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左手执金属丝，右手流畅切换剪
刀和镊子，一弯一绕、一点一掐间，非
遗之美绽放于指尖。

用金属勾勒轮廓，用釉料填充色
彩。掐丝珐琅，又称“景泰蓝”，是以红
铜作胎，将很细的铜扁丝掐成花纹后
用药焊于器表，再以随类附彩的方法
将珐琅釉料填进丝间，经焙烧、打磨、
镀金而成。市级非遗项目东原掐丝粉
彩制作工艺源自明清时期的景泰蓝，
兴盛于乾隆年间，清末流入民间，是一
种特殊的工艺美术制作门类，也是景
泰蓝工艺独具特色的表现形式之一。

今年58岁的马忠华，是东原掐
丝粉彩第五代传承人，受家庭环境影
响，自幼就展现出对掐丝粉彩工艺的
热爱，从事掐丝粉彩制作已有 30
多年。

指尖非遗
几代人的共同守望

“东原掐丝粉彩制作工艺是我的
曾祖父马瑞岚在北京、天津等地学习
了景泰蓝制作技艺后，融入自己的想
法，慢慢创新发展出来的。”马忠华告
诉记者，他的曾祖父自幼受家庭影响，
酷爱艺术及民间工艺，擅长绘画、雕
刻、烙画、年画、景泰蓝等，并有自己独
特的风格，被人称为“多面手”。

“景泰蓝是把细扁铜丝作为线
条，在铜制的胎上捏出各种图案花
纹，再将五彩珐琅点填在花纹内，经
烧制、磨平、镀金而成。”马忠华说，他
的曾祖父学习景泰蓝制作技艺后，结
合东平当地特色进行创新，打破了景
泰蓝单一的传统铜胎掐丝模式。其
曾祖父创新发展出的东原掐丝粉彩
载体灵活，无需高温烧制，且色彩厚
重、立体感强。

自马忠华有记忆开始，东原掐丝
粉彩就一直伴随着他，是他生活中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于掐丝粉彩，我
是从看到喜欢，再到跟着家里学习制
作。”因为喜欢手工艺，马忠华大学选
择了美术专业，毕业后曾在北京的珐
琅厂工作，这让他对景泰蓝制作技艺
有了更深的了解。

在北京工作20多年后，马忠华回
到了家乡东平县，陆续成立了山东马
良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东平马良艺术
工作室，继续从事自己喜爱的事业，将

家族传承的东原掐丝粉彩制作工艺发
扬光大。为让传统的非遗技艺焕发新
生机，马忠华还不断探求作品的迭代
更新，将鲤鱼、莲花等东平湖元素加入
作品中，赋予作品美好的寓意。

掐丝粉彩
当金属丝遇上矿石粉

“先把金属丝捋直，然后再用镊子
根据提前勾画好的图案轮廓，将金属
丝掐折弯卷成各种纹样图案粘好，最
后再填充釉料。上釉料的时候主要用
细管点染，但我习惯用小铲子，顺手。”
在马忠华的操作下，从勾勒图案到掐
丝，再到上色，一朵荷花呈现眼前。

一个小巧的镊子、一把尖头的小
剪刀、一根纤细的金属丝，在一双巧手
的操作下，便能变幻出各种灵活生动
的图案，这便是掐丝粉彩的艺术魅力。

“掐丝粉彩制作是一项精细活，工
艺复杂，还需要美术功底，完成一件作
品至少需要三四天的时间。如果想熟
练地制作作品，至少需要认真学习两
年。”马忠华说，东原掐丝粉彩看起来
简单，但其中门道颇多，以金属丝为线
条，以矿物质原料为染料，融入了国
画、油画、版画、剪纸、雕刻、镶嵌、浮雕
等表现形式，可广泛运用到立体、平面
上。由于金属丝较细，在掐丝的时候
要注意力度和角度，尤其是在弯折的
时要注意弧度，在金属丝接口处拼接

时要注意两端的契合度，做到看不出
有接口。

湖蓝、豆绿、亮粉、玫紫、浅灰……
当金属丝遇上矿石粉，便碰撞出了不
一样的火花。马忠华告诉记者，东原
掐丝粉彩最大的特色便是使用天然矿
物质釉料，因此，颜色有一种立体感。
上色时，马忠华会提前按照一定的比
例将釉料与胶水掺在一起，然后用小
铲子慢慢填充出渐变色，让作品显得
更有层次感。

掐丝珐琅之美，不仅在于繁复的
线条、亮丽的色彩，更在于历经岁月流
逝，依然可以溢彩流光。马忠华说，东
原掐丝粉彩作品可百年不坏，近年来，
他在创作具有东平特色作品的同时，
还创作含有泰山元素的作品。

一张方桌、一团金属丝、一双巧
手，马忠华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潜心
创作。台面上，一件件极具东平和泰
山特色、制作精美、寓意美好的掐丝粉
彩作品在灯光下熠熠生辉。

推出文创产品
传统技艺有了新活力

一项传统，刻印着古老的文化记
忆；一项技艺，一代代守望者心手
相传。

“祖辈留下的东西，如果没人传承
发扬就太可惜了。”注册成立公司，是
马忠华传承发扬东原掐丝粉彩的重要

举措，通过公司，他把非遗技艺变成了
文创产品。

钟表、茶壶、茶叶罐、笔筒、杯垫、
钟表……在制作常见的摆件作品的同
时，马忠华还将掐丝粉彩与实用产品
结合，为物品“注入灵魂”。文创产品
集美观性与实用性于一体，让非遗触
手可及。

经过多年的耕耘，马忠华打响了
作品在市场上的知名度，他还在儿子
的帮助下，通过电商平台将作品售卖
到海外。“中国的传统手工艺品并不输
国外大牌，外国人特别喜欢我们的传
统手工艺作品，因为他们做不了。我
在北京的时候，经常接触外国人，他们
看到掐丝粉彩时经常做的动作就是竖
大拇指。”在马忠华看来，中国的、传统
的才是最美的。

在家庭环境的影响下，马忠华的
几个孩子也都展现出艺术天赋，学会
了东原掐丝粉彩制作技艺，大儿子毕
业后也从事相关工作，这项非遗技艺
后继有人。

马忠华在业余时间也经常参加东
平县组织的“文艺大讲堂”及研学活
动，将这项非遗技艺教给更多爱好
者。“不走出去宣传，不搞活动，又有多
少人知道这项传统技艺呢？”马忠华
说，政府部门对非遗越来越重视，对非
遗技艺感兴趣、加入非遗传承这个大
家庭的人也越来越多。

东原掐丝粉彩传承人马忠华执丝为笔、以釉为彩

指尖掐出非遗之美
□记者 刘小东 李雪丽/文 陈阳/图

马忠华在制作东原掐丝粉彩。

掐丝。

填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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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乡镇妇联主席，能站到
台上与其他87名姐妹分享自己的工
作心得和体会，我感到很荣幸。”岱岳
区汶口镇妇联主席吕衍霞说。近期，
在市妇联举办的“我们这支队伍”全市
妇联组织风采展中，吕衍霞获得了“最
佳展示奖”。“这次风采展示不仅让我
学到了很多宝贵经验，也让我做好基
层妇联工作的信念变得更加坚定。”吕
衍霞说。

“风采展示既能让乡镇妇联主席
展示工作成果，也能促进她们相互学
习、提升自我。”市妇联党组书记、主席
苏伟丽说，今年以来，市妇联提出了

“做能讲政策有水平、敢破难题有担
当、常下基层有情怀的高素质妇联干
部”的目标，着力打造具有更强服务大
局、服务基层、服务妇女能力的“领头
雁”队伍。

服务大局
“火车头”更具推动力

“我们先从自身建设破题，打造‘政
治强、业务精、制度严、作风正’的队伍，
当好‘火车头’。”苏伟丽告诉记者，市妇

联始终坚持党建带妇建，创新打造的
“泰安娘家人·她先锋”党建品牌获评全
省妇联系统特色党建品牌；通过组织开
展“巾帼大学习·今天我来讲”“巾帼大
学习·今天我来学”等活动，实现政治能
力、业务能力一体提升。

今年以来，市妇联党组明确了17
项揭榜挂帅项目，以深化调查研究实
地掌握基层妇女工作开展情况、了解
妇女群众实际需求。今年上半年，市
妇联领导班子成员到基层调研30次，
内容涉及妇联执委作用发挥、妇女就
业创业、家庭家教家风、婚姻辅导服
务、“爱心妈妈”结对关爱等揭榜挂帅
项目和重点工作，为基层妇女解决困
难问题10余件。

服务基层
“排头兵”更具影响力

乡镇妇联是妇女儿童工作各项目
标落实落细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也
是开展基层妇女工作的“排头兵”。市
妇联通过举办乡镇（街道）妇联工作展
示交流活动等，全面提升县级妇联承上
启下、乡镇妇联服务基层的能力，带动

村级妇联服务妇女，同时，融合推进“三
新”领域妇联组织建设，培优“排头兵”。

在岱岳区范镇，靳菲菲是小有名
气的“网络达人”。一直以来，她通过
短视频深入推广本镇特色农产品、非
遗文化、故事人物。如今，她又有了新
职务——“汶阳寨”蔬菜种植产业妇联
执委。

记者了解到，在范镇，有4500余
名妇女活跃在产供销蔬菜产业链上，

“汶阳寨”蔬菜种植产业妇联在市、区
妇联的指导下成立后，便推出了妇联
执委轮值制度、议事制度，建立了走访
联系网格清单，对蔬菜种植大户进行
重点走访联系，为71名女蔬菜种植户
建立了档案数据库。目前，“汶阳寨”
蔬菜种植产业妇联已累计开展培训
20余场次，服务妇女2000余人次，提
供莴苣收割、大蒜编辫等就业岗位
2000余个，带动增收150余万元。

服务妇女
“领头雁”更具行动力

“王妈妈，我以564分的成绩被江
苏师范大学录取了！”接到来自结对女

童——宁阳县伏山镇的瑶瑶（化名）打
来的电话，“爱心妈妈”王洪英按捺不
住内心的激动，赶紧在伏山镇妇联执
委微信群里分享了这一好消息。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市持续
深化结对关爱行动，目前，全市有各类

“爱心妈妈”4000 余名，结对儿童
3800余名。

今年是市妇联的“工作落实年”，
通过前期调查研究，全市各级妇联把
妇女的所思所盼列为实事项目，一件
一件推动落实，让妇女群众切身感受
到温暖、实惠。

据了解，市妇联发布17个揭榜挂
帅项目，其中，由肥城市妇联揭榜的妇
联“法律明白人”培养项目已开展各类
培训50余次；新泰市组织巾帼居家就
业创业促进行动特色培训18期，1200
余名妇女接受了手工制作、抖音短视
频培训。同时，市妇联深化婚姻家庭
矛盾风险隐患集中排查整治工作，截
至目前，我市共摸排出重点妇女684
人、重点家庭462个，提供法律咨询、
纠纷化解、心理疏导等关爱帮扶服务
1313件次。

市妇联打造“政治强、业务精、制度严、作风正”队伍，以更好地服务大局、基层、妇女——

妇女“领头雁”办好“她实事”
□记者 董文一

本报8月26日讯（记者 张
芮）近日，我市召开河湖长制工作
经验交流会暨河湖长制联席会
议，细化深化2024年重点工作，
加快推进河湖系统治理。

会议组织与会人员观摩了泰
山区省庄镇大河峪水库等2处河
湖“四乱”问题整改现场，并组织其
观看了第二季度河湖长制工作曝
光片；通报了全市河湖长制工作开
展情况。会上，泰山区、东平县作
交流发言，新泰市龙廷镇、岱岳区
粥店街道石蜡社区主要负责人代
表镇、村级河湖长作交流发言。

记者在会上了解到，今年以
来，全市上下以持续深化河湖系
统治理、攻坚克难打好河湖保护
攻坚战为主要任务，不断提升河
湖治理能力，河湖监督检查“春雷
行动”取得圆满成功，大汶河滩地
集中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果，河湖

管护效能进一步提升。同时，我
市仍存在水库“四乱”问题存量
大、河道“四乱”问题易反弹、河道
治理标准低、个别河湖长巡河湖
流于形式等问题。

会议要求，各县（市、区）、功
能区要持续深化河湖库“清四
乱”，坚定不移推进河湖清违整
治；要深入推进大汶河滩地集中
整治，为大汶河系统整治开好头；
要加强大汶河围网养殖、非法捕
捞问题源头治理，坚决避免出现
河道左右岸相互掣肘等现象。各
成员单位及各县（市、区）、功能区
要对照省、市总河长令及2024年
度河湖长制工作要点，严格按照
时间节点，不折不扣完成各项任
务。全市各级河长办及各成员单
位要充分借助河长制工作平台，
发挥河湖长作用，推动全市河湖
管理保护工作再上新台阶。

我市召开河湖长制工作经验交流会

加快推进河湖系统治理

本报8月26日讯（记者 杨
文洁）近日，市人社局组织高层次
人才服务联盟有关单位，分别走
进泰开集团有限公司、山东路德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开展为高
层次人才送服务活动。

活动期间，市人社局工作人
员详细讲解了高层次人才绿色通
道有关服务事项。省高层次人才
服务联盟成员单位——山东省

“双招双引”人才医疗保障服务平
台负责人介绍了医保经办、健康
管理、帮办代办等服务内容。市

医疗保险事业中心、市行政审批
服务局负责人对待遇政策、医保
缴费、小美帮办代办等政策和业
务进行了讲解。山东第一医科大
学第二附属医院保健专家向大家
科普了健康知识。

据了解，泰安市高层次人才
服务联盟将继续聚焦高层次人才
的服务需求，扩大服务范围、创新
服务理念、提升服务效能，增强高
层次人才在泰安工作生活的荣誉
感和获得感，营造尊重人才、激励
人才的浓厚氛围。

我市高层次人才服务联盟
进企业送服务

本报8月26日讯（记者 崔
东旭）近日，新泰市人民政府新闻
办公室召开“新泰市农产品区域
公用品牌”新闻发布会，介绍新泰
市农产品品牌建设情况，并对外
发布“新味道”农产品区域公用
品牌。

近年来，新泰市深化“五农四
化”发展思维，坚持把“质量兴农、
品牌强农”战略作为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加快现代化农业强市建
设的重要抓手，不断提质量、优品
质、创品牌，助力全市农业农村高
质量发展。

据了解，Logo整体采用“新”
字进行变形组合，色彩以绿色与
蓝色为主色调，表示产品的纯净
与高品质，广告语为“和美新泰
放心农品”。值得一提的是，Lo-
go融入了新泰市众多本土元素，

比如融入了以新甫山、青云山为
代表的新泰地形特点元素、彰显
地域特色的柴汶河元素、“三圣故
里”文化元素，为新泰农产品品牌
做强提供有力的文化支撑。同
时，Logo还融入了新泰特色农产
品元素，并以非遗文化剪纸形式
作为点缀，形成元素集合，体现农
业多样性。

“我们将紧抓‘新味道’品牌
发布这一契机，深度整合区域内
的丰富农业资源，通过优化配置，
构建高效协同的农业产业链条。
同时，我们将深入挖掘特色农产
品的独特价值和文化内涵，精心
策划并推出系列创新产品线，引
进和研发先进的农业技术，提高
农产品的质量和产量，丰富市场
供给，引领消费新风尚。”新泰市
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新泰市发布“新味道”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本报8月26日讯（记者 杨
文洁）近日，泰山区泰前街道向阳
社区联合爱源托育共同举办“爱
心公益行、‘蔬’送邻里情”助农活
动，购买农户自产农产品，免费发
放给社区居民。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忙碌地向居民分发社区精心准备

的蔬菜。“社区的做法很暖心，把蔬
菜送到了我们‘家门口’。”居民王
大妈开心地告诉记者。

此次“爱心公益行、‘蔬’送邻
里情”助农活动，拉近了社区和居
民之间的距离，为农户打开了新
的销售窗口，为乡村振兴提供了
助力。

暖心蔬菜进社区

■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向居民发放蔬菜。 通讯员供图

特色产业“百花齐放”村集体增收有门路
本报 8月 26 日讯（记者 郑凯

通讯员 纪宗玉 宋明志 于学山）
“我们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种植苦
瓜，并与种子公司签订了合同。种子
回收价格是每公斤80元，一亩地能产
75 公斤种子，这样收入就是 6000
元。”肥城市湖屯镇钱新村党支部书记
钱永林说，合作社还种植鲜食玉米、瓜
子黄杨，一年能帮助村集体增收10万
余元。钱新村对内整合资源，对外嫁
接市场，流转土地30余亩，建起拱棚
20 个，采取轮作模式种植特色农
产品。

在湖屯镇李家寨村藕虾混养基
地，放眼望去，一朵朵莲花粉红淡雅，

一个个翠绿的莲蓬包裹着肥硕的莲
子，工人穿行在塘内，熟练地将莲蓬采
下装进背篓。据了解，李家寨村依托
采煤塌陷地综合治理项目，把藕虾混
养作为推动农民增收的特色产业，形
成了夏赏莲花、冬收莲藕的“荷塘经
济”。“目前，工人正在采收莲蓬，可以
一直采摘到10月。今年仅莲蓬采摘
这一项，就能帮助村集体增收12万余
元，除了采摘莲蓬，我们还在藕池内养
殖了小龙虾、泥鳅，进一步增加村集体
收入。”李家寨村党支部书记李洪村
说。湖屯镇党委组织委员、统战委员
石君楠介绍，目前，湖屯镇已形成金丝
皇菊、羊肚菌、藕虾混养等特色产业，

实现了以特色产业助力乡村全面
振兴。

走进肥城市石横镇南大留村，大
片艾草青翠浓密，微风拂过，阵阵清香
扑面而来，沁人心脾。在位于村边的
艾草加工车间内，工人正忙着加工艾
绒等艾草深加工产品。“艾绒附加值
高，带来的收益很不错。”山东金宏康
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泗军
说。目前，南大留村建成了集艾草种
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
不仅增加了村民和村集体的收入，还
将过去的塌陷地变成了现在的“聚宝
盆”。南大留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张晓光说：“通过与金宏康公司合

作，村里每年能分红10万元左右。”据
了解，石横镇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
拓宽群众致富路。截至目前，该镇通
过发展鲜食玉米、四合牌萝卜、石横牌
韭菜、“岱下康艾”艾草种植加工等特
色产业，每年可实现经济效益9000余
万元。

肥城市把发展特色产业作为推动
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发展的重中
之重，按照“一村一品”发展方向，盘活
各村现有资源，变“输血”为“造血”，拓
宽群众致富路，带动乡村经济多元化
发展。一幅生态环境优美、产业高度
融合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正在肥城徐徐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