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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郑颖雪 戴玉亮

“吃泥鳅一定要去洰淀湖”。在寿光，说
起泥鳅，往往会听到这样的说法，可见洰淀湖
泥鳅在寿光人心中的地位。

“洰淀湖泥鳅通体发黑、光滑，整体扁
平，炖好的泥鳅没有土腥味。”寿光双王城生
态经济园区牛头镇村党总支书记马宣英说。

《寿光县志》记载：鳅，污渠中有此，水
涸则入泥，故俗名泥鳅。泥鳅肉质鲜美，营养
丰富，富含蛋白质，还有多种维生素，并具有
药用价值，是淡水鱼类中的上品，有水中“人
参”之誉。

泥鳅中蛋白质含量高达18%以上，还含有
人体易吸收的各种氨基酸和维生素及钙、钾等
多种人体必需矿物质。泥鳅所含脂肪成分较
低，胆固醇更少，且含一种类似廿碳五烯酸的
不饱和脂肪酸，能防止人体血管衰老，故有益
于老年人及心血管病人。

古代医书中有众多关于泥鳅的记载。《滇
南本草》记载：“煮食治疮癣，通血脉而大补
阴分。”《医学入门》记载：“补中，止
泄。”《本草纲目》记载：“暖中益气，醒
酒，解消渴。”

“大泥鳅，25元一斤，来几斤？”“小泥
鳅，便宜点，这些我都要了！”7月6日傍晚，
在洰淀湖芦苇荡中，几位寿光市民在挑选活蹦
乱跳的泥鳅。“拿回去爆炒，加点辣椒，味道
可好了，舌头一舔肉就下来了，入口即化。”
寿光市民常展榕说。

“把泥鳅剪开，腹部去肠，加入黄酒、酱
油、葱段、姜丝腌一会儿。锅里热好油，放朝
天椒，微炒，加入泥鳅，翻炒至八成熟时放入
盐、蒜瓣，撒上香菜，一盘美味的家常爆炒泥
鳅就出锅了。”常展榕说，他家人都喜欢吃泥
鳅，所以经常到洰淀湖去购买。

“洰淀湖泥鳅和别地儿的泥鳅口感不一
样，所以价格也高出不少。”牛头镇村村民马
英明说，每逢农闲季节，牛头镇村的村民都会
捉泥鳅出售，每年能增加不少额外收入。

洰淀湖泥鳅为什么这么独特？主要得益于
当地独特的地质条件。“洰淀湖恰好地处咸淡
水分界线上，水中盐度在千分之三至千分之八
之间，所以洰淀湖泥鳅的口感远胜淡水生长的
泥鳅。”马宣英说。

在洰淀湖附近，大大小小的饭店都有泥鳅
菜出售。每逢节假日，一到吃饭时间，几乎家
家爆满。因洰淀湖泥鳅鲜美的口味和丰富的营
养，当地人创造出了花样繁多的烹饪方法，如
砂锅泥鳅、红烧泥鳅、泥鳅钻豆腐、椒盐泥鳅
等。这其中，最出名的吃法当属泥鳅钻豆腐。
先将泥鳅洗净，砂锅中注入排骨汤，放入一整
块嫩豆腐和泥鳅，加盖慢炖稍许时间，泥鳅被
热气所逼钻入豆腐中躲藏，随后汤沸，泥鳅烫
死在豆腐中，然后再经小火慢炖即可。“由于
泥鳅和豆腐营养价值都很高，搭配成菜，兼具
进补和食疗功用。”马宣英说。

另外，洰淀湖内芦苇茂密，春生秋落，芦
苇的叶、根及水下部分腐烂和发酵，构成了富
含有机质、腐殖质的淤泥。“每年春、夏、秋
季新生的芦苇重新发芽、生长，茂密而发达的
根系将腐烂和发酵中产生的氨氮、硫化氢、二
氧化碳等对泥鳅有害的成分吸收利用，为泥鳅
创造了‘肥而不臭’的特殊生长条件，也为泥
鳅的饵料生物生长提供了适宜的繁育条件。”
马宣英说。

结合当地的自然环境，洰淀湖人创造了一
种特殊的种养殖形式：“上粮下鱼”。经过挖
池抬田，上种植粮棉，下养殖泥鳅、鱼虾，相
得益彰，使旧日盐碱荒地变成了“鱼米之
乡”。

2012年，洰淀湖泥鳅凭借其独特的地质条
件、人文环境、酥软嫩滑的口感等，被评为中
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

洰淀湖泥鳅：水中人参

□ 本 报 记 者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林嘉中 刘珊

“观摩庭审时，一开始我们有说有笑，没
感觉到异样。但当被告人被带到法庭时，我们
感受到了法律的尊严。”寿光市洛城二中学
生、“少年检察官”王红玉说，“这次庭审我
受到了一次最直观、最生动的法律教育，我们
青少年一定不要犯罪。同时我要把自己听到
的、看到的、感受到的，讲给周围的同学和家
人，让他们遵纪守法。”

在今年6月初寿光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一
起盗窃案件时，庭审现场有来自洛城二中的8
名“少年检察官”。“少年检察官”观摩庭审，是
寿光市检察院实行的特色法制教育之一。

庭审现场感受法律尊严

整个庭审现场，“少年检察官”们认真地
听着法官对案件的审理。

“这是寿光市人民检察院送给同学们的特
殊礼物。”寿光市检察院派驻洛城检察室主任韩
莉莉说，通过与辖区学校洛城二中的层层选
拔，将品学兼优、口才好、热爱集体活动、具
有榜样和表率作用的同学聘为首批“菜乡少年
检察官”。通过举办庭审观摩，由孩子们再“直
播”给其他同学，以生动、形象的方式告诉未成
年人要珍惜自由、敬畏法律、远离犯罪，在日
常的学习生活中时刻不忘规范自己的言行。

“少年检察官”范昕妍说：“第一次来到
法庭，看到国徽，我感受到法律的尊严。”王
红玉说：“我感觉他(被告人)坐在这里，非常
可怜，但他的行为非常可恨，有老有小却走上

了违法犯罪的道路。”

和同学要几块钱都是不对的

王红玉所在的七年级八班专门组织开了一
次“普法教育主题班会”，她跟范昕妍一起走
上讲台，把自己听到的、看到的、感受到的讲

给班里同学听。
韩莉莉则为孩子们带来了《青少年法制教

育宣传手册》，并为同学们讲了小事引发犯罪
的故事。课堂上，当王红玉问“哪些是违法行
为”时，同学们纷纷举手，踊跃参与：吸毒、
偷拿东西、斗殴……孩子们一会儿分组讨论，
一会儿争先恐后地举手发言。

“听了检察官阿姨的讲课之后，我知道了

和同学哪怕要几块钱都是不对的。这样的小
错，最终会酿成大错。讲课提高了我们明辨是
非的能力，懂得了应该从日常中的小事做起，
不能因一念之差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七年
级8班学生任伟佳说，通过这次主题班会，同
学们懂得了应该遵纪守法，努力提高自己的思
想品德修养，自觉抵制不良行为。

洛城二中校长张瑞海说：“‘少年检察
官’走在同学们中间，用行动和实际例子改变
了同学们以前对法律的模糊、淡薄意识。检察
院通过‘少年检察官’评选活动，把法律教育
贯穿于日常生活。”

多渠道探索青少年普法

寿光检察院派驻洛城检察室探索符合青少
年身心特点的法制教育新模式，去年建成了以
“普法先行、飞扬青春梦”为主题的“寿光市
青少年法制教育基地”。通过图文展板、创意
造型、数字多媒体等灵活多样的展示手段，从
人性化角度解读青少年这个特殊群体，通过正
面引导和反面警示，打造了一个科技感十足、
与时俱进、内容与形式并俱的现代化基地。

法制教育基地利用多媒体投影仪为同学们
播放精心制作的集文字、图片、视频影像于一
体的“青春路上，与法律同行”法制课件，使
学生们从视觉、听觉方面共同感知法律，提高
学习法律知识的兴趣。同学们写心得体会、参
加法制征文比赛、书画比赛、手抄报比赛，让
法律意识内化于心。

与此同时，检察官们还编印了5000余册
《青少年法制教育宣传手册》，免费送进学
校。

寿光“少年检察官”成普法先锋

□ 本报记者 郭继伟

“2008年，我们村里出资十几万元建设了30米
宽、37米长的广场。如今，广场已经成了老百姓晚
上跳广场舞、健身锻炼的好去处。”寿光市上口镇
南邵二村党支部书记李学明说。

南邵二村有806口人，村民们有出去打工的，
有自己做生意的，种大棚的不多，地里的庄稼主要
是玉米、大豆，平时农活儿不多。“老百姓空闲时
间多了，娱乐活动也跟着多了起来。”李学明告诉
记者。

51岁的李月英是南邵二村广场舞队的队长，年
轻的时候，她就爱好跳舞。近年来，农业生产机械
化水平高了，家里的地也不像以前那样离不了人
了。闲着没事儿的时候，李月英就从网上跟着学广
场舞，还组织村里有兴趣的妇女一起学。

李月英说，跟自己一起跳舞的，不只本村
的，周围村庄的妇女也到她们村一起跳，加起来
有30多人。大部分是年轻的妇女、媳妇，她们白
天到地里除草、施肥、打农药，晚上就到广场上
跳舞。

为方便百姓跳舞，南邵二村给广场舞队配备了
音响。“大家伙儿不仅锻炼了身体，还丰富了精神
生活。镇上、市里组织的比赛，我们经常参加。
2008年，我们在上口镇首届农民文化周大赛上表演
了太极剑，获得了一等奖。今年4月到6月举行的寿
光市广场舞大赛，我们也参加了。很多妇女跟我开
玩笑说，跳舞和锻炼的时间多了，跟对象吵架拌嘴
的时间都没有了。”李月英告诉记者。

除了学习舞蹈、自娱自乐外，广场舞队还到举
办婚礼的村民家里表演节目，活跃现场气氛，给大
家助兴。“我们主要是表演跳舞、扭秧歌。现在老
百姓也都很节俭、不讲大排场了，我们免费去表
演，很受欢迎。有喜事儿，他们都提前给我打电话
预约。”李月英说。

71岁的李同深大爷是村里京剧爱好者的领头
人。京剧，他年轻时就喜欢听，但不大会唱。“现
在岁数大了，不用干什么农活儿了，儿女们也不用
俺操心了，俺就和两个老伙计一块，慢慢跟着别人
咿咿呀呀开始学唱。”李大爷告诉记者。

据李同深介绍，现在每逢周一、周四下午，附
近村庄的十几个京剧票友就到南邵二村的活动室集
合，吹拉弹唱，村里提供饮水。大家自己带着乐
器，有了专业队伍的样子，《锁麟囊》、《玉堂
春》、《钗头凤》等都是他们的拿手曲目。“虽然
俺年纪大了，但也要老有所乐，不能待在家里当闲
人。”李同深说。

2013年，南邵二村被评为寿光市文化建设先进
村。

□ 本报记者 郑颖雪

“村务公开，全村议事。大家对村委工作满意
并支持，是我们村平安和谐的最重要原因。通过村
务公开，让村民了解村内大小事务，并积极参与到
村里的决策中来，村民感觉自己是主人，维护安全
稳定的积极性和热情自然就高了。”寿光市田柳镇
后疃村党支部书记王世清说。

后疃村家家户户种西红柿大棚，平均每户年
收入近10万元。“大家都比较富裕，村里很少有
偷盗情况发生，并且村委工作实在，集体事务完
全公开，我们都很拥护。”后疃村村民吴象飞
说。

通过土地流转，后疃村建立了6个专业合作
社，村集体每年收入8万元，这笔钱全部用在了村
内的公益事业上。“村里有钱了，但是钱怎么用是
个问题。如果不公开透明，村民肯定得猜疑，不利
于村内和谐稳定，所以我们把每一笔支出详细列出
来，让大家心里都明明白白的。”在后疃村村委办
公室，王世清指着村务公开栏里的财务公示表告诉
记者。

使用集体收入的每一分钱，后疃村都会通过召
开党员大会、村民大会等讨论决定。“现在，村里
用这些钱硬化了道路，盖了新卫生室，建起了中心
广场，文化大院。这些都通过了全体村民的同意，
我们村从来没有上访的。”王世清说。

“村委处理事情很公平，从来不搞暗箱操作，
不偏袒任何人，一亩地的事儿也在大喇叭里吆喝，
让我们明白。平时还老开村民大会，有什么意见直
接提就行。”村民王维忠说。

为了维护治安，村里组织成立了治安巡逻队。
“村民都是义务巡逻，平时我们晚上在村里和大棚
周围转转，逢年过节的时候白天也巡逻。现在全村
还装了6个摄像头，大家更放心了。”后疃村治保
主任王英志说。

在后疃村，许多村民喜欢饭后聚在村中心广场
休闲。“村里一直很安定，你看街上车就这么放
着，家家户户的门大部分开着，我们邻里互相看看
门，照应着，就行了。有时候，大家最多闹点小意
见，回过头去就没事儿了。”经常在广场上打牌的
王维忠说。

村民之间一旦产生矛盾纠纷，村委干部立刻就
找上门，问清原委，提出令双方都满意的解决措
施。“现在大家看中的就是个讲理，只要道理讲明
白了，问题马上就解决了。村委的责任，就是给村
民断明白这个理。”王英志说。

以前，由于田间柴草乱堆乱放，个别村民大意
等原因，村里的大棚偶有失火现象。针对这个问
题，后疃村委在研究后决定，在全村进行整治，禁
止乱堆柴草，村委里常备灭火器。“打从集中治理
以后，村民也都注意了，近五年没发生过火灾。”
王世清说。

2013年，后疃村被评为寿光市平安建设先进
村。

南邵二村：

闲暇时光“动起来”

后疃村：

村务公开换来平安和谐

■寿光好味道

□石如宽 刘珊 报道
今年3月，寿光检察院为“菜乡少年检察官”发了聘书。（资料片）

□记 者 石如宽
通讯员 汤秀英 报道

7月1日，寿光林海生态博
览园景区开展“关注微信10元
游林海”活动。游客只需关注
微信号“ s g r b - cm”并回复
“10元游林海”，几秒钟后景
区的电子门票就发送到游客手
机上。游客到达景区后只需将
电子门票展示给景区工作人员
并交10元钱的门票费用就可以
畅游林海。

林海生态博览园

使用电子门票

美美丽丽乡乡村村巡巡礼礼

□ 本报记者 郭继伟

寿光市第一个国家A级国标舞老师、全
国体育舞蹈公开赛壮年组A组冠军、山东省
体育舞蹈锦标赛壮年组拉丁舞冠军、全省拉
丁舞优秀教师……奖杯、荣誉证书把他的办
公室装点得格外耀眼。他，就是舞者崔云
河，寿光市文化馆的专职舞蹈老师，也是寿
光银河艺术学校校长。

7月4日，坐在对面的崔云河，在说到自
己与舞蹈结缘、到北京舞蹈学院“寻梦”、
教授传播舞蹈的过程时，情不自禁地做起了
示范，举手投足，一丝不苟。

1988年7月，崔云河调到寿光市文化馆
任群众文化辅导员。说起舞蹈，崔云河告诉
记者，到文化馆工作之前一点都没有接触
过。在当年举办的寿光十大歌星十大舞星大
奖赛中，他担任灯光师。比赛结束后，文化
馆的同事们聚在一起吃饭。席间，崔云河模
仿了几个舞蹈动作，让同事们猜是哪个舞星
的标志性动作，结果每个都被猜中了，这是
他与舞蹈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1989年元旦晚会上，崔云河表演了华尔
兹，这是跟文化馆的陈永卓老师学的。从那
以后，他开始正式学习舞蹈。2000年，崔云
河接触到拉丁舞，北京、上海、深圳等地，
都留下了他求学的足迹。

2006年，崔云河到西安参加舞蹈比赛，
跳的是伦巴、恰恰和牛仔。跳到牛仔舞时，
他明显感到自己技不如人。“别人跳起来又
轻松又灵活，而我却显得很笨拙。比赛一结
束，我就找了江西南昌艺术学校的老师请
教，自己掏钱跟着学了两节课。”崔云河
说，舞蹈必须精益求精。

2007年，崔云河用半年多的时间，到北
京舞蹈学院进修，系统地学习国标。由于周
末要给学员上课，周五下午他就从北京坐车
返回寿光，周日下午再坐车到北京。这个让
人感到困顿无聊、像坐牢一样的旅程，却成
为崔云河思考人生的时间。

“那会儿坐车，经常碰见一位北京肿瘤
医院的医生，周末到寿光坐诊。当时就想，
人家岁数这么大了，还跑到这么远的地方行
医治病，我这点疲劳算什么？”崔云河说，
半年多的来回奔波，路边上的树叶从绿到
黄，再慢慢凋零，你可以认为是生命的衰
微，也可以换个角度去认识：当大树只剩下

伸展到天空的枝杈，你会更强烈地体会到生
命向上的力量。也许，这就是崔云河至今仍
在以舞者的身份活跃在台上的动力之源。

2012年4月1日，寿光市国际流行舞蹈协
会成立大会召开，崔云河成为协会主席。4
月30日，协会承办的2012年寿光“农圣杯”
国际舞蹈公开赛暨“陆地方舟杯”寿光市首
届国际流行舞蹈大赛成功举办。

今年，除了教学员舞蹈，崔云河还在文
化馆三楼舞蹈教室每月一期举办广场舞培训
班。在集中举办培训班的同时，他还走进社
区、农村文化大院进行广场舞教学，活跃城
乡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崔云河告诉记者，能教别人跳舞，指导
老百姓比赛，让舞蹈在更多更广的人群中传
播，是莫大的幸福，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

“以前，广场舞都是自己从网上学，局
限性很大。现在来了市里的老师给我们作指
导，免费教我们，老百姓都非常踊跃。原来
不同的舞蹈队之间可能因为相互争场地有矛
盾，但崔老师一来，大家伙儿都聚到一起来
学习，之前的别扭也就不存在了。”寿光仓
圣公园广场舞带头人胡小丽说。

14岁的王志超已经在银河艺术学校学了
5年，“各种舞种我都跟着崔老师学，很敬
佩他。他虽然年龄大了，但舞蹈动作很标
准。崔老师还会像父亲一样教我们，很有耐
心，从来不对我们发火，一遍不行他就教两
遍。”王志超说。

“舞蹈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生命。不
论学员多少，我都要认真地教。就算一个学
员没有，我也会对着镜子练，体会舞蹈带给
我的快乐。走在大街上，有人喊我一声崔老
师，就是我莫大的收获。”崔云河说。

崔云河：舞出我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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