”寿
光市纪台镇桂家村党支部书记桂成三说。

桂家村位于寿光城东丹河西岸，现有60
户村民，共234口人。村民主要为桂姓，还
有几户丁、姜、赵、卜姓村民。

“平安稳定，村民和睦很关键。”桂成
三说，桂家村保证村内账目公开，所有公共
财物张榜，让全村监督。如果有村民之间发
生意见不统一，村委工作人员就会上门调
解。

“都是一家人，村支书也是一碗水往平
里端，经过村委调解的事儿，没有不圆满解

决的。”村民桂杰说。
“村里人大多种大棚长茄，每户年收入

得有15万元左右，生活富足。大家对现在的
政策也很满意，很少有闹矛盾的。”村委成
员桂洪德说。

村民富起来了，部分流窜作案的人员看
上了村民手里的钱。“几年前有来村里偷东
西的，趁家里没人到家里偷，或者到棚里偷
些工具。”桂成三说。

针对这个问题，桂家在全村主要位置安
装了摄像头，并号召全村互相帮助，互相看
门。村内大喇叭定期播放防盗安全等内容，
派出所经常到村内派发宣传材料，教村民防
火防盗等。

“遇到节日，村两委就组织轮流巡

逻。”桂成三说。
走进桂家村，干净的道路两旁，有年纪

大的村民在树下乘凉。60岁的王桂蓉告诉记
者：“我们村不大，大家都认识，白天年轻
人到棚里干活儿，我们就在街上玩，顺便相
互看门。小汽车都当街放着，没出过事
儿。”

62岁的桂敦孝，负责村里的卫生工作。
“支书跟我说了，让我平时打扫的时候注意
点。陌生人出现我就注意他们的行动，感觉
不对就上去问问。”桂敦孝说。

正是互相帮助成风，让桂家村一直保持
安全、和睦。“来我们村里盖房子的都说我
们村风气好，放在路上的沙子、水泥没人看
着也一点都不会少。”桂成三说。

桂家村成立了红白理事会。“农村跟城
里不一样，红白喜事都讲究排场，有的还会
互相攀比。为了防止因此闹出矛盾，村里的
红白事都由理事会统一操办，保证各家的规
模差不多，既不铺张浪费，又能让村民都满
意。”桂成三说。

为了杜绝火灾隐患，桂家村规定街道上
不许堆放柴火。所有的柴草在田间地头堆放
整齐，经常派人巡逻，还组织村民学习用电
用气安全等。

去年，桂家村建起了农家书屋。“我们
平时没事儿，不是去看书就是在村头跳舞，
哪有闲工夫闹矛盾呢。”村民桂敦田说。

2013年，桂家村被评为寿光平安建设先
进村。

□ 本报记者 郭继伟

4月14日，寿光市圣城街道学院社区巴
龙小区举办了业主自娱自乐联谊会，“再青
春”文艺队的东北大秧歌、三句半《夸巴
龙》、太极扇、诗朗诵、小品、天津快板等
多种形式的18个精彩节目陆续登台，台下不
断响起掌声和喝彩声。

“这些节目唱的说的都是老百姓自己的
生活。只要小区里有演出，我就跟着凑热
闹。”巴龙小区居民李培荣告诉记者。

72岁的隋美荣是一名退休教师，也是
“再青春”文艺队的负责人。隋美荣告诉记
者，“再青春”文艺队是2012年8月自发成
立的，现有18个队员，年龄最小的也已经56
岁了。队伍的名字“再青春”的意思是人老

心不老，一直保持生命的活力。
“别看我年纪大了，但是能唱能跳，能

组织能表演。孙子外甥都大了，不需要我去
照顾了，儿女们也很支持我出来。广场舞大
赛、群众文艺大汇演，我们都参加。”隋美
荣说。

62岁的梁凤英在文艺队里当主持人，
“我这个人就是大嗓门，爱拉呱，就发挥这
个特长做主持、说相声、朗诵诗歌。”

梁凤英平时要照料孙子，有时候为了不
耽误上台表演，她就用童车推着孙子去参加
排练，晚上有演出就把孩子托付给亲戚朋友
照顾。“后来实在忙不过来，儿子又不想让
我脱离演出队，就请了保姆照顾孙子。”梁
凤英说。

学院社区党委副书记刘美霞介绍，该社

区有好几支自发的民间演出队伍，“再青
春”组织比较完备，有唱歌、跳舞、小品、
相声、快板等多种艺术形式，二胡配乐、音
响设备齐全，经常参加市里、社区组织的演
出活动，自娱自乐的同时也丰富了社区百姓
的生活。

“老年人身体都有小毛病，锻炼一下很
有好处。前几年我尿糖指数高，通过控制饮
食和经常锻炼，现在尿糖也正常了。建文艺
队就是为了让大家一起乐呵，但不能扰
民。”隋美荣说。

“在学生中考、高考那几天，我们停止
一切活动，让孩子们安心考试。”文艺队成
员杨友娥说。

除通过文艺活动丰富百姓生活外，学院
社区在农民工服务中心二楼设有谈心室、书

画室、图书阅览室、电子阅览室、心理咨询
室等，其中图书阅览室有3万余册书籍，音
像制品、报刊300多套。

据刘美霞介绍，图书阅览室面积200平
方米，2010年上半年投入使用，对社区居
民、农民工免费开放。

“没事的时候，我就到这里看书读
报。”从临沂到寿光务工的聂长伟告诉记
者。

聂长伟2010年来到寿光，一开始打零
工，后来农民工社区服务中心帮他联系工
作。“现在我从事物流工作，还被评为诚信
商户。儿子马上要上初中了，社区正在帮我
解决孩子升学问题。”聂长伟说。

2013年，学院社区被评为寿光市文化先
进社区。

□记者 石如宽 报道
本报寿光讯 4月23日，国家现代蔬菜种业创

新创业基地在寿光召开了管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标志着基地管委会正式成立。成立管委会，是农业
部与山东省政府《国家现代蔬菜种业创新创业基地
合作备忘录》的要求，旨在推进基地规划、建设、
管理、指导和服务等各项工作。

农业部与山东省政府2013年4月签署合作备忘
录，提出到2020年，将寿光初步建成全国规模最大、
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蔬菜种业创新创业平台和展示
服务中心。寿光市政府作为承建单位，强化政策支
撑、搭建发展平台、培育种子企业、推动育种研发。目
前，寿光从事蔬菜种子种苗的企业超过200家，收集
蔬菜种质资源5000多个，通过省级审定、鉴定的蔬菜
新品种达41个，种苗年繁育能力14亿株。

管委会成立后，将制定基地发展规划，提出基
地扶持政策建议，并推动政策落实和规划实施。整
合项目资源，推动建设2000亩开放式创新基地、
3000亩创业园区、蔬菜品种展示推广平台和蔬菜种
子管理服务体系；协调解决种业基地建设用地、用
水、用电等问题，推动种业基地建设规模化、标准
化，建成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蔬菜种业创新创业平
台和展示服务中心。

□付惠敏 张永升 报道
本报寿光讯 每年的4—5月份，对寿光的菜农

来说都是一段既忙碌又高兴的日子。除了忙着管理
大棚，参观菜博会也是他们每年的必修课。在今年
的第15届菜博会上，菜农们有了不一样的体验。
“我们60岁以上的老人拿着身份证就能免票入
场。”62岁的孙家集街道菜农王福禄告诉记者。

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
寿光在坚持“为民”主题基础上，在菜博会这一重
大活动期间，出台了一系列便民措施，方便群众参
会。60岁以上老人凭老年证或身份证、现役军人凭
军官证、导游凭导游证、残疾人凭残疾人证以及身
高1 . 3米以下儿童均可免费游览菜博会，同时取消
贵宾通道、特通车证等。另外，服务更加人性化，
除了为残疾人、老人、儿童等设立便捷通道，一路
免票绿灯外，还增加了志愿者队伍、安装饮水点、
设立园区简介牌、扩建了停车场。

针对群众反映的展会期间出行不便问题，菜博
会前夕，寿光市新增新型公共自行车站点30个，新
投放新型公共自行车1000辆，让全市公共自行车总
量达到了3000辆，方便了群众出行。

展会期间，寿光公安、城管、交通、环卫等部
门实施多项便民服务举措，让本地菜农和外地游客
都深有感触。“服务太周到了，为我们游客考虑得
很周详，寿光菜博会真是咱们老百姓的盛会。”从
广饶来参会的游客苏玉红深有感触地说，菜博会会
场内外秩序井然，环境干净整洁，志愿服务无处不
在，让人感受到全方位、人性化服务群众的魅力。

学院社区：文化活动不扰民

桂家：全村是一个和睦大家庭

寿光鸡：飞入乡村的“黑凤凰”
寿光国家蔬菜种业

基地管委会成立

以会为媒

便民惠民

□ 张德华 袁京勇

“不求富贵，也不奢望楼房和车子，结婚只有
一个条件，就是不能丢下重度残疾的父亲。”说这
话的叫刘爽，今年27岁，娘家是稻田镇东刘营村。
5个月前，她带着自己的残疾父亲，一起嫁到了稻
田镇灶户村。

早年，刘爽的爷爷奶奶闯关东，并在东北定
居。父亲刘振杰在一次矿难中成了重度残疾人，从
此生活不能自理。刘爽5岁那年，母亲离开了家。
一家人搬回寿光老家。

当时，刘爽只有9岁。家庭的变故，让小小年
纪的她默默承担起生活重担，洗衣做饭、下地干
活、照顾不能自理的父亲和年迈的爷爷奶奶。那
时，她惟一希望的，就是自己快点长大挣钱，好给
家里减轻一些负担。初中毕业后，刘爽主动辍学，
找了份工作。每当领到工资，她就用来补贴家用。

后来，刘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令人惊讶的
是，她只要求带着父亲一块生活。

2012年，灶户村的大学毕业生杨海鹏经人介
绍，认识了这位坚强的女孩。他被刘爽的孝心深深
感动，交往一年后，两人确定恋爱关系。杨海鹏表
示，愿与刘爽共同挑起照顾老人的担子。

2013年农历十一月初八，在鞭炮声中，杨海鹏
迎娶了刘爽。结婚那天，刘爽的孝心深深感染了周
围的每一个人，大家默默祝福着这对年轻夫妻。

既要照顾老人，又要干活，刘爽一个人常常忙
不过来。结婚前，杨海鹏在市区一家企业上班，有
着稳定的收入，但看到妻子的难处，他毅然辞去工
作，回家种起了蔬菜大棚。

从刘爽的公公杨德仁口中了解到，自从杨海鹏
和刘爽订亲后，杨德仁和老伴特意在家里盖了两间
新房子，还找人砌了一个大炕。

杨德仁说：“冬天生上炉子，亲家就不怕冷了。”

刘爽：

带着残疾父亲出嫁

□记者 石如宽 报道
本报寿光讯 4月26日，寿光警方抓获一名怀

揣干扰器作案的“汽车大盗”。该嫌疑人作案8
起，涉案价值3万余元。

4月20日，寿光杨先生报警称自己放在汽车副
驾驶座上的平板电脑以及车上的3000元现金被盗。
办案民警对失盗车进行了检查，发现车锁、门、窗
都完好无损。警方怀疑可能是一起利用“汽车干扰
器”实施盗窃的案件。

办案人员调取了案发地附近的监控录像，发现
杨先生离开几分钟后，一名身着黑衣的男子迅速走
到车旁，拉开车门拿走物品，整个过程不到3分钟。

警方将此案跟前期发生的几起盗窃车内财物案
件进行了串并案分析，很快确认了嫌疑人的身份信
息。4月26日，嫌疑人梁某落网。

吴洋：从关东“闯”回寿光的歌者

■寿光好味道

美美丽丽乡乡村村巡巡礼礼

一“汽车大盗”落网

▲吴洋在演出。

散养的
寿光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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