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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戴玉亮 单辰
本报通讯员 杨晓洁

距寿光市区50分钟车程的侯镇西柴村，是
一个有着600余年制陶历史的名村。西柴村曾
盛产青砖瓦，明永乐三年（1405年）始从村西
北五里外取红褐黏土，烧制盆罐，并以“柴庄
罐子盆”闻名当地。

西柴村内，一座座的废弃土窑，一块块形
状各异的土陶残片，让600年的制陶艺术可触
可感。

在西柴村，有一个被称为“轮屋”的地
方，这种特制的制坯房坐落在村南头。之所以
称为特制，是因为这些外观看起来像传统农村
平房的屋子，有着许多特别的构造：轮屋的高
度要比住房矮一米，这样能避免屋内通风条件
过好，防止土坯因干燥过快而干裂。轮屋内墙
壁上涂有一层厚厚的泥，这样能够改善室内温
度和水分，从而控制陶器的干燥速度。轮屋外
侧朝阳的一面建有一排斜坡，这样方便陶器多
角度晾晒。若干年来，西柴村一代又一代的陶
工，就是在这个地方，既分工、又合作，完成
了所有的制坯工艺。

在众多的陶制品中，“柴庄罐子盆”到底
独特在哪？

与其他陶制品相比，“柴庄罐子盆”气密
性好，纯泥土烧制，不掺杂化学原料。柴庄土
陶适合储存物品，比如米面、鸡蛋和水等。西
柴村人表示，曾有人做过实验，将清水放进柴
庄做的水缸里，半月之后，缸中的水依然清澈
如初，没有一丝杂味。

“这项技术，是生活经验和艺术结合的最
佳体现，制作手艺更是历经几百年沧桑不变，
难怪被人称作‘制陶工艺的活化石’。”在
2014年的寿光文博会上，土陶藏家李林云说。

柴庄土陶最鼎盛时期，是在上世纪60年
代。那时，西柴村近600户村民中，有80户200
多人从事土陶制作，产品大致分为盆、罐、
瓮、缸和古建筑装饰物五大类，式样及型号繁
多。尽管难以运输，柴庄土陶也远销河北、山
西、浙江、江苏等地。连以陶瓷闻名的淄博，
也有顾客前来订购，村里车水马龙热闹非凡。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人们的生活条
件发生改变，储存物品的习惯也因此改变。漂
亮的瓷盅、瓷碗以及塑料制品抢占了土陶制品
原有的市场。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末，柴庄罐
子的销量几乎为零，众多土陶世家开始转行。
时至今日，西柴村只有5户人家依然在从事罐
子盆制作，曾经热闹的轮屋或变身为养殖场、
作坊，或被废弃。

“整个程序大致有选土、揉泥、拉坯成
型、晾干、上釉、烧制等环节。每个大程序里
面又涉及到若干小环节，可谓环环相扣。这些
做工虽然粗放，但由于是纯手工，所以并不简
单。”54岁的赵荣芝是西柴村现在为数不多依
然在做罐子盆的人之一。

赵荣芝从记事起就跟着父母在制坯房里干
活，十来岁时已全面掌握制作技艺。“那时候
成天就是跟泥巴混在一起，每天帮大人干完活
后去邻屋喝水。拿起茶碗，手上的泥巴就落在

水里，就没喝过干净的水。”赵荣芝说。
1978年，赵荣芝像祖辈们一样，自立门

户，开始自己制陶。
赵荣芝的轮屋是一处有些古老破旧的院

落，院子正中央是一处青石垒就、古朴苍凉的
老窑，还有一间手工作坊。

“冬季温度太低，不能制陶。”赵荣芝
说，其他时间，都是他和妻子守在轮屋里，两
人一个准备泥料、一个拉坯。

“一件土陶工艺品，从取土到出窑，要经
过50多道工序，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赵
荣芝介绍，整个制作过程全凭双手和转动着的
陶泥脱毛坯，没有图纸，也没有任何模板，想
做成什么样子就做成什么样子，完全靠手感和
经验。

土陶源于平民、兴于平民、承于平民。除
了腌菜外，现在土陶用品在百姓家中已是罕
见。赵荣芝也渐渐地转作孝盆，也就是丧葬时
的“摔盆儿”。这样的陶盆，他一个月能做
2000多个。在赵荣芝轮屋前，有处近2米高的
土堆，这堆土，是他在多年前买的，如今已所
剩不多。“土越来越难买，用完这些还不知道
下批去哪儿买。”赵荣芝说。

“下口泥儿，柴庄盆儿。”尽管柴庄土陶
名声在外，但知道的并不多。制陶的泥土并不
在西柴村，而是在离村子不远的齐家下口村。
这里有一层很厚的红褐色淤土，土质细腻、柔
韧、润滑，具有吸水慢、放水慢，湿不塌、干
不裂的特点，是烧制陶器的上好原料。

“此前，在村里有不少土岭，经过这些年
的采挖，现在都已经成为平地了。如今村子里
也意识到土地资源保护的重要性，只有在盖房
过程中挖地槽挖出的土，才能够销售，其他时
候不能随意采挖。”赵荣芝坦言，除了资源，
传承更是让人纠结。

“拿一件孝盆来说，每件利润不到2元
钱。加上活儿累，大家都不愿学。我们以前是
求着师傅学艺，现在是倒过来，找个徒弟给几
个钱都不愿意。”说到这里，赵荣芝有些落
寞，“我自己一辈子与土陶是分不开了，就希
望祖宗传下来的东西我们别给弄丢了。”

现在，寿光已经意识到这一技艺面临的窘
境，建立起非遗传习所、生产性保护基地等。
2008年7月，柴庄土陶制作技艺被列为寿光非
物质文化遗产；2011年4月，被列为潍坊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

图为柴庄土陶成品。

□ 本 报 记 者 单 辰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赵晓东

2013年1月，“上口冰果”商标被国家
工商总局评定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上
口冰果生产地域为寿光，总生产面积900公
顷，其中以上口镇方吕东村种植面
积最大。

上口冰果是苹果的一种，早在
明代就有种植。至清代中叶，上口
冰果已成为当地的重要农产品。据
民国版《寿光县志》记载：“冰
果，特产也，皮有红绿两种，剖开
如冰凌，因名之。”

去年12月26日上午，在方吕东
村，党支部书记王文修正在和哥哥
一起给冰果树剪枝。“明年开春果
树发芽，在这之前必须要深挖、剪
枝和施肥。”王文修说，剪枝保证
了合理密植，让果实个头和密度适
中。施肥以农家肥为主，等明年果
树生长期间，再根据需要追施氮、
氨、钾肥。

王文修称，方吕东村自上世纪
八十年代开始大面积种植苹果。
“一开始是种植红星和金帅等品
种，后来改种红富士。”王文修
说，因上口镇所处地理位置气候、
土壤、光照与其他红富士产地不同，产出的
上口冰果，约有1/5的果肉在色泽、口感上
与众不同。

从气候条件看，上口镇地处中纬度，属
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春季干旱少雨，夏

季炎热多雨，秋季爽凉有旱，冬季干冷少
雪。这里年平均气温12 . 7℃，年平均降水量
593 . 8毫米，全年平均日照总时数2548小时，
适宜冰果生长。

从土壤条件看，该地域的土壤富含有机
质、表土深厚、保水、保肥能力强。土壤呈

弱碱性，PH平均值为7 . 86，利于提高冰果
品质。这里特殊的气候及土壤条件，使得上
口冰果具备高产、优质、抗病、耐寒的特点
及株茎组织严密的外观特性。

“大部分果肉近乎纯白色。一部分呈淡

黄色，和大块冰糖颜色相近。”王文修称，“这
部分果肉细嫩、甘甜、爽脆，甜度比周围果肉
高，是最好吃的部分。老人们切开冰果，有
‘冰糖’的一半不舍得吃，留给孩子吃。”

每年开春发芽后，冰果开始生长，10月
底、11月初左右成熟收获。“冰果的挂果时

间长，生长全程套袋，减少农残、
保证采光。”方吕东村村民王立丰
说，现在全村一共有2 7 0亩冰果
园，亩均年产量3500公斤。

据介绍，冰果营养丰富，含有
多种维生素和酸类物质。1个冰果
中含有类黄酮约30毫克，含有15%
的碳水化合物及果胶，维生素A、
C、E及钾和抗氧化剂等含量也很
丰富。

“一个冰果(约154克)含膳食纤
维5克、钾170毫克、钙10毫克、碳
水化合物22克、磷10毫克、维生素
C和维生素B各7 . 8毫克。”王文修
说，冰果中的含钙量比一般水果多
得多，有助于代谢掉体内多余盐
分。

另外，冰果中的苹果酸可代谢
热量，富含的可溶性纤维果胶，可
防治便秘。果胶还能促进胃肠道中
的铅、汞、锰的排出，调节机体血
糖水平，预防血糖的骤升骤降。

王文修说：“冰果品质高、价格低，不
出一个月就卖完了，销路特别好。”除供给
当地超市外，因坚实耐冻、便于长期储存和
远道运输，上口冰果还远销全国，甚至漂洋
过海，出口欧美、日韩。

□ 本 报 记 者 戴玉亮 单辰
本报通讯员 王国良

去年12月30日下午，寿光市鸿基花园小区
住户王允德正在小区内下象棋。谈到现在小区
的供电情况，王允德感受颇深。

“老伴身体不太好，每天都要用理疗仪。
以前电压不稳老跳闸，在家用不了，就只能去
按摩店。”王允德说，2013年鸿基花园进行了
“一户一表”改造。改造完后，电压很稳，夏
天大家都开空调也不跳闸了，到现在就只停过
一次电。

“一户一表”

解了市民用电“心病”
位于光明路附近的齐鲁经贸公司小区建于

1994年，由于历史原因，该小区一直没有物业
公司管理。以前，每个月小区里都会派出代表
挨家挨户收电费，再统一上交供电部门。

“一些住户经常不在家，只能反复打电话
催交，有时还得自己垫上。”曾负责收取电费
的小区住户李邦荣说，因电费问题，邻里之间
经常有摩擦。

去年8月，齐鲁经贸公司小区进行了“一
户一表”改造。改造后的用户电表与集中抄表
系统联网，小区居民享受到了快捷查询用电情
况、灵活交费、停电提醒等一系列新服务。
“改造后，电费价格是电力公司统一公布的居
民阶梯电价，第一档次一度电0 . 5469元。”李
邦荣称，“以前有电费分摊，一度电0 . 65元。
现在不仅电价低了，用电质量也提高了，我们
多年的用电心病没了。”

“双电源供电，一个电源出了问题，智能
切换到另一个电源。从全小区断电到自动恢复
供电，时间不超过30秒。”国家电网寿光市供
电公司副总经理李明文说，目前除全市计划性
检修外，经“一户一表”改造后的小区，基本
不会出现多次断电或者断电过久的情况。

2013年起，寿光市政府每年拨款3000万

元，用于居民用电“一户一表”改造。截至去
年底，全市累计完成178个小区44394户的“一
户一表”改造。

“计划到2016年，全面完成全市430个小
区12万户的‘一户一表’改造工作，实现供
电、抄表、收费、服务‘四到户’全覆盖。”
李明文说。

拉放草帘子只要10分钟

刘延安是孙家集街道达字刘村的电工，以
前村里各家各户出现用电问题都找他，每天忙
得脚不沾地，而现在他却清闲了不少。

“以前全村用着一台老式电压器，容量太
小。到了用电高峰，浇地都得排队，这边浇

地，那边就得先把电闸断开，给村民维修电
路，我每天不知要跑多少地方。”说起以前的忙
活劲儿，刘延安叫苦不迭，“村民打开卷帘机时，
经常帘子卷到一半就停住了，刚开始以为是卷
帘机坏了，后来才知道是因为电压不稳。”

根据达字刘村的情况，去年，当地供电所
为该村新上了一台变压器，线路重新规划改
造。“现在，10分钟就能轻松拉放帘子，浇地
再也不用跑腿拉电闸了。”刘延安说。

寿光对农业电力设施的升级改造，是全省
先例。2014年，寿光市政府将农业电力设施改
造列为30件民生实事之一，截至目前，360个
农业台区改造已全面完成。

“目前全市有2411个农业配变台区。”国家
电网寿光市供电公司总经理李振杰称，“未来3
至5年内，寿光将集中对变压器超负荷、线路超

半径、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台区，分期分批进
行改造，进一步服务好老百姓的生产生活。”

大棚光伏发电起步

近年来，国家电网寿光市供电公司全力服
务光伏发电等分布式能源发展，为光伏发电提
供并网技术服务。目前，全市已投产分布式光
伏发电项目3项，总容量1010千瓦。

在位于稻田镇的潍坊华天太阳能光伏蔬菜
大棚一体化示范园内，17个太阳能光伏蔬菜大
棚已经并网发电，预计一年向国家电网出售
150万度电。

“17个太阳能光伏蔬菜大棚，装机容量1
兆瓦。大棚上的太阳能电池板发电的同时，也
能满足植物光合作用对太阳光的需求。”园区
负责人孙明亮说，太阳能电池组件还能阻隔部
分紫外线对植物的破坏作用，可有效减少蔬菜
病虫害，提高蔬菜品质。

“大棚光伏系统还可与LED系统相搭配，
夜晚LED系统可利用白天发的电给植物提供照
明，延长光合作用时间，促进蔬菜增产。”孙
明亮说，“光伏大棚还可抗击强风、暴雨、冰
雹等恶劣天气的侵害。”

寿光市部分学校和居民楼因不具备供暖条
件，只能通过取暖炉等方式取暖，对环境污染
严重。为此，寿光通过实现电供热“地下循
环”，取代了烧煤的取暖设备。

在孙家集街道银杏小学的教室内，记者看
到，安装在教室后墙上的一块块白色碳晶发热
板尤为显眼。

“干净、安全，还省事儿，比起生炉子，
这样的供暖太好了。”说起今冬的供暖变化，
银杏小学校长王连武高兴地说，改用碳晶发热
板供暖，教室脏乱的现象彻底消除了，而且碳
晶发热板温度可控，安全性高。

近几年，寿光推广以电代煤、以电代油，
共落实地缘热泵改造项目27个，年替代电量
1346亿千瓦时。

寿光推进“一户一表”改造，推广节能降耗工程———

让老百姓用上放心电

柴庄土陶：制陶工艺的活化石

上口冰果：果肉里边有“冰糖”

□记者 石如宽 通讯员 刘菁菁 报道
本报寿光讯 记者从寿光市博物馆了解到，边

线王遗址考古资料室内整理工作日前已顺利完成，
2000余件文物、100多箱标本重见天日。

据了解，这些文物最早可追溯到龙山文化时
期，晚至清代。龙山文化时期除了造型各异的陶鬶
外，几个体型较大的陶瓮引人瞩目：其中最大的陶
瓮腹径达62厘米，器高超过60厘米，为龙山文化所
罕见。此外，在龙山文化灰坑中大量纺轮和纺轮坯
的出现，说明了当时纺织业应该非常发达。大量贝
类和蚌器制作的刀、镰、锯类和装饰品是人类早期
利用海洋的证据。商周及汉代的文物多出自墓葬，
保存比较完整。除了大量的陶鼎、豆、壶、鬲、盆等生
活用品外，还有制作精美的青铜剑、戈、镞、矛等
兵器和车马件，以及大量的石璜和陶璜等饰品。

边线王遗址位于寿光市孙家集镇边线王村后台
地上。东西约350米，南北约500米。1984年春到
1986年冬，为配合益羊铁路工程，省文化厅调集文
物干部对边线王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工作。边线
王遗址挖掘在当时轰动了全国考古界。

1992年6月12日，省人民政府公布边线王遗址
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9月至2014年9
月，边线王遗址考古资料室内整理工作在寿光顺利
完成。据了解，2000余件文物将于近期陆续展出，
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考古工作报告也将于今年内完
成。

2000余件文物

重见天日

□记者 石如宽 通讯员 高斌 报道
本报寿光讯 近日，寿光出台《关于加强全市

古树名木保护工作意见》，决定对全市登记在册的
188株古树名木、2组古树群分级实施保护，每棵古
树都将拥有自己的保护牌，上面标明名称、学科、
树龄等内容。对非法破坏、砍伐古树名木的进行严
厉处罚，最高将按每株1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标准
罚款，严重的将追究刑事责任。

寿光市古树多分布在各镇街自然村及单位庭院
内，主要品种有银杏、国槐、枣树、紫藤等8个品
种。通过普查登记在册的古树名木单株188株、古
树群2组，树龄最小的103年，最大的2000余年，树
种以国槐数量最多。

《意见》还对养护责任进行了明确分工，养护
责任单位和个人应当加强古树名木的日常养护，防
止古树名木的损害行为。城市园林绿化部门要加强
对古树名木养护技术规范的宣传和培训，指导养护
单位和个人按照养护技术规范对古树名木进行养
护，并无偿提供技术服务。对于建设项目影响古树
正常生长的，应当采取避让或保护措施，确实要进
行移迁的，应按规定向有关部门进行申请。

非法伐古树

每株最高罚20万

□记者 石如宽 通讯员 高斌 报道
本报寿光讯 2014年，寿光市侯镇用于民生方

面的投入达到1 . 1亿元。其中，投资6000万元建设
完成了镇实验小学、挑沟小学2处省级标准化小
学；投资200万元完成了中小学反渗透饮水机安
装、校舍取暖改造和中小学电力改造任务；投资
180万元新建3个扬水站，全面解决了侯镇北部20多
个村8万多亩耕地的灌溉问题；投资1800多万元完
成成片造林1760亩，植树85万株；投资100多万元，
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对村级组织活动场所、
农村文化小广场、村级卫生室改造，按照投资额的
一半进行补贴，先后修缮改造村级组织活动场所19
处、文化小广场20多处、村级卫生室12处。

此外，侯镇还举办了“锦绣华城杯”侯镇群众
才艺大比拼、“双乐杯”侯镇第五届文化艺术节等
大型群众文化活动近20场。

侯镇1 . 1亿元

用于民生建设

□记者 石如宽 通讯员 尹先虎 报道
本报寿光讯 寿光市纪台镇的刘炳华近日买了

一台自走轮式谷物联合收割机，得到4000元的购机
补贴。像刘炳华一样享受到农机补贴的，在寿光目
前已有1246农户。

农业机械购置补贴资金是中央财政为鼓励和支
持农民使用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推进农业机械化
进程，促进农业增产增效、农民节本增收而设立的
专项资金。自去年农机补贴政策出台后，寿光市专
门成立领导小组，通过媒体进行宣传，让老百姓都
能知晓。

截至目前，寿光已全部完成2400万元补贴资金
的信息录入、材料审查和机具核实工作，共补贴各
类机械设备1659台，其中玉米收获机295台，小麦
收获机55台，动力机械523台，植保机械245台，卷
帘机534台，受益农户达1246户。

1246农户

享受农机补贴

□葛桂凤 报道
本报寿光讯 日前，寿光市洛城街道留吕幼儿

园正式启用，160名幼儿开始在崭新的新园上课。
据悉，新园占地6670平方米，建筑面积4850平

方米，总投资850万元，能容纳400名幼儿入园。该
园各种设施均按照省级示范园标准配备，是洛城街
道又一所高标准幼儿园。

留吕高标准幼儿园

启用

■寿光好味道

上口出产的苹果，因其独特的口感被称为上口冰果。

“一户一表”工程改造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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