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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慧 宋学宝

“逢二排七大集间，白浪河畔人如山。
寒流雪翻火正红，下水香锅面朝天。”说的
就是潍坊的传统美食朝天锅。据《潍城政协
文史资料》记载：设于集市，露天支锅，围
一秫秸箔，名朝天锅。“肉肥而不腻，汤清
淡而不浑浊，加以薄饼卷食，其味无穷。”
今年40多岁的韩忠波，是潍坊老字号朝天
锅——— 韩氏朝天锅的第五代传人，在向记者
介绍这传统美食时，骄傲之情溢于言表。

韩氏朝天锅家族里最早经营这项生意的
是生于嘉庆二十四年的韩夕文，他对朝天锅
的选料和做法非常讲究，朝天锅的生意做得

红红火火，并代代相传。到韩忠波这一代，
不仅将韩氏朝天锅的做法很好地传承下来，
并且将其发扬光大，成功地申请了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

在韩忠波的朝天锅店里，其妻李瑞娟在
一口直径近一米的大锅前忙碌着，锅子里煮
着猪下货，热气腾腾，香气四溢。据李瑞娟
介绍，传统朝天锅的选料和做法极为讲究，用
鸡肉、驴肉煨汤，以煮猪下货为主，有猪头肉、
肝、肺、心、肚、肠，其中猪肠不要断的，并且要
翻过来清洗。肠、口条、猪头肉要先用开水
涮过，再放到老汤锅里煮，火候要掌握得恰
到好处。猪下货煮熟后捞出切好备用，面饼
擀好烙熟后也放到茅囤子中备用。所配小料
也很讲究，葱段需切成长短一致的小段，咸菜

疙瘩切好后再重新调汁腌制；鲜汤配以葱末、
香菜末、醋、胡椒粉、辣椒面等小料。

“朝天锅源于清代乾隆年间的民间早市，
是下层农民赶集时果腹的吃食，在当时可以说
是饮食中的‘土耍’。”潍坊市饭店和烹饪协会
副秘书长王曙亮介绍说。相传清代“扬州八怪”
之一的郑板桥，在潍县当官期间微服赶集了解
民情，见集市内的很多穷苦老百姓在寒风中啃
冷窝窝头、吃冷煎饼，于是建议集市上卖熟肉
的人把锅搬来边煮边卖，把煮肉的汤免费给赶
集的人喝。后来发展成一边吃饼卷肉，一边喝
汤。卷肉的品种有猪头肉、猪大肠、猪肚等，因
露天摆锅，锅顶无盖，因之称“朝天锅”。

“我们用现在的眼光看，朝天锅就是一种
快餐，随到随吃，但和普通快餐相比，它更加有

营养、美味。”王曙亮说。也正是味美、营养、方
便、经济实惠等优点，朝天锅发展到今天仍旧
长盛不衰，1997年分别被中国烹饪协会、山东
省贸易厅认定为“中华名小吃”、“山东名小
吃”，2008年被国际风筝联合会批准认定为“中
华饮食文化特色精品”。

如今，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朝天锅的营养价
值和经济价值，把这集市上的“土耍”，请进了
厅堂，配以各类潍坊本地菜，发展成丰盛的“朝
天宴”。吃法上也不仅限于传统围锅而坐，更多
店家选择厨房内置锅，单独将汤料和卷饼送上
客人饭桌。

“从‘土耍’到‘朝天宴’，可以说‘朝天锅’
的发展史就是潍坊饮食文化发展史的缩影。”
王曙亮说。

□ 本报记者 宋昊阳 本报通讯员 于锋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自古以
来，欢度春节时，家家户户总习惯换上新的年画，祈
求新的一年吉祥安康。在不少老人眼中，“挂上年
画，贴上春联，放起鞭炮，才叫过年”。年画，也跟鞭
炮、年夜饭、春联等民俗物事一同成为了新年里最
富年味的寄托。如今，潍坊年画已经成为潍坊市重
点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寒亭区杨家埠，还有
许多木版年画艺人在坚守着潍坊年画这块宝贵的
传统艺术领域。当地政府数据显示，杨家埠村每年
可生产年画2100多万张，销售到俄罗斯、日本、新加
坡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一走进杨家埠百年老字号“万盛画店”，73岁的
杨福源便热情地迎了出来。自幼师从叔父杨锡福学
艺的他，已经是万盛画店第十五代传人了。年过古
稀的杨福源目前仍然坚持每天刻版、创作、授艺。

“画画无正经，好看就中；画中要有戏，百看才不腻；
出口要吉利，才能和人意；模样要俊秀，才得人喜
欢。”杨福源用民间俗语的形式，笑着说出了创作年
画的要点所在。

“要创作一幅好的木版年画，首先要雕刻画版，
选材、聚缝、刻版这三个步骤，每一步都要精雕细
琢。”谈起创作年画的过程，杨福源显得非常兴奋，

“木版刻好后，就是印画，这时候要求‘画版对得正，
纸要扯得平，色要刷得匀，搪子打得轻，色多容易

涝，色干容易燥’。”杨福源介绍，创作一副精致的木
版年画，有时候需要一两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拿
这幅以红楼梦为题材创作的“金陵十二钗”来说，就
是杨福源历经3年时间，呕心沥血制作完成的。

“中国年画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唐朝，但是真正
兴盛则是在明末清初，那时我们杨家埠到处都是制
年画的人。”杨福源说，传说唐太宗李世民有一段时
间情绪低落，常感觉门外有鬼哭狼嚎，闹得皇宫彻
夜不宁。他让大将秦叔宝、尉迟恭每夜守在房门，结
果鬼哭狼嚎声就不再出现。唐太宗非常高兴，命画
师把二位将军的威武形象绘在宫门上，这就是所谓
的“门神”。传说当时为唐太宗绘制将军图像的画师
老家就在杨家埠附近，待他回乡后，商贾巨富、亲戚
朋友纷纷前来求画。他难以应酬，便想出了画线刻
版印刷的办法。木版印制门神的效率骤然提高，从
此，木版年画在杨家埠逐渐盛行起来。

“杨家埠木版年画，以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淳朴
鲜明的艺术风格驰名中外，入选了中国首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是与在清康熙至乾隆年间
出现的‘家家画店，人人画师；画种过千，画版上万’
的盛景相比，如今的状况已经不比从前。”潍坊市杨
家埠年画研究所所长王永海说。

为了将木版年画这门民间艺术传承下去，寒亭
当地的数所中小学开展了杨家埠木版年画试点教
学。这个区还建立了杨家埠木版年画传承人培训基
地，招收当地的中专、高中毕业生，聘请年画艺人授
课，为杨家埠木版年画培养越来越多的传承人。

□ 本 报 记 者 郭继伟
本报通讯员 祝红蕾 董超

幸福生活突遭意外

孙春梅今年53岁。25岁时，她嫁给了石峪村
刚刚退伍的王传道。丈夫为人老实，公公身体健
康，生活和和美美，特别是随着两个孩子相继出
生，孙春梅沉浸在幸福的生活中。

然而，2006年的一场意外打乱了他们的生
活。为添补家用，丈夫王传道到五井煤矿做了一
名采矿工。2006年7月28日，孙春梅接到电话说
丈夫在井下出事了，等她赶到医院时，医生告诉
她，丈夫的胸十二神经被砸坏，下肢面临终生残

疾。孙春梅眼前一黑，晕倒在地。醒来后的孙春
梅望着病床上的丈夫，泪流满面：“你是家里的
顶梁柱，我一定要让你站起来！”

永不放弃的治疗和陪伴

为了让丈夫站起来，孙春梅带着丈夫到潍
坊八九医院治疗，医生告诉她按摩对丈夫的病
可能会有好效果。孙春梅白天陪着丈夫做常规
治疗，晚上便跟护士学习按摩。她每天坚持给丈
夫按摩七八次，一天下来，孙春梅的手都麻了。
这样持续了三个月，丈夫的腿却丝毫没有起色。

但孙春梅不愿就此放弃，又独自一人带着
丈夫到了沈阳四六三医院做骨髓移植手术，仍
不起作用。接着，他们又辗转到北京康复医院做

治疗。医院专家告诉孙春梅，像她丈夫这种情况
出现奇迹的可能性不大，建议回家慢慢恢复。

陪丈夫治病已有半年多时间。陪床期间，孙
春梅一直睡在地板上，从家里带的两床被子不
知拆洗过多少次。为丈夫治病前后也已花去30
多万元，欠下了不少外债。2007年3月，用仅剩的
钱买了两张车票，孙春梅和丈夫坐上了回家的
火车。

“有我在，一切都会好起来”

回家之后，孙春梅起早贪黑，白天在地里干
活，晚上帮丈夫按摩。丈夫病情稳定之后，为早
日还清债务，孙春梅在离家三里外的翻砂厂找
了一份计件工的活儿。早上4点半她就起床做

饭，帮丈夫擦洗身体、喂他吃饭。晚上回来帮丈
夫按摩至少一个小时，夜里每隔一个小时还要
帮丈夫翻一次身。就这样，8年间，孙春梅没
睡过一个囫囵觉，换来的是丈夫没得过一次褥
疮，至今腿上的肌肉都没有萎缩，医生说是个
奇迹。

2009年，孙春梅的公公突然查出肺癌，治
疗一段时间后不见好转，从此躺在了床上。孙春
梅一日三餐精心照料着，热汤热水送到床前，帮
公公擦洗身体、换洗衣物。公公逢人便说自己遇
上了个好儿媳。

8年来，孙春梅省吃俭用，没为自己买过一
件新衣服，省下钱来用在祖孙三代身上。邻居劝
她：“家里这么困难，就别让孩子上学了，下来帮
忙干活吧。”孙春梅不同意，她心中有个信念，再
困难也不能耽误孩子上学。她对儿子说：“有妈
妈在，你什么都不用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现在，孙春梅的儿子专科毕业后已在安丘
一家公司工作，女儿也去了一所职业学校学习。
谈到这些年的付出，孙春梅淡然一笑，“都是一
家人，受累都是应该的，家就是你帮我，我扶你
的地方。”

悉心照顾瘫痪丈夫8年如一日———

孙春梅：“家就是患难相扶的地方”

朝天锅：从“土耍”到“朝天宴”

◆在临朐县五井镇天井村，提起孙春梅，乡亲们都说这个女人“不简单”。8年前，丈夫受伤

瘫痪在床，孙春梅陪伴左右、悉心照顾。2009年，公公又查出肺癌，从此卧床不起。家中还有两个

上学的孩子，孙春梅一人挑起全家重担，给一家老少三代带来温暖的依靠。

潍坊年画：

鞭炮声中的民间瑰宝 □记者 张蓓 通讯员 高洪俊 报道
本报潍坊讯 2014年潍坊市中心市区义务

教育学校招生工作将于暑期放假后统一进行。
根据规定，义务教育学校起始年级班额，原则
上小学不得超过45人，初中不得超过50人。从
今年秋季起，所有义务教育学校班额全部在
“潍坊中小学公共信息平台”上公开。

按照规定，公办、民办学校均不得组织笔
试、面试或其他任何形式的考试、考查等选拔
学生，坚决杜绝“以分择生”的行为；学生入
学后，采用电脑随机混编等多种方法均衡编排
教学班级。禁止学校举办重点班、快慢班或特
色班等；未经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批准，任何学
校不得举办实验班。对符合潍坊市规定条件的
外来务工人员，其适龄子女由相关教育主管部
门统筹就近或相对就近安排在公办学校就读。
现役军人子女、烈士子女等学生入学按照有关
优待办法执行；港澳台及华侨子女、外籍人员
子女、外来投资者子女、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
子女、异地商会人员子女、潍坊市荣誉市民子
女等入学，同等条件下优先或按有关政策安排
入学。

□记者 宋昊阳 报道
本报潍坊讯 6月13日，海旺汽贸公司在

滨海区香江西二街开业，这标志着首家大型重
卡汽贸公司落户滨海。

据介绍，该公司占地16000平方米，集整
车销售、售后服务、配件供应以及信息反馈于
一体，主营业务有陕汽重卡牵引车、自卸车、
载货车，德龙天然气车、水泥搅拌车等，还为
陕汽重卡提供专业售后服务。该公司负责人表
示，滨海城市建设风生水起，各大物流公司纷
纷进驻滨海，为滨海区交通运输业发展创造了
良好的条件。公司将向滨海各大工程公司提供
工程车辆的销售、维修、保养等服务，为发展
滨海道路运输服务业提供有力支撑。

□记者 张蓓 报道
本报潍坊讯 7月4日，潍坊市大中专院校

暑期服务“美丽乡村”建设“三下乡”社会实
践活动在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举行。此次潍
坊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以“投身青春
建功行动，服务美丽乡村建设”为主题，潍坊
市19所大中专院校18000多名大中专学生参
加。

据悉，实践活动将组织各类服务队531
支，围绕政策宣讲、深化改革、乡村文明行
动、支农帮扶、教育关爱、文化艺术、爱心医
疗、美丽鸢都实践、“彩虹人生”实践服务等
9大主题开展。在校级和院系组队的基础上，
潍坊市还将重点组建选拔20支市级重点服务团
队，奔赴基层、奔赴农村，在潍坊各县区进行
志愿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宣传市委重大战略
部署，投身乡村文明行动，服务“美丽乡村”
建设。

潍坊高校暑期

社会实践启动

□通讯员 宁静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近日，由潍坊第四中学举办

的“校园淘宝”活动在该校举行。活动开始后
的短短一小时内，18个淘宝箱里的学习资料就
被抢购一空。

据了解，该活动是潍坊四中为学生量身打
造的旧物交换平台，旨在将“绿色校园”的理
念落实到行动上。活动期间，部分参加完高考
的学生回到母校，将自己学习过程中整理的课
堂笔记、错题集等“宝贵财富”打包，写上送
给学弟学妹的真挚寄语后，郑重交给各个活动
点以作留念。

义务教育学校班额

将在网上公开

首家重卡汽贸公司

落户滨海

潍坊四中搭建

“校园淘宝”平台

上图：顾客围
坐在锅前吃朝天
锅的场景。

□李慧 报道

左图：杨福源
向记者展示年画
作品。

□宋昊阳 报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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