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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石如宽

12月4日16：30，经过寿光古城街道北洛
小学时，古城街道教办主任吉孟国说：“这是
古城唯一的一所平房学校。不过已经被列入改
造计划，明年也将建成楼房了。”

今年6月，垒村幼儿园从村北面的平房搬
进社区中心的楼房，园名也改为弥景苑幼儿
园。如今，通了暖气的教室，室温在20℃左
右，小朋友穿件毛衣就可听课。

“去年还是锅炉取暖呢，但平房通风散气
的，一点也不暖和，孩子们跟着受了不少屈。
和过去比，现在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弥
景苑幼儿园园长郑素荣说。

这所幼儿园按照省标准规划设计，活动室
与休息室分离。有独立的餐厅、寝室、多功能
活动室、舞蹈室、盥洗室、区域活动室、阅览
室等功能用房，各室全部新配了玩具橱、彩色
多变课桌、水杯架、电视、热水器、钢琴等。

今年，古城街道先后有5所崭新幼儿园投
入使用，学前教育实现了优化布局。“农村土
地挂钩项目和新农村社区建设工作，为古城街
道教育建设带来了机遇，街道也把教育摆在优
先发展的地位。”吉孟国说。

干工作总得有办法

2012年底，吉孟国来到古城街道。在他想
象中，古城经济实力在寿光镇街排名靠前，还

紧邻城区，校舍应该不错。“大都是平房，有
的操场坑洼不平，有的教室玻璃碎了，没想到
校舍那么差。”吉孟国称。

当时古城街道的社区建设正在顺利推进
中。原本在社区建成后配套的垒村幼儿园却迟
迟不见动静。吉孟国说：“在我来之前就说要
搬迁，我来了之后还没有任何迹象，到了2013
年的10月还没动静。”

弥景苑是个三村合并的大社区，适龄入园
孩子有200多个。问题出现在拆迁上，规划幼
儿园的地方7户果农不愿意拆迁。

教育为大。临近春节，吉孟国请郑素荣去
做说服工作。“她人缘好，在村里有威望。”
吉孟国说，用正确的人做正确的事。

短短5天内，郑素荣去了这7户人家，终于
做通了工作，幼儿园顺利开工。

2013年冬天，怡馨园社区已经建好，却没
有规划幼儿园，吉孟国立即汇报古城街道党
委。在漫天飞舞的大雪中，党委负责同志现场
查看，拍板修改了原来的规划。如今，怡馨园
幼儿园就在社区的中心。“娃娃们上学可近便
了，我们很省心。”前来接孩子的李桂花说。

从2013年起，古城街道共投资1 . 3亿元，
全面建设学校，今年有8个新学校陆续投入使
用。

幼儿园里有了图书室

12月5日15时，弥景苑幼儿园3楼图书室，

中二班的小朋友或坐着或趴着，正在看童话
书、动漫书。萍萍指着《小猫森林历险记》手
绘本上的小猫对老师郭金花说：“老师，你
看，这个猫的胡子可长了。”“嗯，你看多可
爱啊。”郭金花答应着。

前不久，古城街道教办征求了幼儿园老师
的意见，购买了4000余册适宜儿童阅读的书，
分到各幼儿园。弥景苑幼儿园图书室，书架上
整齐摆放着幼儿图书，地面上铺着软软的垫
子。“原以为孩子们看看就忘了，结果在给同
学们讲故事时，他们就把这书中的一些事说出
来了。”郑素荣说，“现在老师们很乐意带孩
子到图书室了。”

“并不指望图书室能让孩子们学多少东
西，重要的是激发他们阅读的兴趣，培养孩子
阅读的习惯。”吉孟国说，孩子最重要的习惯
有两个，一是读书，二是写字，只要养成了这
两个好习惯，就抓住了关键。

特色是常规的积淀

郑素荣还记得，去年冬天幼儿园正在粉刷
墙体，吉孟国穿着单薄的西服，现场指挥粉刷
工人把颜色调配到更合适，如杏黄色和浅黄色
不能挨着、蓝色和黑色也不能相邻、色调的饱
和度一定调准等。

“色调是幼儿园美感的重要组成部分，一
定要协调。”吉孟国说。

为了给孩子们买到合适的桌椅，吉孟国带

领大家给孩子们测量身高。如今，幼儿园的课
桌不再是整齐划一的格局，而是能摆列出几十
种形式。老师根据上课需要，指导孩子摆列课
桌。

这为灵活教学提供了极大帮助。弥景苑
幼儿园展开了“积累—构图—讲述”研究，
通过搜集无毒无害的废旧物品，让孩子们按
自己的意愿进行创作。作品完毕后，孩子们
再把自己的所想、所感讲给老师和小朋友们
听。现在，这样的创意已经成为该园的特
色。

“特色是一所学校的名片”。在多年的工
作经验中，吉孟国认为，特色就是工作的坚
持，特色就是常规的积淀，真正的特色应反映
教育的本质。

古城街道在幼儿教育中力求做到“特色为
孩子而立，特色因孩子而坚持”。中心幼儿园
的“依托民间工艺，提高幼儿的审美能力”，
让孩子们利用高粱秆、玉米秸、麦秸、毛线等
进行自由编制。怡和苑幼儿园“指尖上的舞
蹈”，让孩子们通过剪纸、折纸、撕纸、团纸
等多种方式，把一张看似普普通通的纸，玩出
多种花样。

据吉孟国介绍，古城街道的课题《盘活
美工区域，提高幼儿的口语表达能力》被国
家“十二五”重点课题立项，《“以创意美
工活动为载体，提高幼儿口语表达能力”的
研究》由山东省“十二五”规划课题立项。
这两项课题，分别于今年6月、9月顺利结
题。

校舍平房变楼房，幼儿园有了图书室，学校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

古城街道：用心方能做好教育

□ 本报记者 单辰 本报通讯员 袁京勇

11月28日，河南登封市告成镇水峪村水峪小学
的老师侯志荣通过电话联系到文依净志愿者协会：
在他所任教的水峪小学有220名学生，很需要御寒
棉衣，希望能得到一些捐赠。随后，侯志荣将学生
们上课的状态、课间活动场所的照片一并发送过
来。照片中，学生们学习场所简朴，没有暖气、空
调，惟一取暖的火炉因使用多年，已近报废。

经过7天紧锣密鼓的筹集、分拣、清洗，12月5
日，由寿光市民捐赠的爱心棉衣通过文依净志愿者
协会送抵河南登封。

2010年7月，寿光文依净志愿者协会正式成
立，并确定了协会标志和“我奉献、我快乐，我是
文依净”的志愿者口号。此后，“文依净”成为寿
光志愿者的代名词。

随后，寿光市第一批文依净志愿者陆续登上多
辆市内公交车，引导大家创造文明有序、主动让座
的乘车环境；发起“月珠行动”，为不幸身患白血
病的贫困患儿小月珠筹集善款，在全市范围内形成
了爱的传递；走上街头开展控烟活动，并对公共场
所的禁烟标识进行了监督。2010年8月，“文依
净”志愿服务品牌被省委宣传部评为山东公民道德
教育优秀案例。

“当你意识到城市中越来越多的市民成为志愿
者时，你对身边的人就会多一分善意。因为你不知
道是谁曾经或将要为你伸出援助的手。”寿光好
人、文依净志愿者协会成员郑素荣说。

孙爱霞是稻田镇东稻田小学的一名教师，2004
年9月，孙爱霞难产，女儿因缺氧导致重度脑瘫。

2005年，孙爱霞开通了自己的博客，将自己与
女儿的求医历程、故事和感受记录下来。随后，她
与越来越多的脑瘫患儿结缘。工作空余，互联网就
是她倾听和鼓励孩子们的渠道，用一个妈妈和老师
的细腻情感，温暖着孩子们。

“在传递爱的过程中，我内心也变得强大，心
态越来越好，用微笑面对生活。”孙爱霞说，她创
建了脑瘫患儿交流群，为患儿和家长们搭建一个互
相交流和帮助的平台，也将社会大爱传递到这个特
殊群体，让孩子们感知温暖、感恩社会。

“2005年至今的每天晚上，只要不是孩子生
病，或者工作有特殊情况，我都会打开博客、登上
QQ，认真回复帖子和留言，解答孩子自学中遇到
的困惑，让他们摆脱自卑和烦闷。”孙爱霞说。

2012年，孙爱霞被评为寿光好人、潍坊好人和
潍坊市扶残助残先进个人。同年，孙爱霞加入文依
净志愿者协会。今年6月，孙爱霞被教育部确定为
寻找“张丽莉”式优秀教师重点宣传典型和中国教
育网络电视台《师说》讲坛人选之一。

“志愿者是一种生活和一份终身职业。”孙爱霞
说，“终究有一天，我们老了，走不动了，也需要志愿
者。那时，你会回想起，在你年轻的岁月里，曾经
也做过志愿者，也永远都是一名‘文依净’。”

寿光文依净志愿者协会：

做志愿者，是一种生活

□ 本 报 记 者 戴玉亮 单辰
本报通讯员 杨晓洁

自古以来，木杆秤为人们交易货物提供
了重量依据，促进了贸易的繁荣和发达。

侯镇很早就是寿光沿海经贸重镇，商贸
发达，商贾云集。当地产的木杆秤颇有名
气，其中侯镇河西村的木杆秤制作，可追溯
到清朝道光年间。

12月3日下午，在河西村的一家衡器经营
店内，店主王辉锋正在制作15公斤标准的木
杆秤。“是潍坊和济南的一些个体户订的，
就要了十几杆，我一天就能做完。”王辉锋
说。

标完一杆的刻度，王辉锋摘下老花镜，
聊起了他制作木杆秤的故事。

1979年，23岁的王辉锋跟着村里的老人学
起了木杆秤制作，按他的话说：从迷上这手
艺，就再也放不下了。

“祖上有很多做秤的，村里也自然形成
了风气。”王辉锋说，当时年轻体力好，每
做出几十杆秤，就骑3个半小时的自行车，去
潍坊市区摆摊卖。“当时潍坊做小生意的比
侯镇多，买秤的人也多。一杆秤3元钱，晌午
刚过，几十杆秤就卖完了。”

58岁的王辉锋，经营衡器店已有十几年
了。“现在全侯镇，甚至全寿光市，几乎都
没有几家做木杆秤的了，但我还在做。”

木杆秤由秤杆、秤钩、秤砣、秤花和秤
卡等部件组成，看似简单，做起来却不易。
木杆秤的杆，在过去选用硬、韧、直、不裂
的洋槐、国槐、紫檀或者花梨木，现在多用
进口的柳桉木作为原材料。制作需要经刮圆秤
杆、镶嵌秤两端、下系、下刀、固定下刀、校秤、
木杆刻度、钻星、割秤星、磨星等过程才能完
成。

一般民间所用的木杆秤，按照长度与重
量的标准，分为杆长55厘米、称量5公斤，杆

长65厘米、称量10公斤和杆长70厘米、称量15
公斤3种。

“木杆秤制作基于杠杆原理，每一步都
严格要求‘横平竖直’，这样做出来的木杆
秤才能准确、好用。”王辉锋说，选取好制
作木材之后，先刮圆秤杆，再用铜片镶嵌在
秤两端，之后确定即将制作而成的称量准确
的下系，要求后系是全系的三分之一。

“然后下刀，即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见的
双提纽，接下来再固定下刀，然后校秤。下
一步则是最重要的木杆刻度，这里就用到了
特殊工具——— 步弓。”王辉锋说，制作木杆
秤不能用尺子作为刻度的测量工具，因为木
头的重量特殊性会使尺子丧失自己本身的准
确性，而步弓则可以为木杆秤提供准确的刻
度。

完成刻度之后，钻星就用到传统工
具——— 大钻和小钻。之后割秤星，割秤星是
利用割星刀割铜丝镶进秤杆。最后再用磨刀
石把秤星磨平，以免脱落或割手。

木杆秤制作是工匠口耳相传的一门古老
技艺。木杆秤作为最普及的衡量工具，它携
带方便，见证了乡村商贸发展演变的过程，
被普遍使用。木杆秤制作体现了古代工匠的
聪明才智，从选材料到制作完成，每一道工
序都是手工制作，全凭经验和悟性，所用的
工具也都是工匠自己制作，表现了农耕文化
与商贸文化的丰富内涵。

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电子秤、计量秤
等现代商贸交易计量工具的出现，木杆秤逐
渐减少。“虽然现在电子秤几乎取代了木杆
秤，但我还是打算做下去。”王辉锋说，木
杆秤是一种文化，他不想让它这么快地消
失。“至少，不能在我这代工匠身上消
失。”

2013年7月，木杆秤制作技艺被评为寿光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2014年，被评为潍坊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

木杆秤制作：口耳相传的古老技艺

□记者 单辰 报道
本报寿光讯 11月13日，应对台武术文化交流

协会的邀请，寿光市京剧艺术团在团长李新军的带
领下，踏上了宝岛台湾。寿光市著名演员张秀榕、
张萍、郎彬给台湾同胞送去了精彩的京剧歌舞表
演，活动持续至11月18日。

据李新军介绍，此次应邀以民间文化交流方式
赴台演出，是寿光市京剧艺术团自组建以来第一
次。参加本次活动的演员做了精心准备，节目以代
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京剧、民俗歌曲为主。

寿光市京剧艺术团演员张秀榕虽然是第一次赴
台演出，但凭借深厚的演出功底，她表演的京剧
《天女散花》依然精彩。张萍演唱了民俗歌曲《芦
花》，郎彬演唱了《中国龙》。“第一次去台湾演
出，心里很激动。想到我们代表的不仅是自己，还
有我们寿光文艺界，就感觉到一种责任感和使命
感。”张萍说。

□ 本 报 记 者 单 辰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王建国

12月5日，在寿光市营里镇北岔河村的寿
光小枣种植基地，61岁的北岔河村党支部书记
刘爱吉正在和村民一起为枣树冬灌、上肥。

“按时浇水，再施上农家肥，来年的枣就
旺。”虽然天气寒冷，刘爱吉还是用肩膀上的
毛巾擦了擦汗，“自打明朝村里就开始种枣。
枣树养活了全村多少代人，咱永远也忘不
了。”

一边说着村里和枣树的故事，刘爱吉一边
带记者来到一棵栽种于明朝末期的老枣树跟
前。“宝贝啊。”刘爱吉感叹道，“现在村里
还有100亩左右的老枣林，动啥也不能动老枣
树。”

北岔河村现有220户800口人，土地1600
亩。“枣树种植面积为1000亩，其中200亩为
纯枣林，800亩枣粮间作，人均拥有枣树50
棵。”刘爱吉说，全村干枣年产量超过5万公
斤，纯枣林亩均年收入1500元左右，枣粮间作
亩均年收入2500元左右。

北岔河村历史上有2次寿光小枣种植高峰
期。1970年前后，村里间作了600亩。1980年前
后，村里扩大了间作规模，划分老枣林区域为
纯枣林。

寿光小枣的品种为金丝小枣，由酸枣演进
而来。“半干后掰开，可见由果胶质和糖组成
的‘金丝’粘连于果肉之间，拉长1至2寸不
断，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金丝小枣因此得
名。”刘爱吉说，小枣平均个重5至7克，核小
皮薄、果肉丰满。鲜枣呈鲜红色，肉质清脆，
口味甘甜；干枣果皮呈深红色，肉薄而坚韧，
皱纹浅细，利于储存和运输。

“一日食三枣，郎中不用找。”现代中医
药研究认定：大小枣均有健脾功能，但大枣功
在降浊，小枣功在扶本。故大枣在于治，入
药；小枣在于养，不入药。国际医学界认为，
金丝小枣可用于清血液、降血脂、调血压、缓
和动脉硬化，润心肺、止咳、补五脏、治虚
损、除肠胃癖气、保护心脏、增强肌力。对氧
血不足、贫血、肺虚咳嗽、神经衰弱、失眠、
高血压、败血病等均有疗效。故尔小枣是被国
内外医药界肯定和推崇的营养滋补剂。

“寿光小枣含有蛋白质、脂肪、淀粉、
钙、磷、铁以及多种维生素。维生素C的含量
比苹果高70多倍，是老弱病者的滋补佳品。”
刘爱吉说。

据了解，产妇食用红糖煮小枣，或用小枣
熬成的小米粥、糯米粥，可大大加快身体康
复。小枣与枣花蜜一样，可以对婴儿进行人工
哺乳，既能助婴儿发育，又可杀菌护齿。对于
便秘、眼角膜炎和角膜溃疡，小枣也有很好的
疗效。同时，小枣还具有舒肝健脾、清心润
肺、补血养颜、调中益气等功能。

金丝小枣含糖量高达70%至80%。鲜枣生
吃，甜脆爽口；晒干生吃，肉嫩温醇，香甜如
蜜；用白酒浸泡后做成醉枣，也颇有风味，可
消痰祛火。经过各种加工，小枣还可以制成美
味可口的传统甜、粘食品，枣粽子、枣粘糕、
枣切糕、枣花糕、龙卷糕、枣锅糕、油炸糕，
以及日常吃的腊八糕、腊八粥等食物。

坐到办公桌前，刘爱吉掰开两个枣扔进杯
子。“就喜欢红枣水这个味，习惯了，一口水
没这滋味都感觉不踏实。”刘爱吉说，每年秋
分后5天开始打枣，全村人拿着杆子打枣的场
面，成为当地一景。

寿光小枣：

肉似金丝味如蜜

■寿光好味道

□付冰川 王兵 报道
11月29日，在寿光汇林

健身中心，22支羽毛球队的
200多名参赛者正在参加羽
毛球团体邀请赛。经过一天
的激烈比拼，“鸿羽”代表
队获得此次比赛的冠军。

近年来，寿光一些社会
力量投资体育项目，陆续建
成了多家羽毛球馆，成为推
动“羽毛球热”的一个重要
因素。

室内运动

热起来

市京剧艺术团

赴台交流演出

□记者 石如宽 通讯员 韩高奎 报道
本报寿光讯 为推动企业“品质发展”，加快转

型升级，11月16日至25日，寿光市组织18名企业家赴
新加坡举办了“转型升级与创新发展专题进修班”。

“从理念到形式都是全新的，时间虽短，但收
获颇丰，大开眼界。”时至今日，新加坡先进的管
理理念和成功的实践经验仍在学员心中深深涤荡。

为确保培训实效，寿光市委组织部、商务局联
合开展了培训需求调查，有所侧重地安排了《资本
运作与企业上市》、《企业核心竞争力打造》、
《企业创新能力建设》、《家族企业与家业传承》
等实用课程，并采用立体的发展规划教育，保留了
课堂讲授、座谈交流、实地考察等传统形式，又新
加了无差别式讨论和开放式交流，鼓励学员在课堂
随时发问，注重老师与学员的双向互动，使学员思
路更清晰、方向更明确。

18名企业家

到新加坡进修

□记者 石如宽 通讯员 魏寿忠 报道
本报寿光讯 自12月4日起，寿光市洛城街道

开展为期两天半的新一届农村“两委”成员培训
班，为全体村官进行集体“充电”。

这次培训聘请寿光市委组织部、市纪委、市委
党校、市检察院、市经管局等单位的专业管理人
员，围绕加强服务型党组织建设、规范村级事务管
理夯实基层执政基础、预防职务犯罪和廉政建设、
农村财务管理规定等相关内容进行授课。村官们还
交流了关于搞好村级事务管理，加快旧村改造，发
展壮大集体经济，建设文明富裕新农村的经验。

洛城新一届村“两委”

成员集体“充电”

制好待售的木杆秤。


	2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