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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工坊是非遗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是依托非遗代表性项目或传统手工艺，开展非遗保护
传承、带动当地人群就地就业的各类经营主体和生产加工点。

滨州现有国家级非遗项目 10 项、省级 52 项、市级 214 项，其中，省级非遗工坊 4 家、市级非遗
工坊52家。今日起，本报开设《滨州非遗“活起来”》专栏，聚焦非遗工坊，关注非遗如何走进现代
生活、焕发时代风采，讲述非遗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故事，实现非遗文化与人间烟火双向奔
赴，让非遗“活起来”。

开栏的话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刘清春 
报道）记者获悉，近日，滨州作家尹
慧、苏冉的长篇小说《血色晚霞》已由
山东文化音像出版社出版。

尹慧，1956 年生于沾化，市作协
会员，曾著有《缄默人生》《家》《岁月
滚滚》等作品。苏冉，毕业于中国传
媒大学，电视制片人、主持人。

作者介绍，如今老年人享受着比以

往更幸福的生活，但也面临着一些问
题，如子女啃老问题、养老问题、再婚问
题等。为写好书中的老年人故事，作者
对身边的四零、五零、六零后老人作了
大量的社会调查，且多次与家人、朋友
打磨素材，请专家谋划支招。该书聚焦
身边的老年人故事，素材鲜活生动，问
题发人深省，让读者在一个个故事中，
感受老年人生活中的酸甜苦辣。

 尹慧、苏冉长篇小说
《血色晚霞》出版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刘清春 
通讯员 李晓旭 徐浩明 报道）近
日，市民焦守俊向市图书馆捐赠
了 由 其 主 编 的《滨 州 地 区 面 向
21 世纪经济发展战略》《滨州优
秀调研成果文集》《我为滨州发
展献计献策》以及期刊《现代滨
州》和《滨州机关建设》共计 8 种
44 册图书。市图书馆副馆长刘
丽华接受捐赠，并向焦守俊颁发
捐赠证书。

座谈会上，焦守俊说：“这次捐
赠的文献资料，都是我在工作任职
期间，撰写主编整理的具有一定
史料价值和可读性的文稿。其
中期刊《现代滨州》《滨州机关建
设》均由自己创意创刊并主编；
文集《副秘书长 20 年》《滨州地区
面向 21 世纪经济发展战略》《滨
州优秀调研成果文集》等，承载
着滨州重要时期的重大事件，有

较强的史料价值。这些捐赠资
料，我已珍藏多年，有的甚至保
存了20年以上。”

刘丽华衷心感谢焦守俊的慷
慨捐赠。她表示，这些图书资料
非常珍贵，不仅保存了滨州地区
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社
会变迁等多方面的信息，还为后
代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市
图书馆会将这批珍贵图书加工
入藏至地方文献室，以供广大读
者深入查阅与研究。

地方文献承载着一个地区独
特的历史记忆、文化底蕴和社会发
展脉络，对于学术研究、文化传承
以及地方特色的彰显，具有不可替
代的重要意义。滨州市图书馆始
终致力于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和
利用工作。希望社会各界积极关
注，踊跃捐赠，为推动我市文化的
繁荣与发展添砖加瓦。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纪方方 
报道）近日，滨州诗人、作家王长征

（笔名一如）新诗集《明月之心》由北
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目前该书已
在京东、当当上架销售。

《明月之心》分为“消失的白马”
“黄河谣”“地老天荒的妈妈”等十辑，
收录了王长征近 30 年来创作的 156
篇诗歌。他用诗歌的笔触，写生活点
滴，写儿时村庄，写花草树木，写生老
病死……字里行间流淌着自然之情、
人性之美、精神之血脉，兼具温情与
哲思，与平凡中见神奇，给人以深深
的思考和启发。

诗集《明月之心》出版后在诗坛
引发强烈反响。评论家张清华认为，
一如在语言的节奏中获得了一种可
安放的形式，他用镜像对镜像、心像
对心像的方式寻找到汉语美妙的前

世与今生。诗人于坚说，“一如写诗
持久，有味。一如独往独来，真诗人
风范，性情毕露又有悲悯之心。”“一
如是我近些年见过的最好的诗人之
一。”诗人杨键表示，在一如的诗中可
以读到久违了的认识自我及解脱束
缚的强烈愿望。

王长征，1965 年生于博兴县，系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其作品被译成多
种文字。曾在《人民文学》《诗刊》

《大家》《十月》《花城》等报刊发诗、
诗论。著有诗集《三种时间里的人
物》《习经笔记》《诗经笔记》（韩版），
绘画评论集《丹青之巢》，长篇小说

《王满子》等。与朋友创办民刊《诗
歌》《极光》等。曾获上海文学奖、

《中国作家》奖、首届“极光诗歌奖”、
第三届泰山文艺奖和首届汉城国际
诗歌奖等。

作家王长征新书
《明月之心》出版

 焦守俊向市图书馆
捐赠图书44册

很多人对剪纸的印象或许还停
留在“窗花”“喜”字上，而滨州剪纸
传承人蔺飞飞，用全新视角诠释了
国家级非遗项目——滨州民间剪
纸，一系列剪纸文创衍生品使传
统剪纸焕发出新的活力，将“指
尖艺术”转化为“指尖经济”。
她创办的滨州守艺仁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入选“山东手造·优选
100”、滨州市首批非遗工坊。

“小虎滨滨”剪纸文创
衍生品成为销量冠军

蔺飞飞出生于剪纸艺术之家，
她的奶奶是鲁北地区民间剪纸代表
人物杜秀贞。奶奶屋里满墙的剪纸
和窗前的枣花飘香，让她至今难以
忘怀：“小时候躺在炕头看奶奶剪
纸，一刀一剪信手拈来，伴随着窗外
飘来的阵阵枣香，那种感觉特别惬
意。”

蔺飞飞回忆说，奶奶起初出于
安全考虑，不让她碰剪刀。她总是
趁奶奶出去的时候，在纸样上剪几
下，一来二去奶奶也默许了，俩人
还为剪纸大象是长尾巴还是短尾
巴发生过“争执”。2017 年，蔺飞
飞所在的市东街道北蔺居委会旧
村改造，她把奶奶旧居墙上的 450
余幅原作剪纸无偿捐献给了市文
化馆，向社会展示近年来滨州民间
剪纸的挖掘、整理、收藏和传承发
展成果。

蔺飞飞后来学习了平面设计，
继承了奶奶粗犷豪放的剪纸风格。
她擅长剪纸、刻纸、套色剪纸，将滨
州元素融入剪纸作品中，形成了独
特的艺术特色，创作出“十二生肖”
系列、“小虎滨滨”系列等剪纸作品。
其中，“小虎滨滨”剪纸文创衍生品
系列深受消费者青睐，成为销量冠
军。“作品尺寸只有 15.5 厘米，剪纸
线条纤细处以毫米 计 算 ，极 大 考
验剪纸人的刀工和耐心。”蔺飞飞
告诉记者，“小虎滨滨”的鼻子以
简化的鱼来呈现，四肢及眉毛、耳
朵分别点缀了海水和祥云，体现了
滨州踏浪而行的开拓进取精神。

剪纸技艺由口口相传
转变为多元化发展

“云楼映日，有凤来仪”，在滨州
地标建筑黄河楼三楼《纸上乾坤》

厅，悬挂着蔺飞飞的巨幅剪
纸作品《黄河楼》，这是她近
年来最满意的作品。“总篇
幅长 5.2 米，宽 1.62 米，当时
创作时间比较紧，我通宵达
旦 设 计 了 5 天 ，每 格 1.5 厘
米，共绘制 9 层楼梯，用剪刀
逐一精细裁剪完成。”蔺飞飞
说。

非遗的传承需要市场。
蔺飞飞为此进行了大胆探
索。2020 年 4 月，她创办滨
州守艺仁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并注册了“一昇守艺仁”
商标，剪纸由单纯的面对面、
口口相传，转变为多元化发
展，全方位把传统技艺与现
代文明融汇，纯手工剪裁与
众多新兴文化业态完美融
合。着眼非遗融入现代生产
生活，蔺飞飞从“创意设计+
现场制作+产品销售+课程
联动”等多维度，把学校、社
会、企业的资源整合在一起，
打造文化产业运营新模式，
推动非遗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

多年的艺术实践经验让蔺
飞飞明白，要想赋予剪纸艺术更
多的生命力，需要由年轻一代去
传承和发展。多年来，她坚持到
学校、社区讲授非遗公开课，让
更多的人了解剪纸；在山西榆林
首届中国非遗保护年会上，她创
作的兔年剪纸文创毛绒玩具大
卖，增强了她传承非遗的信心；
荣获齐鲁青年乡村振兴创新创
业大赛三等奖，并获得奖金 7 万
元，让她尝到了传承非遗的甜
头；开设课程教学，口传心授，寓
教于乐，蔺飞飞致力弘扬优秀传
统文化。

剪纸文创衍生品每
月销售额近3万元

“我现在不仅是研究剪纸的
技艺、刀法，作为滨州剪纸传承
人，就得让它流通、实用，更好地
融入到现代人的生活中去。”蔺
飞飞直言，在原先剪纸的基础
上，她更侧重剪纸的文创衍生
品，结合人们的衣食住行，多一
些创新思维，把传统的文化符
号、纹样附加到日常生活中的一

些载体上，创作更多物美价廉的
产品。

蔺飞飞介绍，剪纸文创衍生
品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十二
生肖”“福禄寿喜”等通款产品，
二是面向企业等客户的定制款，
一些大企业会把她们的产品作
为走出国门的伴手礼。“现在销
售稳中有进，平均每月销售额约
3万元左右。”蔺飞飞说。

“我梳理了一下，200 元以
下的文创产品销量走俏。我们
把剪纸纹样做成小巧便携的钥
匙扣、小包挂、小手伴等，在今年
授田六一游园会上，3 个小时就
销售了价值 5000 多元的产品。”
蔺飞飞说。

一剪一世界，一昇守艺仁。
蔺飞飞坦言，非遗传承尽管面临
不少困难，但是她有信心坚守好
这份事业，不断扩展传统剪纸功
能，研发服装、伴手礼、纪念品等
众多的剪纸衍生品，让剪纸融入
现代生活，为生活服务，推动剪
纸向文创产业发展，实现剪纸技
艺的活态传承。

近日，邹平市韩店镇小宋

村，村民在采摘水果玉米。
近年来，邹平市坚持把发展

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作为强村富

民的重要内容，持续推进农业产

业结构调整，探索“村集体+合作

社+农户”产业发展模式，实现了
村集体和农民“双增收”。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霍广 摄影）

水果玉米喜丰收

滨滨州剪纸文创实力州剪纸文创实力““出圈出圈””
滨州滨州日报日报//滨州网记者滨州网记者  纪方方纪方方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张子强 通讯员 管克航 报道）
近日，市海洋发展渔业局围绕“保
护海洋生态系统 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活动主题，派出海域管理骨
干力量赴部分重点项目一线，开
展用海政策宣讲活动。

在 G228 滨州段建设项目指
挥部，市海洋发展渔业局发放用
海政策服务手册20余本，听取了
228 国道位于海域部分建设进展
情况，详细了解项目用海过程中
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围绕临时用

海手续办理、权属到期后的续期
及项目转让等方面，逐项进行了
政策解读，提出了用海对策建
议，并对项目规范化用海提出了
具体要求。

在山东焦化集团北海项目
部，市海洋发展渔业局向用海业
主宣讲了海洋资源开发与利用、
海洋生态保护修复等方面知识，
听取了企业关于3宗已批准尚未
完成填海项目进展情况，及生态
保护修复措施落实情况，围绕项
目用海手续办理进行了探讨交流，
帮助企业制定了时间表和路线图。

下一步，市海洋发展渔业局
将加大政策宣讲力度，持续科普
用海政策、传播海洋保护知识，强
化用海业主依法用海和保护海洋
环境意识，共同守护蓝色海洋。

深化海洋保护知识
强化依法用海意识

滨州市海洋发展和渔业局组织开
展用海政策宣讲活动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李诚 通讯员 刘斐 报道）为贯彻
落实《中共山东省委全面深化改
革委员会2023年工作要点》《省
卫生健康委关于进一步做好医
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共享
工作的通知》《解决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百日攻坚行动方案》等文
件精神，我市以高度的政治责任
感，按照省市“1+16”方式推进检
查检验结果互认共享信息平台
建设，要求三级公立医院和50%
以上二级公立医院实现检查检
验结果跨机构调阅。

我市作为全省5个先行市之
一，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将平台
建设列为委年度重点任务。市
卫健委将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问题百日攻坚行动、群众看病就
医不够便利问题专项整治行动
统筹推进，制定明确的时间表和
路线图，明确责任科室和责任
人。“全市卫健系统统一思想，对
项目的进度重新做了细致规划，
大家齐心协力、攻坚克难，力争
按时保质完成平台的建设、系统
的对接等各项任务。”市卫健委
医政药政科相关负责人说。

建设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共
享平台是一项涉及多部门协调

的系统工程，市卫健委相关责任
科室紧盯任务目标和时间节点，
与省卫生健康委对口处室、市大
数据局、市财政局等部门保持密
切沟通，多次组织相关专家研讨
和优化建设方案。在各方的共
同努力下，该项目顺利通过全市
党政信息化领导小组审批，并被
纳入财政预算，为项目顺利实施
奠定了坚实基础。

经过各方共同努力，目前我
市已完成检验检查结果互认共享
信息平台建设，实现全市三级公立
医院和100%二级公立医院检查
检验结果互联互通，跨机构共享互
认，减少重复检查，降低就医费用。

平台上线以来，已提醒146万
次，调阅100996次，互认30168
次，为群众节省就医费用157.2万
元。该平台的建成，有效避免了
患者重复检查，缩短就医等待时
间，降低就医费用，切实提高了
群众就医满意度。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推动互
认工作，在保证医疗质量的前提
下，不断提高互认率,让群众少
跑腿、多省钱。同时严格质控，
确保检查检验结果达标，坚持问
题导向，完善长效机制，切实增
强群众就医获得感。

焦焦聚          “12161”民生实事

我市三级二级公立医院
实现检查检验结果互认
已为群众节省就医费用157.2万元

市图书馆市图书馆向焦守俊向焦守俊（（左左））颁发捐赠证书颁发捐赠证书。。

自主研发
铸就产品“硬实力”

（上接第一版）企业还联合东华大学
研发了智能机器人，只要输入加工
图案，机器人就会“按图作业”，既精
准又快捷，效率大幅提升。

“这样一台机器人，按照我们
人工计算的话，它可以抵10个人
工，现在机器产量已占到我们全
部产量的40%左右。”阳信瑞鑫集
团生产经理王学军表示。

当天采访的最后一站是阳信
亿利源清真肉类有限公司。在该
公司5G牧场，记者了解到，黑牛
从牛犊起就在这座现代化养殖场
里听音乐、睡软床、吹风扇、做按
摩。标准化、智慧化养殖，使出栏
肉牛品质更加稳定。肉牛养殖是

阳信县畜牧业优势产业，严格的
品质要求从育种环节就已开始。
亿利源通过引进新西兰安格斯母
黑牛，与当地鲁西黄牛、渤海黑牛
杂交，培育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高端肉牛新品系“鲁蒙黑牛”。
基于物联网、5G等技术建设的肉
牛饲喂“中央厨房”和“自动餐
车”，可以数据分析精准饲喂，以
自动化保障喂养科学化。

该公司高级畜牧师孙玉勤
说：“我们从牧草种植、品种繁育，
一直到育肥、屠宰、终端销售，实
现了全产业链运营，这是我们的
优势。现在牛肉主要销往长三
角、珠三角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