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蒋红帅

2月9日，大年初九，“李氏中国结
制作技艺”传承人李建霞的茌平金鑫
中国结艺有限公司内一片繁忙景象。
十几名工人分货、编织、发货，秩序井
然，不时有“编外职工”来厂区拿原料
回家干活……每个人都忙得顾不上喝
口水。

“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
中国人喜欢寓意红红火火的红色，所
以，节日期间，中国结热卖。公司的
300多位姐妹加班赶工，每天外销上万
件产品。”李建霞说，这些中国结通过
网络销往全国10多个省份，为各地的
幸福年增添了一抹“聊城红”。

2003 年，李建霞从茌平毛巾厂下
岗后，辗转各地，尝试了很多工作。一
次偶然的机会，她看到一则关于中国
结的新闻报道，这篇新闻报道打开了
她的创业之门。

“我先后到济南、青岛等地学习手

工编织技艺，不断创新摸索，产品从单
一中国结，发展到现在的结艺制品、绳
编工艺品、高档酒水包装、布艺制品、
饰品、工艺葫芦配件等六大系列、300
多个品种。”谈到对中国结的“发扬光
大”，李建霞成就感满满。

将一根红绳对折，一手压圈握实，
一手次第缠绕，4次之后将线尾穿进头
圈，拉紧……一个中国结在李建霞手
中“秒成”。

“中国结的编织手法是‘根’，要想
编出特色最重要的是创新。”李建霞随
手拿起一个葫芦挂件说，“像这种配在
小葫芦上的中国结，属于比较常用的
类型，需求量很大。”

这几年，李建霞的核心发展思路
是结艺跟着产业走，将葫芦、桃木等与
中国结完美结合，每年可为全国各地
的葫芦烙画和桃木雕刻产业供应中国
结配件上千万件。

“将中国结与其他产业配套发展，
打破了中国结销售对节庆的依赖，公

司平时也会有源源不断的订单。”李建
霞说。

在公司规模扩大、效益提高后，李
建霞不忘回报社会，积极吸纳周边下
岗职工、农村闲散劳动力、留守妇女、
贫困妇女就业，为周边困难群众搭建
了就业增收的平台。目前，在茌平金
鑫中国结艺有限公司，居家就业的妇
女累计超过300人，月均收入超过700
元。

茌平区温陈街道乌堂村村民乌伟
伟一人带着孩子生活，负担很重。在
掌握了中国结编织技能后，月收入达
到1500元。

“在家编织中国结既能增加收入，
又能照顾孩子，上哪儿找这么好的
活！”说起现在的生活，乌伟伟非常满
意。

像乌伟伟这样的农村妇女还有很
多。她们从李建霞手里领走红线等材
料，在家里编织各种中国结，挣钱、顾
家两不误。

随着带动能力的不断增强，李建
霞先后被评为“聊城市巾帼建功标兵”

“市自主创业先进个人”“市第三届十
佳文明市民”“第一届茌平区诚实守信
道德模范”，当选茌平区妇女手工编织
协会会长。

“乡村振兴下，农村妇女大有可
为。下一步，公司打算开发实用为主
的中国结新产品，带领更多姐妹致
富。”李建霞说，中国结不仅是节日装
饰品，也是日常用品，她要让来源于生
活的中国结慢慢回归生活，赋予传统
中国结更强大的生命力。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现场引导
员手中的‘雪花’设计灵感就来自中国
结的图案。我心里一直有个梦想，就
是要把中国结艺与服装设计结合起
来，创作出实用美观的中国结主题服
装，并让它像奥运‘雪花’一样，作为中
国标志，连接世界。”展望未来，李建霞
目光中充满了期待。

红绳作结 编织梦想

■ 本 报 记 者 叶晨雯
本报通讯员 汤雁南

2 月 15 日下午 5 时，阳谷县侨润
街道国庄村文化广场锣鼓喧天、热闹
非凡，一场元宵联欢会正在这里举
行，精彩的传统文艺表演吸引了全村
村民的目光。

这场热闹的元宵联欢会是国庄

村村民自发捐资举办的。
“咱们村今年请个舞狮队呗，正

月十五热闹热闹。我捐款 1000 元！”
在前不久召开的国庄村党员大会上，
党员国立敏说出自己的想法。他的
提议得到了党员和全村村民的积极
响应，仅一天时间，就有60余人捐款，
共捐款18800元。

“村里现在生活条件越来越好，

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大家都想过
一个热热闹闹的元宵节。”自发捐款
的村民郭宪雨说。

在欢快的锣鼓声中，身着鲜艳服
装的高跷队登场亮相，人群中爆发出
阵阵掌声和叫好声。“十五看到踩高
跷，新的一年步步登高！”村民国怀豹
高兴地说，“这几年，在合作社的带领
下，俺们的日子越过越好。俺相信，

今后的日子一定会芝麻开花——节
节高。”

“大家这么踊跃地捐款，是国庄
村凝聚力的体现，新年新气象，我们
村党支部一班人将带领着全村不断
发展，让群众的生活蒸蒸日上，日子
越过越好！”国庄村党支部书记国金
尚说。

锣鼓声声闹元宵

本报讯 （记 者 张
琪）品年俗、猜灯谜、看大
戏、送元宵……2月15日，
为让广大群众度过一个欢
乐祥和的元宵佳节，临清
市金郝庄镇在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开展“我们的节日·
元宵节——虎步奔腾开新
篇 欢天喜地闹元宵”文艺
演出活动，为全镇人民奉
上一场文化盛宴。

戏曲联唱河北梆子
《哪吒》、二胡联奏《拔根芦
柴花》、扇子舞《开门红》、
聊城市非遗项目木板大鼓

《伟大复兴中国梦》、山东
省非遗项目金氏古筝《春
江花月夜》等节目充满浓
郁的地方特色，充分展示
了金郝庄镇人民蓬勃进
取、健康向上的精神面貌，
吸引了不少群众前来观
看，现场掌声笑声不断。

“君从东洋还，出手全
给 钱 ”“ 廉 洁 奉 公 万 众
欢”……猜灯谜闹元宵活
动也受到广大群众的欢
迎。100 多条集知识性、
趣味性于一体的灯谜，吸
引了众多群众驻足思索、

共同探讨。
“有这么多精彩的活动，这个元

宵节过得很高兴。”新东村村民刘义
珍格外开心。

金郝庄镇党委副书记李斌表示，
金郝庄镇充分发挥文艺的优势和功
能，广泛开展“我们的节日”新时代文
明实践系列活动，打通了文化服务群
众的“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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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夏旭光） 为满足
农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
临清市唐园镇把农家书屋作为精神文
明建设的重要阵地，依托农家书屋资
源、环境等优势，结合“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进一步丰富群众的精神
文化生活。

唐园镇农家书屋坚持以人为本，
针对不同人群的闲暇时间，合理安排
农家书屋开放时间。针对在校生，农

家书屋坚持双休日、节假日开放，针对
白天外出务工、晚上回家的年轻人，农
家书屋则安排了晚上开放时间。

唐园镇不仅把农家书屋作为举办
各类阅读活动的场所，还将农家书屋
打造成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实境课
堂”，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引
导党员群众利用业余时间学党史、谈
感悟，实现党史学习常态化，推动党史
学习教育深入群众、深入人心。

唐园镇强化农家书屋学习阵地作用

本报讯 （记者 叶晨雯 通讯员
王晓冉 王金义）“这道题会做吗？”2
月14日上午，在阳谷县郭屯镇前刘村
农家书屋里，山东交通学院 2020 级大
学生刘春丽正在为留守儿童秋燕（化
名）辅导数学作业。

今年11岁的秋燕与年近七旬的奶
奶相依为命，生活非常困难。前刘村
党支部将她的情况上报镇政府，镇民
政所在认真调查的基础上，将秋燕纳
入留守困境儿童救助范围。共青团阳
谷县委为秋燕建设了“希望小屋”，配

置了书橱、书桌、床、椅等生活学习用
品，改善了她的学习环境。

新春伊始，郭屯镇号召寒假返乡
大学生积极加入到“青鸟行动”中来，
为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开展爱心免费
辅导活动，得到返乡大学生的热烈响
应。就读于山东交通学院、山东理工
大学、青岛滨海学院、哈尔滨医科大
学、聊城大学等高等院校的多名大学
生加入“青鸟行动”，利用寒假时间为
孩子们辅导功课，让孩子们感受到社
会的温暖。

郭屯镇返乡大学生关爱困境儿童

本报讯（沈欣欣） 为科学有序做
好春耕备耕工作，加强管理指导、技术
服务，扎实推进“科技壮苗”专项行动，
2月14日上午，东阿县大桥镇召开技术
培训会，对全镇种粮大户和各村种粮
能手共150人进行培训。

培训过程中，针对壮苗、弱苗等不
同情况，专家提供了详细的技术指
导。专家指出，当前，麦田管理要从

“早”“促”“防”三方面入手，做好早发
动、早下地、早管理，促进苗情转化，防

范重大病虫草害。要根据土壤性质、
小麦播种量、苗情现状进入肥水管理，
采取田间中耕、提升地温、早施速效
肥、慎重浇水等措施，改善麦苗生长环
境，促进小麦早发快长。对壮苗、旺苗
实施“氮肥后移”技术，减少春季无效
蘖形成，防止后期倒伏。

此次培训让种粮大户和种粮能手
对小麦促弱转壮有了深入了解，为确
保全镇夏粮丰收打下良好基础。

大桥镇开展“科技壮苗”技术培训

本报讯 （通讯员 胡善珊）“原
来，这条路上的线缆乱糟糟的，看上去
就闹心。现在，经过规范整理，整条路
都显得干净整洁了。”2月14日，正在村
里散步的开发区蒋官屯街道后铺村村
民常明甲说。

为充分落实“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要求，进一步落实落细人居环
境整治工作措施，今年以来，蒋官屯街
道成立线杆线缆整治工作专班，联合
电力、电信等相关部门对辖区主干道

两侧及村庄内道路线杆线缆进行集中
整治。

蒋官屯街道乡村规划办副主任孙桂
峰表示，“空中蛛网”既影响城市形象，又
存在安全隐患，开展线杆线缆整治工作
是提升城乡人居环境的一项重要内容，
事关城市形象和百姓福祉。

截至目前，该街道已梳理、捆扎线
缆21600余米，清理废弃线杆15根，完
成了13个村、87条主次干道的首轮整
治。

蒋官屯街道整治线杆线缆乱象

本报讯 （通讯员 杨昆 刘加明）
为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今年以来，
茌平区乐平铺镇多措并举，坚决打赢
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该镇组织相关
工作人员深入企业、网格村，针对工业
排放、扬尘、秸秆焚烧等开展全方位污
染源排查处置工作。该镇充分利用广
播、微信群、宣传条幅等，采取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打造全方位宣传攻
势，努力营造“群防群治、齐抓共管”的
浓厚氛围，形成社会共治的良好局
面。该镇紧盯烟花爆竹禁燃、清洁取
暖、秸秆禁烧及散煤治理等防治关键
环节，通过联合执法、夜间突查等方
式，开展不间断执法行动，坚决制止污
染空气行为。

乐平铺镇扎实推进大气污染治理

■ 本 报 记 者 夏旭光
本报通讯员 朱红光

“你看我这彩电，多清晰！我现在
天天从电视上看冬奥会。”2月12日，年
过古稀的临清市新华路街道郭堤村村
民姜怀顺像小孩子一样高兴地打开电
视，熟练地调出了中央电视台，“我不
仅换了新电视，还添了新电冰箱呢！”
他一边说着，一边颇有些自豪地打开
电冰箱。

姜怀顺是郭堤村一名普通村民，
患有肺气肿、哮喘、高血压、冠心病等
多种疾病，因为妻子去世得早，家里缺
少了“生机”，他的日子一天天“焉”了
下来。他弟弟姜怀东也患有高血压、
冠心病。前些年，兄弟二人只能靠捡
破烂儿赚点零花钱。2016 年，新华路
街道把姜怀顺兄弟列为帮扶对象。

“我是姜怀顺、姜怀东的帮包人。
第一次到他们家的时候，院子根本进
不去，到处都是垃圾破烂，臭气熏天！”
新华路街道干部汪秀萍介绍。此后，

汪秀萍经常去帮助他们打扫卫生，为
他们办理了慢性病和低保转五保的手
续，还帮他们联系了公益岗位的工作，
让他们有了稳定的收入。

“我原来看的是14英寸的黑白电
视，每次打开，画面上的一道道斜杠跳
个不停，根本没法看！”脱贫后的姜怀
顺决定提高一下生活质量，他首先想
到的就是电视。2021年10月，在汪秀
萍和姜怀顺一位亲戚的共同帮助下，
姜怀顺买了一台24英寸的彩电。彩电
安装那天，看着清晰的电视画面，姜怀
顺老哥俩激动得直抹眼泪：“还是共产
党好啊！”

彩电买了不到一个月，姜怀顺又
想买冰箱。他说：“现在日子好过了，
吃的喝的买得多，食物的存放就成了
问题，不要一台冰箱肯定不行啊！”

2021 年底，姜怀顺如愿添置了一
台双开门电冰箱。给冰箱接上电源
后，姜怀顺赶紧把刚买的鱼、猪肉塞进
冰箱：“看看现在这日子，我心里都乐
开了花啦！”

姜怀顺家又添新电器

2月13日，在阳谷县十五里园镇杨窑村花卉种植基地，当地党员志愿者在帮助花农管理、搬运供
应节日市场的花卉。

近年来，十五里园镇采取“党支部+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利用当地资源，引导农民发展花卉
产业，着力推进农旅融合发展，美了乡村，带动集体和农户双增收，促进了乡村振兴。

■ 本报通讯员 董典聪

“美丽经济”助力乡村振兴

■ 刘小希

马升军是东昌府区广平镇马明智
村有名的“养猪能手”，然而，熟悉他的
人都知道，他享受过“猪周期”带来的
红利，也经历过猪肉价格下滑导致的
养殖低潮，多次陷入“收不回成本”的
困境，是坚持不懈的勇气和刻苦钻研
的精神让他一步步走到今天。

年轻时的马升军种过地、打过工，
还曾为开货车考过驾驶证。2008 年，
养猪热潮一浪接一浪，他也不甘落后，
投身“养猪大军”中。刚开始养猪时，
马升军觉得无非就是拌拌饲料、扫扫

猪舍，挺简单。然而，养猪第一年，一
场疾病来袭，让这个新晋“猪倌”养的
猪倒下了一大半。

“那一年，猪得了病以后不吃食，
死的死伤的伤。”马升军回忆说，和他
同期养猪的村民，纷纷选择“打不赢就
走”，但他有股子倔劲，偏要守住这片

“没柴烧的青山”。
改变从技术的升级开始。吸取之

前的教训，马升军开始钻研养猪的门
道，或看书、或上网查询，从疾病的防
治到疫苗的接种，从中药与猪饲料的
结合到换季时猪的保健，只要能接触
到的知识，他都一门心思研究到底。

当时，东昌府区以及广平镇大力开展
科技下乡活动，举办了多期农技培训，
并鼓励农技专家进村入户给农民提供
现场指导，这给马升军等大批农民送
来了“及时雨”。通过不断学习，马升
军的养猪技术迅速提高，遇到一些小
问题，基本上都能自己解决，俨然成了
一个养猪专家。

有了科学的养猪方法，马升军的
创业信心更足了，在养猪上投入的精
力更多了。早晨，他天不亮就起床；晚
上，常常是别人都关灯睡觉了，他才回
家。

努力与汗水换来的是事业的成

功。10 多年来，马升军的养猪规模不
断扩大，从最开始不到10头母猪，发展
到今天的1600余头高品质猪。如今，
他又租下周边村庄的几片空地，盖起
更科学、更环保的猪舍，探索标准化、
规模化、现代化养殖的道路。

“励志青年”是马升军的微信名，
也是他对自己的定位。“俗话说，家财
万贯，带毛的不算。老一辈人都知道，
养猪的风险很大，但不吃点苦，怎么能
尝到甜的味道。”2月14日，马升军说，

“新的一年开始了，我相信，只要坚持
科学养猪，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一
定能闯出一片新天地。”

新时代“猪倌”炼成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