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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郑颖雪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郭全江

俗话说“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而寿光
稻田镇出产的香瓜却不用自夸，都是消费者夸
出来的。

8月29日，正在田马甜瓜市场大量收购香
瓜的李福昌告诉记者：“稻田香瓜名气大，到
哪都好销，并且这里种植户多，货源稳定，大
家都来这儿批发。”

香瓜品种多样，生食，有的甜脆多汁，有
的甜沙爽口，不仅止渴清燥，还可消除口臭。
从营养成分上看，各种香瓜均含有苹果酸、葡
萄糖、氨基酸、甜菜茄、维生素C等，对感染
性高烧、口渴等具有很好的疗效。

稻田镇甜瓜种植大村南韩村党支部书记韩
立刚介绍，自1992年，香瓜就开始在南韩村种
植，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洋香瓜、洋
香瓜，咬上一口，合不拢嘴巴”。这个“洋香
瓜”就是指稻田香瓜。

“稻田镇不但甜瓜棚多，出产的甜瓜也是

品质过硬。”韩立刚说。
稻田镇之所以能够产出大量高品质的香

瓜，一个重要原因是具有土地肥沃、地势平
坦、水资源良好的自然优势。受大棚蔬菜启
发，当地开始在冬暖式大棚内试种，获得成功
后大面积推广，使香瓜能在全年不间断上市。
目前，稻田镇共发展香瓜大棚1 . 5万个，种植
面积2万亩，辐射带动周边地区种植面积10万
亩。品种主要有伊丽莎白、哈密瓜、网纹瓜、
白皮瓜4大系列、30多个品种。

由于稻田香瓜良好的品质，2000年3月，
稻田镇被中国农学会特产专业委员会命名为
“中国香瓜第一镇”；同年6月，稻田镇注册
了“王婆”牌香瓜商标。2001年3月，“王
婆”香瓜无形资产被上海新世纪投资服务公
司评估为3 . 3亿元；同年10月在中国国际农业
博览会上，“王婆”牌香瓜被评为名牌产
品。

“我们甜瓜大规模种植开始于2001年，那
以后，‘洋香瓜’不再姓‘洋’，而是姓王，
并且有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字：王婆甜瓜。”韩

立刚说，目前该村360多户，几乎家家种甜
瓜。

“正常情况下，一年可以收获三季甜瓜。
春季收获时正值春节，能卖到12元1公斤，但
这季产量低。夏季收获的甜瓜价格低，3元1公
斤，但是产量高。秋季收获的甜瓜，十一后价
格逐渐走高，每公斤能卖到4元以上。这样下
来，每亩地一年收入6万元没问题。”南韩村
村民韩德义说。

在稻田镇，平均每个种植户的甜瓜种植
面积在5亩以上。“现在甜瓜销售情况很好，
村民积极性很高，大家都在翻新大棚，扩大
种植面积。我们村还成立了利达果蔬专业合
作社。”韩立刚说，稻田镇出现了许多以甜
瓜种植销售为主的专业合作社，不仅销售甜
瓜，还进行甜瓜育种，到全国各地进行技术
指导。

韩立刚说：“随着稻田甜瓜的名头越来越
响，我们觉得建立有规模的市场才能让甜瓜销
得更远。”上世纪90年代，南韩、东里等几个
村联合，逐渐形成甜瓜交易市场。

据寿光果菜批发市场有限公司总经理韩家
昌介绍，田马甜瓜批发市场刚建成时，占地仅
50亩，后经过两次扩建后，达到100亩。在甜
瓜批发业务的带动下，该市场逐步发展为寿光
最大的集甜瓜交易、恒温仓储、物流配送、信
息提供等为一体的大型甜瓜交易市场。

“随着交易规模不断扩大，原有的交易场
地、交易手段和管理模式已不能适应发展的需
要。”韩家昌说，针对这个问题，稻田镇先后
规划建设了9个大型农产品物流项目，分两期
建成了崭新的果菜批发市场，并采用了新型的
电子结算方式。

“自从进了新市场，钱都是往卡里打，不
担心出现假币，也不用数来数去，太方便
了。”韩德义说。

“从2012年9月启用至今，新市场瓜菜年
交易量超过3亿公斤，还在不断增长。”韩家
昌说，现在甜瓜不愁卖了，“王婆甜瓜”也走
向了全国。如今，稻田香瓜销售范围辐射全国
所有省、市、自治区，出口日本、韩国、俄罗
斯以及东南亚等国。

□ 本 报 记 者 郑颖雪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王洪泉

“百鸟朝凤”，是流传于寿光市圣城街道
崔家村古老而别具风格的民间舞蹈。

“它融歌、舞等多种艺术元素于一体，演
出队伍庞大，道具奇巧，表演豪放，气势恢
宏，亦歌亦舞，生动活泼。”崔家村百鸟朝凤
艺术团团长崔逢祯说。

56岁的崔逢祯，担任百鸟朝凤的排练、演
出等组织管理工作。8月28日晚，记者见到他
时，他正忙着组织村民排练，崔家村村委办公
室前不大的广场上聚集了几十位认真练习的村
民。“我自幼跟随父亲崔洪生学艺，比较了解
百鸟朝凤的角色、动作、场面及音乐、伴奏
等。”崔逢祯告诉记者。

在排练的队伍里，几位头发花白的老者格
外引人注目。77岁的崔仰贤，是百鸟朝凤的总
导演，最近他身体不适，却每晚坚持指导村民
排练。“这些都是老辈传下来的，不能在我们
这儿断了。”崔仰贤说。

75岁的崔绪普也在一旁忙碌着。他从17岁
开始表演百鸟朝凤中的“老雕”，已有50多年
的经验。“我们这个舞蹈是独一无二的。早前
的剧本没有了，我和张培义一起，经过一个多
月的艰苦工作，把它重新串了起来。”崔绪普
一边说着，一边给记者翻开了剧本。

59岁的崔锡仁，幼年时跟父辈学艺，继承
和掌握了该节目的全部内容，是百鸟朝凤的主
要传承者之一。

据崔锡仁介绍，百鸟朝凤表演形式丰富，
其中既有舞蹈又有唱词、小戏等。演出时，演
员人数多达百人。“其中仅‘五彩祥云’就由
24人组成，共48块彩云，分甲、乙两队，头云
手举‘日月同辉’、‘欢度佳节’云彩，做出
‘夜叉探海’、‘葫芦藤’等多种图型。”崔
锡仁说。

百鸟朝凤表演，表达的是人们对未来幸福
的期盼。由于演员人数众多，除重要节日外很
难组织。记者在崔家村几位艺术骨干的陪同
下，观看了百鸟朝凤的录像。

据崔绪普介绍，百鸟朝凤的演出，分“串
街”和“广场”两部分。整个演出唱词简练、
曲词动听，具有娱乐性、民族地域性和民俗教
育性。

据了解，“串街”，是在弥河岸边，河水
清凌、绿树成荫，在阵阵激烈的锣鼓声中，一
队形象各异的群鸟，在“彩云”和“花仙子”
的簇拥中从远处走来。群鸟展开双翅，时而高
飞、时而低俯。“彩云”与“花仙子”列于群
鸟之中，时而漫游、时而快跑、时而直线、时
而交叉，形成一幅鸟语花香的美景。

“广场”，是当到达演出的广场后，全体
演员跑“龙摆尾”、“双斜街”、“拧麻
花”、“梅花阵”等，然后由“凤凰”带领群
鸟，向远处飞去，隐身于绿树丛林之中。

“这么庞大的演出，组织起来不容易，所
以只在春节、元宵之类的节日表演。大部分演
员都有工作，需要提前请假才能练习、彩
排。”崔绪普说，春节时，艺术团还到外村表
演。

80岁的张培义，对百鸟朝凤有深厚感情。
“这个舞蹈，整个演下来需要40多分钟。从我
记事儿起，起码演了五六十年了。”张培义
说。

相传，清咸丰皇帝特别喜欢戏曲、歌舞，
几乎每天都要听歌看戏。当时，虽有清廷设立
的专为皇帝演出的“升平署”，但时间久了，
也不能满足他的要求。后来，咸丰帝于咸丰十
年下旨，号召各地的举人、秀才、知识界名流
创作新的剧目，从中选优进殿献演，在全国范
围内掀起了一股文艺创作的热潮。寿光县的崔
氏家族第十四世祖崔永文加入了文艺创作的行
列。

“当时，他取‘百鸟鸣奉之王’为题，寓
‘百官叩拜天子’之意，借古曲‘百鸟朝凤’
之名，用当地‘民间歌舞’之戏，在崔家乡土
编创了以‘百鸟朝凤’命名的集歌、说、舞、
戏、演为一体的大型文艺节目。”张培义说，
后来该节目虽未选入宫中，但却在崔家氏族中

生根发芽，流传百年之久。
“从崔永文的第一代开始，到现在的崔锡

仁、崔会贤、崔逢祯等人，百鸟朝凤已经传承

了五代。从该节目的面世到民国年间和新中国
建立初期，是百鸟朝凤的发展时期。改革开放
之后，百鸟朝凤达到鼎盛时期。”崔家村妇女

主任李玉香说。
2013年，《百鸟朝凤》入选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传统舞蹈项目。

百鸟朝凤：混搭风格的民间瑰宝

“王婆甜瓜”出国门

□ 本报记者 郭继伟

9月3日，在潍坊科技学院见到刘德永
时，他刚参加完用友集团在成都举办的渠道
合作伙伴会议。“借助这个契机，我想结识
更多的合作伙伴。”刘德永告诉记者。

1991年大学毕业后，刘德永到潍坊科技
学院从事计算机教学工作。2004年9月，刘
德永开始担任学院与印度环球软件公司合资
的国内首家中印合资软件企业——— 山东中印
环球软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经理。2013年1
月起，他担任学院飞翔软件集团控股的寿光
环球软件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0年，刘德永带领公司承建了寿光市
智慧医疗公共卫生平台项目。该项目经过3
年多不断升级后日趋成熟完善，建成了全市
100多万人口的动态电子健康档案，实现了
全市新农合基金即时结报和市镇村三级双向
转诊。

寿光纪台医院中医科主任李守军告诉记

者，智慧医疗公共卫生平台的建立，规范了
医院的操作流程，实现了以“患者”为中
心，以“人、财、物”为管理重点，解决了
医院手工作业中存在的多个问题。“应用区
域卫生信息平台后，实现了新农合即时报
销、健康档案的动态更新、数据的共享，摆
脱了原来的操作模式，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
率。”寿光市文家医院副院长丁之山说。

去年，寿光市智慧医疗公共卫生平台被
当时的省卫生厅确立为全省三个重点示范项
目之一。今年3月，该项目又被住建部列为智
慧城市十大示范工程之一。“目前，公司依
据国家出台的新标准以及智慧城市建设新要
求，正在着手进行二期建设。”刘德永说。

2013年下半年，环球软件公司开始研发
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今年4月，这个
项目被列为省级重点创新项目。目前，该公
司正联合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着手打造省
级食品药品安全追溯平台。

张虹是中农立华（寿光）农业服务有限

公司的技术副总经理，与刘德永是合作伙
伴。中农立华主导的“沃土工程”，是农产
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的一部分。“现在，我
们可以分辨出每个农户种植的种子、使用的
生产资料、何时采摘等。采摘之后每个农户
的产品都有独立识别的二维码，这样蔬菜可
以从田间地头追溯到餐桌，能从源头上治理
农药残留，防止非法生产资料进入生产渠
道，也便于责任追究。这个项目已申报国家
支撑计划项目。”张虹告诉记者。

“寿光是蔬菜之乡，我们公司也把蔬菜
作为公司的重要服务对象。”刘德永说。

农圣网是环球软件公司旗下的一个集蔬
菜、种苗、农资等涉及农产品展销、基地宣
传、供求发布、信息共享、在线交易、物流
配送于一体的专业化B2B网络平台，从2013
年底开始运行，一期已经完成，现在已经有
20家蔬菜生产基地与其合作。

文家街道爱德蔬菜专业合作社法人魏升
江告诉记者：“我的合作社刚跟农圣网签了
合作，我们的农产品的注册商标为农圣锦。
农圣网有丰富的客户资源，同时在种苗、农
资、技术等方面给我们提供服务。”

“公司现在业务范围不断扩展，实力也
逐渐增强，但要经营好一个企业并不容易，
必须全身心投入，克服各种困难。”刘德永
说，客户越来越多，人才需求也越来越大，
但寿光毕竟是一个县级市，技术人才相当紧
缺，这成为企业发展的瓶颈。

为了长久发展，2007年该公司成立了环
球软件工程师培训学校。7年来，该校已累
计举办各类培训班20余期，为社会培养了
1000余名技术人才。

“很多事情看起来难以实现，但只要全
力以赴，用心去做，总是能解决的。”刘德
永告诉记者，他希望公司发展为业内领先的
IT整体解决方案和服务提供商，助力本地信
息化建设的同时，成为行业“排头兵”。

刘德永：争当信息产业“排头兵”

□记者 单辰 通讯员 王兵 报道
本报寿光讯 9月5日，寿光对群众普遍关

注的部分热点、难点和重点问题进行了集中答
复。针对群众反映的“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对捐
款问题关注度较高，请职能部门对慈善捐款的
用途和公示情况作出说明”的问题，该市民政
局作出以下答复：

当前寿光“慈心一日捐”活动正在如火如
荼地开展中，各机关、企事业单位踊跃捐款、
奉献爱心。自8月8日活动启动以来，寿光慈善
总会已接受485家部门、单位、企业和个人的
707万余元善款。现就慈善捐款的用途和公示
情况汇报如下：

每年“慈心一日捐”及日常募集来的善
款，寿光慈善总会严格按照《基金管理条
例》、《慈善总会章程》等相关规定，切实加
强善款的接收、管理和使用。针对国内大的灾
害和全市各类困难弱势群体，积极开展和实施
“慈善菜乡”救助行动，包括“康复助医”、
“朝阳助学”、“爱心助残”、“夕阳扶
老”、“真情助孤”、“特别生活救助”六大
救助工程及“12123慈善救助日”、“见义勇
为医疗专项救助”、“关爱最佳孝心少年”三
个救助项目。

每次开展的救助活动，都召开专项会议做
出相关安排，下发通知到各镇(街区)政府、市
直十大口牵头单位，再由各镇(街区)政府、市
直十大口牵头单位通知到各村（社区）和口内
各单位、企业，并在各媒体发布救助通告。困
难群众提出申请，并上报相关材料。

经过村（社区）、镇（街区）两级审查、
公示后，上报寿光市慈善总会审批，寿光慈善
总会调查、审核后，最后，对符合救助条件的
困难群众实施救助，确保了救助的公开、公
平、公正。2013年，市慈善总会共接收善款
831万余元，发放救助金563万余元，共救助全
市各类困难弱势群体3753人；为雅安地震灾区
捐款14 . 9万余元。

“慈心一日捐”善款

去向公示

□石如宽 张德华 袁京勇 报道
本报寿光讯 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寿光市委宣

传部联合四同餐饮连锁管理有限公司，开展了走访
慰问“寿光好人”活动，为他们送去节日的祝福及
大米、油、鸡蛋、肉等生活品。

9月2日上午7点，伴着蒙蒙细雨，从上午7点到
下午5点10个小时的时间，工作人员从侯镇、上口
镇到营里镇、双王城生态经济园区、美林花园，行
程近200公里，走访了8位“寿光好人”。

侯镇仉东村李素荣精心照顾瘫痪丈夫7年，被
评为“寿光好人”，女儿闫馨是寿光市首届“最美
十佳孝心少年”，对不能下床的父亲照顾有加；侯
镇四岐仓村的王秀芝作为弟媳，照顾毫无血缘关系
的二伯哥20多年；上口镇广陵二村李炳烈、王照凤
夫妇守护瘫痪儿子20年；营里镇西浊北村的杨凤鸣
用守护瘫痪丈夫34年诠释了夫妻间的情比金坚、伉
俪情深；双王城生态经济园区南木桥村80后孝媳张
敏敏柔肩撑起多难之家，悉心照料四代人……

“照顾好家人是我应该做的。感谢这么多好心
人来看望我们，给我们送温暖，我将尽最大努力好
好孝顺奶奶和爸爸，照顾好对象，把孩子抚养成
人，让他长大后回报社会。”张敏敏告诉记者。

双王城寇家坞二村好媳妇王来花对“植物人”
丈夫不离不弃，只盼着丈夫能喊她一声名字；牛头
镇村马守信在床前照顾三位老人20余年，老母亲已
经100岁了；退休职工王道吉、侯爱云夫妇放弃了
生育自己孩子的机会，将患脑瘫和佝偻病的养女养
育了29年……

“感触很多，收获很大，‘寿光好人’们让我
感受到了亲人间的那种挚爱。回去后，我们会把今
天的经历分享给员工，把爱的文化继续传递下
去。”四同餐饮负责人董文龙告诉记者。

中秋慰问“好人”

□记者 单辰 通讯员 王兵 报道
本报寿光讯 8月24日晚，寿光12349便民服务

中心携手夕阳红书画苑，免费举办第一期文化沙龙
活动。许多退休老同志及书画爱好者齐聚一堂，大
家踊跃发言、各抒己见、交流学习经验及书画创造
体会。书画苑院长曲牟文一一解答书画爱好者们提
出的问题，切磋交流。

为了让更多老年人老有所乐，该市服务中心携
手夕阳红书画苑今后还将定期举办大型文化沙龙及
书画邀请展。

12349举办

首期文化沙龙

□记者 石如宽 通讯员 王娟 报道
本报寿光讯 近日，由双王城生态经济园区策

划拍摄的中国水上王城旅游版《梦栖双王城欢乐小
苹果》MV，在腾讯、优酷、搜狐等网站走红。自
上线以来，网络点击量突破100万。

《梦栖双王城欢乐小苹果》以洰淀湖景区等地
标为拍摄载体，集旅游、文化、搞笑于一体，以舞
蹈MV的形式全景展现景区原生态特色、民俗文化
以及淳朴民风。片中一一再现纪念碑广场、水车、
洰淀湖码头、观鸟巢等主要场景，参演人员为双王
城本土舞蹈团队和居民，片长为5分钟。

双王城版“小苹果”

点击量超百万

■寿光好味道

百鸟
朝凤排练现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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