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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张群

“如果有机会，这辈子就去做一次支教吧！孩
子们纯净的眼神会净化你的心灵，求知的渴望会激
发你的义气，匮乏的环境会让你懂得珍惜。”支教
第七天，合润传媒的宋俊东在日志中这样写道。

在六道河小学，宋俊东是五年级的临时班主
任。第一次请李丹雪同学回答问题时，宋俊东发
现，这个瘦瘦的小姑娘不敢直视老师的眼睛，手也
不知道往哪里放。通过老师和家长，宋俊东了解
到，她平时在家都不说话。但宋俊东发现，她可以
画出很好看的向日葵和五六种水果。找到了孩子的
兴趣，交流沟通就多起来了。支教团临走的前一
天，李丹雪拉着宋俊东的手说了好多的话。“这是
她说话最多的一天。”李丹雪的爸爸说。

支教第六天，几个孩子给宋俊东写了纸条：
“宋老师，感谢您教会了我们踢球。我们喜欢你，
希望你能多留几天。”

“感觉自己很浮躁，但看到孩子们的眼神，心里
一点杂念都没有了。”宋俊东说，这就是支教的收获。

去年寿光团市委组织第一批爱心志愿者支教
时，宋俊东知道时已经晚了。今年得知消息后，他
立即报了名。“别的事可以缓一缓，这种事不能
缓。”宋俊东说。

寿光市妇幼保健院儿保科主任夏海丽也是这样
的心情。当时正准备参加在重庆召开的一个学术交
流会，夏海丽推辞掉了。

这是1963年出生的夏海丽第一次支教，她也是
这次支教团中年龄最大的一位。“刚去时很迷茫，
不知道该做什么。”路上，夏海丽很担心。

10月15日，支教团抵达河北省滦平县虎什镇六
道河小学时，夏海丽发现这些担心“完全没必
要”，因为这里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六道河小学整个校园里只有几个褪了漆的滑
梯、转椅、单双杠等体育器材。没有音体美教师，
孩子们没上过一次体育课，从没有做过眼保健操，
也很少洗手，80%的孩子都有龋齿。

牙齿保健、保护眼睛正是夏海丽的强项。带来
的100多支牙刷派上用场。“这不是送的，而是谁
表现好奖励给谁，有助于提高孩子们学习的积极
性。”夏海丽称。

利用40分钟的大课间时间，夏海丽教会了老师
和孩子们做眼保健操。

周日，支教团把学校的大门、体育设施粉刷一
遍。教舞蹈的郭辉老师跟男队员一样，泼辣能干，
毫不在乎油漆刺鼻呛眼。周一上学时，学生们很惊
讶：“学校变了个样。”

学校里没有热水炉，很多学生平时渴了就喝凉
水，天冷了就是个大问题。周末，支教团给每个教
室和老师办公室配备了饮水机。

一年级二年级老师想在黑板上用油漆做上田字
格和四线三格，但少工缺料一直做不了。支教团用
胶带粘、用棉棒画上漆，打出了田字格。

支教团努力改变以前一些志愿者“来似一团
火，走似一阵风”走过场的状况。

当宋俊东问学生的梦想是什么时，一开始孩子
们都不敢说，或者没想好。宋俊东认为，其实是孩
子们还没有为自己树立梦想的意识和准备。“支教
团的心愿就是通过努力，带孩子们了解属于自己的
梦想，这也是支教的重要意义所在。”宋俊东说。

一个三年级的小女孩靠到宋俊东身旁问：“老
师，我们明天上学能得到图书看吗？”宋俊东告诉
她，每个学生都可以有一个“微心愿圆梦”，支教
团老师们会尽量满足大家。小女孩听了大喊“太好
了”，跑着告诉同学们去了。

有男生提出踢球的梦想。制作足球门需要跑一
个小时山路到镇上去加工，球网也是个大问题。经
过大半天一家一家土产店的寻找，终于找到了替代
用的网子。

足球队的训练成了所有男孩子的酷爱，六年级
三个女孩也想参与。于是，足球队里就有了三个高
个子女队员，一共22个队员。宋俊东给球队起的名
字是“梦想之翼”足球队，希望让孩子们的梦想插
上腾飞的双翼。

在周末对贫困生家庭走访时，支教团发现五年
级的小雯蕊成绩优异，但家庭困难。雯蕊妈妈患有尿
毒症，不能下床干活。爸爸有静脉栓塞，只能天气暖
和时外出打工。爷爷半身不遂，也需要人照顾起居。

“院子里除了堆着一垛玉米之外，再没有其他
值钱的东西。”宋俊东说。

寿光市妇幼保健院宣教科主任朱翠华把雯蕊的
情况发送到微信朋友圈，寿光雕塑艺术协会付忠会
长看到后立即资助1000元。千运印业董事长云雪雯
直接转账3000元到朱翠华的银行卡，希望用这些钱
来改善志愿者生活。支教团决定把这些钱全部用于
改善支教小学的环境和资助贫困学生。

支教最后一天放学后，学生们跑到夏海丽身边
问：“老师，你们以后还会来看我们教我们吗？我
们很喜欢你们教的课。”

寿光市富甲汽车销售公司是这次支教活动的赞
助商。该公司董事长付学东说：“曾经有很多人帮
助过我们，现在我们有能力了，也要给别人做梯
子。这样的活动，我们会继续做下去。”

寿光团市委组织志愿者

到河北滦平六道河小学支教

奉献了爱心

涤荡了精神

□ 本报记者 郑颖雪 戴玉亮

《月宫图》俗称跑灯，流传于寿光市圣城街道南
关村，自明代至今，已有500余载。

关于《月宫图》的由来，至少有两种说法。
一说是明代初期一江南才子被贬流放于寿光，当

地民众将其收留，后他便把自己编创的《月宫图》传
于此地。

另一说跟寿光关系比较密切。寿光位于山东半岛
北部莱州湾畔，沿海一带虽有鱼盐之利，但大地泛
碱，茫茫一片。相传古时正月海上时常有狂风，巨浪
滔天。为祈求平安，乡民多信奉王母娘娘，把她看作
是保佑平安的庇护神，大村重镇多修有“天后庙”。
为了祭祀王母娘娘，南关村张氏先人根据梦中所记，
创作了《月宫图》。大意是：正月十五是王母娘娘宴
请天上诸神开蟠桃大会的日子，王母派天上仙女降落
人间与民同乐，共享人间美景。这种说法相对更主流
一些。

据介绍，《月宫图》正月十五演出时，场面宏
大，舞姿优美，灯随人走，很受当地群众欢迎。早年
间，每当地方官府有什么喜庆乐事，也会请南关村演
出《月宫图》。因此，《月宫图》的表演得以保留。
新中国成立后，张明京老人一直担任该节目的导演和
组织者。

据张明京生前讲述，此舞流传多年，到他时已经
流传了十几代人。解放后，此演出曾一度中断，几近
失传。1982年，寿光文化馆在民间艺术大普查时发现
该舞以喜庆的手法，反映了“天下太平、国泰民
安”，以及天上人间的共享喜悦，舞蹈表现手法比较
独特。

“为了让这一民间艺术奇葩得以传承发展，当时
的寿光县政府开始对其进行抢救性挖掘整理。在原有
基础上赋予其新的内容和演出技巧，使这一民间舞蹈
得以升华。”寿光市文化馆馆长张晓青告诉记者。

《月宫图》先后收编于《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
成》和《齐鲁特色文化丛书》，1985年获山东省第三
届音乐舞蹈节二等奖。2008年，《月宫图》经重新整
理后，在山东省地方文艺电视大赛中获金奖。

“《月宫图》配有6段唱词，在民乐的配合下，
有古朴典雅的女声伴唱。鲜明的主题、美丽的画面、
朴实向上的唱词、优雅的音乐，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
力，催人奋发、促人向上。”张晓青说。

从唱词上看，“王母传仙离广寒，大家逐位九重
天，闻听说人间摆寿宴”，写“王母传仙”是虚，歌
颂人们美好生活是实，正如“正月十五闹花灯，火树
银花乐升平，五谷丰登庆丰收，家家户户喜气生”。

据介绍，《月宫图》用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反
映了人们的美好愿望，给人以丰富的联想。舞蹈一开
始是16名舞女手持64个小灯笼翩翩起舞，如同仙女下
凡。火红的灯笼飘飘摇摇，似长长的彩带。旋而，数
十个小灯笼形成了一个美丽的大月亮，在月亮的中间
推出了三个古朴典雅的篆体大字“月宫图”。灯光闪
闪，相映生辉，使人感到意境飘然，心驰神往，尤似
进入了月宫。

《月宫图》早期演出时，阵容庞大，最多时有64
人表演，共有256盏灯上下翻飞，除了跑出许多复杂
的图案外，还能用红灯摆出许多祝福用语等。表演者
全部为男扮女装，腿上均绑高跷。解放后，《月宫
图》表演者皆为女性，去掉高跷，而跑灯时的姿势依
然保持着前脚掌着地、上身略向前倾的动作特点。

不仅如此，《月宫图》纱灯照明蜡烛的制作也十
分特殊，均用牛油熬制。“先将牛油熬至去水达到燃
点，再用木橛砸窝，中间置一苇秆，然后灌进牛油。
至第二日清晨，整支取出。这样熬制的蜡烛，遇风不灭，
不流蜡泪，不燃纱面，可随意挥舞。”张晓青说。

《月宫图》与其它舞蹈最明显的区别，在于队伍
变化均无直角，全部由圆形或弧形组成。据老艺人
讲，《月宫图》舞蹈共有72种变化，一变一个圆，每
场都将72个变化完成后才能结束。

“老艺人张明京已去世，南关村已无人能再完整
地编排此舞。目前文化馆虽然掌握一定资料，但仅有
杨万华、黄冠群等同志能编排此舞。我们一定要努力
发掘，把老祖宗的艺术传承下去。”张晓青说。

□ 本 报 记 者 单辰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王兵

11月11日11点半，在寿光市圣都中学
学校餐厅，学生们正排着队在售饭窗口打
饭。在餐厅门口，记者看到，墙上公示了
13位餐厅工作人员的健康证和学校采购的
菜品公司全称。

“学校食堂专门聘请了营养师和餐厅
经理，保证学生营养均衡。”圣都中学副
校长杨守苗说，“餐厅所需的配料，如
油、米、面等必需品，统一向大型超市采
购。”

据介绍，负责该校食堂蔬菜配送的公
司，通过招标统一确定。“学校营养师精
心配菜，确保学生在紧张学习的同时，营
养不掉队。”杨守苗说。

“孩子在食堂吃饭，我们家长特别放
心。”圣都中学高二学生王国智的家长陈
晓霞说，一天下来，孩子在食堂的花销不
过十几元，但卫生条件、营养配比方面，
食堂做得甚至比家里都好。

寿光市各级中小学着力改善学校厨房
建设，完善餐厅管理制度，在确保师生膳
食安全可口的基础上，更加注重追求营养
全面、种类均衡、热量适宜的饮食供应。

今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改善学生
营养，托起祖国未来”中国学生营养日系
列活动中，共评选出39所“学生营养与健
康示范学校”，其中寿光市圣都中学、建
桥中学学校食堂均榜上有名。

“圣都中学能取得优异成绩，靠的是
学校一直以来对学生饭菜的高标准要求，
以及餐厅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圣都中
学体卫艺中心主任锡怀国介绍说，购菜配

菜层层把关，厨房餐桌处处检查，“把食
堂当自家厨房，把学生当自家孩子，就不
可能让孩子吃坏了肚子，也不可能让家长
不放心。”

今年10月，我省开展中小学厨房建设
工程，要求各级政府和教育部门发挥职能
作用，切实抓好学校厨房建设，保证学生
喝上热水热汤、吃上营养安全的饭菜。

“早上 2个包子 1碗粥，才花 3块
钱。”寿光市文家中学初三学生王艺霖
说，他最喜欢吃学校食堂的白菜肉馅儿的
包子，“很香，吃2个到中午都不饿。”

文家中学食堂坚持推行师生推荐菜品

的做法，根据学生的喜爱和营养搭配方
式，在切合实际的情况下，确定一周不重
样的菜品。“有荤有素，搭配合理，我们
家长在家也做不到这么细心。”王艺霖的
家长王辉安称，孩子回了学校就壮一些，
在家反而吃得不顺口。

近年来，寿光新建、扩建、改建学校
食堂28处，投入资金达3450万元。

“不断健全规章制度，完善学校食堂
管理体系，督促学校提高食堂日常管理水
平。”寿光市委书记朱兰玺说，让每个孩
子吃上安全放心的饭菜，是每个学校的义
务，更是责任。

□ 本报记者 郑颖雪 戴玉亮

“一张单饼或煎饼，抹上甜酱，再卷根翠
绿的寿光大葱，咬起来清脆、嚼起来又辣又
香，是上等美味。”寿光市田柳镇南王里村村
民李效春告诉记者。

在山东，民间一直流传着“如言山东菜，

菜菜不离葱”、“大葱蘸酱、越吃越壮”等谚语。
可以说，煎饼卷大葱是山东人的代表性食物。

山东人对大葱寄予着特别的情感，而寿光
大葱，则是山东大葱中的优等品种。

早在明代，寿光就有种植大葱的习惯。至
清代中叶，大葱已成为寿光的重要农产品之
一。《寿光县志》载：“葱三时皆有，味辣，

可生啖，根入药能发汗。蓄以御冬者曰干
葱……输出甚伙。”

寿光大葱植株粗壮，平均高85厘米，葱白
粗。主要品种有鸡腿葱、“八叶齐”和硬叶葱
3种。鸡腿葱植株高60～70厘米，基部肥大向
上渐细，形似鸡腿倒置；“八叶齐”植株粗
壮，成株一般八叶，叶片整齐紧密；硬叶葱植
株高大，直立生长，叶片粗硬，株高平均1
米，抗风耐寒，霜后仍能生长。

寿光大葱抗寒、抗病、抗风力强，适应性
广，生食味辣香浓而微甜，维生素含量丰富，
用作料烹调尤佳。食用、药用均宜。

“寿光大葱最显著的特点是坚实耐冻，即
使化冻后其味不改，便于长期储存和远途运
输。”李效春说，在天寒地冷的东北地区，寿
光大葱很受欢迎。

“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许多省市都来寿
光调配大葱，当时的寿光大葱可以说全国出
名。现在，依托农产品物流园，寿光大葱的销
售网络逐渐扩大，并不断创新，沿着精、特、
优的方向发展。”寿光蔬菜产业集团相关负责
人丁俊洋向记者介绍。

在寿光大葱种植区域比较密集的田柳镇，
几乎家家户户都种植大葱。

李效春告诉记者：“我种大葱已经有30多
年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种大葱的利润微
薄，而且由于消息闭塞，经常找不到销路。现
在随着寿光蔬菜知名度的日益提高，销路基本
不用愁了，每到收获季节，大葱很快被外地菜

商抢购一空，销往全国各地。今年价格下降，
每公斤大葱的收购价在1元左右，每亩大葱的
纯收入能在2000元左右。”

在南王里村村民吴会香的大葱加工点，十
几位工人正在紧张忙碌着。每天，这个加工点
的交易量在1万斤左右。据吴会香介绍，大葱
经过剥皮、裁剪等几道简单的工序，便完成了
初加工，然后被打包、装车，销往全国各地。

“有了寿光蔬菜这个大品牌和现代化的农
产品物流园，我们的大葱基本不愁卖。冬天和
春天是行情最好的时候，很多收购商都主动来
我们这里收葱，忙的时候我的加工棚工人不
够，还要去邻村或周围的劳务市场招人。”吴
会香说。

在南王里村，寿光大葱的种植户现有200
余家，种植面积有二三百亩。像吴会香这样的
大葱加工点，村里有50多家，每户的年收入在
10万元以上。依靠这些加工点，村里的剩余劳
动力也有了安置，从事大葱初加工的劳动力现
有300多人，每人每月能收入3000元。

大葱不仅能当作料，并且性微温，生吃具
有发表通阳、解毒调味的作用，可用于风寒感
冒、阴寒腹痛、恶寒发热、头痛鼻塞等。做家
常菜，大葱可加入豆腐凉拌，清新爽口。葱花
炒鸡蛋鲜嫩甜辣，做葱油饼，葱花香气扑鼻。
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的美味。

现在，寿光大葱的生产面积为2万亩，年
产量达15万吨，产品远销全国的同时，还出口
到日本、韩国等国家。

寿光大葱：化冻后味美如初
■寿光好味道

《月宫图》：七十二圆舞奇葩

寿光中小学着力让孩子们吃上安全的饭菜———

是义务，更是责任

《月宫图》排练现场。

□记者 石如宽 报道
本报寿光讯 10月31日上午，寿光市国学研究

会“诗词讲堂”进校园活动在潍坊科技学院大学生
活动中心启动。

“‘诗词讲堂’进校园，对推进诗词教育，弘
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建设品质寿光，创造美好生
活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寿光市国学研究会会长
桑炳明说。

近年来，潍坊科技学院通过实施“文化校园工
程”，将优秀传统文化纳入必修课，成立“国学苑
社团”、寿光历史文化研究所、农圣文化研究所和
书画协会等大批文化社团组织，举行了“诵经典·
爱中华”经典诵读和“道德的力量”演讲等系列主
题活动，筹建了校史馆和寿光文化书屋，逐步形成
了以“农圣文化”为特色的校园文化体系。

寿光开展“诗词讲堂”

进校园活动

装箱待售的寿光大葱。

寿光现代中学的学生在买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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