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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段设计速度80公里/小时。 通讯员供图

本报6月7日讯（最泰安全媒
体记者 曹一秀）6日，S243泰梁
线金槐至水泥厂段路面改造工程
顺利通过交工验收，实现通车。

该路面改造工程起点位于
S243肥城王瓜店街道金槐村泰
临路平面交叉口，向西南跨康王
河，经新胜村、聂庄村、肥城水泥
厂，终点为G341黄海线平面交叉
口，路线全长6.394公里。

“近年来，随着区域经济社会
的持续快速发展，S243在区域交
通网中的地位逐年提高，交通量

逐年增长，不断增长的交通量对
路面结构造成了损坏。”市公路事
业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路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已经无法
满足经济社会及交通量快速发展
的需要，路面改造是必要的。

施工单位相关负责人表示，
该项目全线采用二级公路技术标
准，设计速度80公里/小时，维修
利用的桥涵维持原荷载等级。道
路完成改造后，方便了当地群众
的出行，满足了地方经济社会的
发展需求。

S243泰梁线金槐至水泥厂段
路面改造工程建成通车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巩固国家卫生城市，，
营造和谐优美环境营造和谐优美环境。。

“我们生产的石磨面粉没有任何
添加剂，口感柔韧、麦香浓郁，经济效
益十分客观。”宁阳县乡饮乡乡饮村
石磨面粉厂负责人曹启建一边介绍
石磨面粉，一边展示厚厚的订单。

今年以来，乡饮村积极探索村
级集体经济发展新路径，投资20余
万元建设厂房一处，新上了石磨面

粉加工项目，打造了推动村集体经
济持续增收的加速器。走进石磨面
粉厂，轰鸣的机器声不绝于耳，打包
人员将面粉袋套在面粉出口，打包、
封口一气呵成。一袋袋打包好的面
粉码放整齐，等待送往县内各大粮
油超市。

记者看到，工人将小麦倒入机

器入口，筛选、清洗、研磨等过程中
不添加任何东西。在崇尚绿色、健
康、天然的今天，纯绿色的石磨面粉
受到消费者的喜爱。曹启建介绍，
石磨面粉能够最大程度地保留小麦
中的蛋白质、面筋质等营养物质，用
石磨面粉制作的面食营养价值更
高，是纯天然绿色的健康食品。

石磨面粉厂的成功，为村里带
来可喜的经济效益。如今的乡饮
村，街面干净了，路灯也亮了，垃圾
清运、污水排放都得到了改善，村容
村貌焕然一新。说起近年来村里的
变化，村民赞不绝口。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徐文莉/
文 通讯员供图

石磨转起来 集体经济增速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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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③
①工作人员快速打包磨好的面粉。
②加工好的面粉销往宁阳县各大粮油超市。
③乡饮村石磨面粉加工厂房。

本报6月7日讯（最泰安全媒
体记者 刘小东）万丈高楼平地
起，安全教育是根基。近日，泰山
区举办住建系统2023年度“安全
生产月”启动仪式暨应急救援演
练活动。

此次活动，泰山区在建工程
项目经理及施工企业安全总监、
监理企业总监代表共计180余人
参加。启动仪式重点部署了“安
全生产月”5大项、17个重点任
务，参会人员共同观看安全警示
教育片，现场开展了建筑工地防

汛和机械设备坍塌应急救援演
练。各演练小组分工明确、有序
配合，按照预案内容紧张有序逐
项开展演练，取得了预期效果。

泰山区住建系统“安全生产
月”启动仪式后，各有关部门和单
位将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
急”主题，突出安全宣传教育，推
动树牢安全发展理念，落实安全
生产责任制，深化重大事故隐患
专项排查整治，有效防范化解重
大安全风险，保障全区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

泰山区住建系统2023年
“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

本报6月7日讯（最泰安全媒
体记者 杨丽宁）日前，泰山护理
职业学院发布面向社会开展医疗
护理员培训的通知，针对未来5年
新兴热门职业——医疗护理员开
展专业培训，培训合格将授予国家
卫健委医疗护理员培训证书。

据泰山护理职业学院相关负
责人介绍，学院医疗护理员培训
对象为拟从事医疗护理员工作或
者正在从事医疗护理员工作的人
员，积极支持农村转移劳动力、城
镇登记失业人员、贫困劳动力等
人群。培训对象条件为：年龄在
18周岁及以上，身体健康、品行
良好、有责任心、尊重关心爱护服
务对象，具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和

沟通能力。
培训方式主要为线上考培，

理论培训采取线上考培模式，学
员参加培训不受地域限制，随时
随地学习并在线上提交考试申请
及完成考试。学院有统一师资团
队，课程师资均为特邀行业专家，
从业、授课经验丰富，培训内容深
入浅出、通俗易懂。授课采取集
中授课、临床实践等方式进行，培
训周期为3个月。在理论知识培
训方面，学院将运用网络进行线
上培训，操作技能培训采用集中
面授、现场操作形式。培训期满
考核合格后，学院将为学员颁发
国家卫健委医疗护理员培训
证书。

泰山护理职业学院面向社会
开展医疗护理员培训

本报6月7日讯（最泰安全媒
体记者 曹一秀 通讯员 邱金
芝）近日，泰山区邱家店镇石碑
村卫健办联合村计生协开展了
以“倡新时代婚育文化、助家庭
和谐幸福”为主题的宣传讲座，
发挥基层计生协会作用，普及新
型婚育文化知识，倡导新时代婚
育文化。

讲座上，石碑村卫健办主任
朱荣梅向在场群众讲解了新时代
婚育文化、优生优育政策、孕前优
生健康检查及生殖健康方面的知

识等内容，引导居民群众树立正
确的婚恋观、家庭观，积极提倡构
建适龄婚育、优生优育、性别平
等、责任共担、代际和谐等新型婚
育文化，破除高价彩礼等婚嫁陋
习，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讲座
结束后，朱荣梅与现场群众进行
交流，解答了群众的疑问。

本次讲座共发放优生优育手
册、孕优明白纸等宣传资料60余
份。此次讲座的开展，进一步引
导群众认识了科学文明进步的婚
育观念，提高了群众的健康意识，
充分发挥了基层计生协会宣传服
务阵地的作用，同时也为宣传新
时代婚育文化、促进家庭和谐幸
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邱家店镇石碑村

倡新时代婚育文化
促进家庭和谐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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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汶口花边技艺第四代传承人唐斌杰

一针一线绣出美好愿景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杨文洁/文 隋翔/图

“把织带压平整，然后慢慢推，
这样会让花边编织得更好看。”在岱
岳区大汶口镇申东村一处农家小院
内，几名家庭妇女正坐在一起交流
着编织技巧，缝纫机“哒哒哒”的转
动声中掺杂着欢声笑语，气氛融洽
而轻松。

“我们这两天趁着有空，紧紧
手，争取早点交上这批货。”看到唐
斌杰、冯衍俊夫妇走进来，50多岁
的绣工侯杰满脸笑意地说着，手上
的活却并没有停下。侯杰说，自从
唐斌杰父亲做绣品代加工时她就
跟着接一些绣工活，算是工厂的老
人了。如今唐斌杰夫妇开办了百
代丽工艺伞厂，家里姐妹三人都跟
着一起干，一人一天做五六片绣
活，一个月能收入 1500 元左右。

“别看挣得不如外出打工多，但是
这活轻松干净，照顾家里里里外外
的事一点都不耽误。”侯杰的这番
话，引起了周边几位绣工的连连
附和。

经历失败
重操刺绣旧业再出发

说到唐斌杰的百代丽工艺伞厂
创办之路，还得从他的家乡——岱
岳区大汶口镇开始说起。

据了解，大汶口镇一直以来就有
手工刺绣的传统，这里的花边传统手
工技艺由鲁绣衍生而来，距今已有
2000多年的历史，它是中国传统织绣
工艺品的典型代表，在国际上素有“抽
纱瑰宝”的称号。上世纪80年代的泰
安郊区是山东的“鲁绣基地”，良庄、房
村等地每家都有1至4位绣工，鼎盛时
的泰安周边会绣花的农户有近两
万人。

今年45岁的唐斌杰高中毕业
后，在父亲耳濡目染下开始接触刺
绣，从小熟悉20余种鲁绣针法工艺，

后期与父亲一起从事绣品代加工。
“当时和我们工厂合作的绣工最多
有2000多人，产品有台布、桌旗、窗
帘、靠垫、琴巾、床单被套等，在市场
上供不应求，属实也是红火了很长
时间。”如今回忆起过往，唐斌杰依
然感慨。

2000年左右，随着科学技术突
进，电动万能绣花机和电脑绣花机
的普及，传统的手工刺绣受到极大
冲击。坐在凳子上，一针一线缝制
绣品的妇女很少见到了，因为市场
环境变了。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很多大型
刺绣工厂瞬间倒闭。我们家仓库里
绣品也全都滞销。时间久了，由于
保管不善，绣品全都损坏，一家人赔
得血本无归。”受到重创的唐斌杰此
时有了出去闯一闯的想法。

在随后的5年多时间里，他做过
数控机床、项目经理、网店运营等工
作，但在外漂泊的岁月里，唐斌杰心
里始终念念不忘的还是祖祖辈辈传
下来的刺绣工艺。

“或许我命中注定就是干这一
行的，我对它有着很深的感情，始终
舍不得放下。”说到自己的创业再出
发，唐斌杰多了一丝释然，脸上带着
轻松的笑容。

传统工艺融入技术创新
老技艺焕发新活力

花样繁多的图案，精美雅致的
手工，一把把色彩艳丽的手工花边
伞陈列在展览室内。手握木质伞
柄，透过花边伞的纹路，迎着阳光
轻轻转动，在光影的斑驳中，每一
把伞都是一针一线雕刻的时光，也
是传统技艺与技术创新的时空
对话。

“我们的花边伞是纯手工制作，
经过画稿、刺板、印制等工序后，将

物料分散到绣工家中进行手工缝
制，每一道工序都要求十分严谨，每
一把伞都有着它独特的温暖。”唐斌
杰骄傲地说，现在他的花边伞一伞
难求，公司订单已排到了今年8月。
别看现在唐斌杰接单接到手软，创
业之初的艰辛也是外人所想象不
到的。

“当时我确定了重操刺绣旧业
的目标，但我不得不仔细思考，手工
绣品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凭借自己
多年在外闯荡的经验，经过多番调
研，唐斌杰最终将目光锁定在手工
刺绣外销领域。“当时我了解到，国
外很多人对伞有着特殊的情感，比
如外国电影里很多选择用花边伞作
为道具，加之外国人对于中国传统
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我就考虑这
个可以作为突破口。”于是，一方面，
唐斌杰把以前所学到的设计画图进
行创新，融入现代元素，以百代丽技
法创新设计出花边伞和花边扇；另
一方面，他借助亚马逊、阿里巴巴等
电商平台，尝试通过网络平台打开
国际市场的销路。

“为了能画出符合市场的图
案，我每天工作16个小时，饭端到
桌前经常忘了吃。接到第一笔订
单时，妻子正在孕期，但为了支持
我工作，每天都加班加点制作样
品。”回想起当时的艰辛，唐斌杰却
甘之如饴，他说，好在经过夫妻俩
的不懈努力，刺绣事业重新正常开
展起来。

当传统工艺与现代技术和互联
网碰撞，传承与创新有机融合，发展
成了必然趋势。

两年时间的不断推广和创新，
带来了世界各地的订单。唐斌杰花
边伞的风格和质量受到了国际客户
认可，一时间供不应求。“现在我们
的产品远销欧美、东南亚等十多个

国家和地区。工厂每年花边伞销量
约10万把，花边扇30万把，年产值
1000万元左右。”唐斌杰说。

“公司+农户”
帮助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由于大汶口花边技艺生产的产
品多种多样、技艺复杂，需要人手众
多，随着订单量的增加，唐斌杰采取

“公司+农户”的模式，在岱岳区的各
乡镇农村中，以农户为单位，将原材
料送到绣工家里，然后统一回收销
售，这也带动了周边众多农村富余
劳动力的就业。据了解，目前，唐斌
杰在泰安以及周边地市设有50多个
工作站点，站点长期合作的绣工达
到600余人。

作为唐斌杰创业的起步原点，
自 2021 年以来，大汶口镇大力培
育扶植乡村振兴产业。在镇政府
支持下，夫妻二人在镇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设立了花边伞制作工作
室，专门培训花边刺绣技艺，村民
不仅学到了技艺，还实现了在家门
口就业。

“截至目前，工作室培训各村文
化带头人100多人次，累计帮助当地
富余劳动力300余人实现就业。下
一步，大汶口镇还将在市、区人社局
的指导下，宣传好人社政策，不断推
进民生服务水平。”大汶口镇人社所
所长屈帅说。

如今，唐斌杰的花边伞生意做
得红红火火。20年间，唐斌杰从一
位高中生成长为大汶口花边技艺第
四代传承人、泰安市工艺美术师。
去年，他还获评2022“山东手造·礼
遇泰安”十大手造名师称号……唐
斌杰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
坚持作品创作，坚持传统文化推广，
致力于将鲁绣花边技艺继续传承发
扬下去。

唐斌杰手绘图纸。

手工制作的花边伞。

冯衍俊进行花边伞手工拉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