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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5月15日讯(通讯员
颜雨梦 ) 许庄街道响应上级

号召，提早部署防汛备汛工作，
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
措，抓早抓细抓实防汛备汛各项
措施，保障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

夯实防汛主体责任。街道组
建防汛备汛工作小组，依托“街
道—社区”两级组织架构，街道
成立6 0人的应急队伍，每个村
(社区)组建不少于20人的防汛
救灾队伍。组织村居书记、物业
公司、相关科室人员开展防汛
培训，强化责任意识。发动各社
区、村居聚焦辖区内重点工作
点位，将责任落实贯穿防汛工
作的全过程、各层级，到岗到
人，扎实做好监测预警、风险摸
排、值守上报、现场救灾等各项

工作，筑牢责任堤坝，确保各项
工作扎实、有序、高效推进，尽
最大努力保护好人民群众的生
命财产安全。

加强防汛物资储备。在物资
保障方面，沙袋、雨衣、雨靴、铁
锹、各类移动警示标志等防汛基
础物资足额配备，提前发放到社
区。在重点防汛排涝区域，做好救
援设施(救生衣、救生圈)、排水设
备(泵车)及防汛物资(阻水沙袋、
警示标识等)的预置，以应对突发
性暴雨。按照“宁可备而不用，不
可用时无备”的原则，做足提前
量，提高从容度。

开展防汛应急演练。以“演”
促防，以“练”备汛。结合街道实际
情况，围绕险情突发、上报灾情、
紧急撤退、应急抢险、伤员救护等
方面内容，开展受灾群众紧急疏

散转移安置、伤员救护、安抚群众
等演练工作。

严查防汛排涝隐患。街道对
辖区内老旧小区和背街小巷的危
险区域、危险地段，危房危墙、低
洼积水隐患，不分大小、不放过一
处死角，进行拉网式排查。对排查
中发现的新增隐患点及时造册登
记，建立和完善隐患台账，确保排
查工作不走形式、不留死角、不存
隐患。

强化防汛宣传教育。在辖区
内开展防汛常识宣传教育，通过
社区宣讲、公众号推送等方式线
上线下相结合，让居民了解防汛
减灾相关常识。同时，通过微信
群、公众号提醒居民时刻关注天
气预报，掌握暴雨最新消息，并做
好暴雨来临后的转移准备，避免
生命和财产受到损失。

本报济宁5月15日讯(通

讯员 王香凝) 近日，教育

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研究

所公布了“2022年度校本课

程建设典型案例遴选活动

结果”，太白湖新区石桥第

二小学《让红色基因在校园

“红”起来》案例从全国3933

项案例中脱颖而出，成为全

市小学唯一上榜典型案例

在全国推广。

5月10日，教育部课程教

材研究所校本课程典型案

例汇编授权仪式在太白湖

新区石桥第二小学举行，基

础教育课程资源网专家、济

宁市教科院、区教育分局相

关科室负责人参加授权签

约仪式。授权仪式上，基础

教育课程资源网专家向石

桥第二小学校长颁发一线

课程专家聘书。

下一步，太白湖新区教育

分局将持续完善区域校本课

程建设，从学校整体规划与办

学特色、学科知识与课程延

伸、社会资源与课程开发、区

域保障与机制创新等多个维

度，深入研究实践，在课程建

设中实现优质均衡发展，取得

更加丰硕的成果，促进太白湖

新区教育高质量发展。

30多道工序，匠心“竹”造鸟笼
太白湖新区石桥镇鸟笼手艺人四代传承传统工艺

太白湖新区这所小学

典型案例在全国推广

防汛物资提前备足备好
许庄街道守牢群众安全底线

选材很苛刻
坚守传统手工制作

循着悠扬的板胡声，走进石

桥镇靳庄村一处农家小院中，院

子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鸟笼，手

工制作台上摆放着各种工具，韩

四勇和父亲韩继福手持木钻将

一根竹条固定于木凳上，不时调

整钻头，片刻间就在竹条上钻出

了几孔眼。

“制作鸟笼有很多讲究，最

看重的就是材料和工艺，制作鸟

笼的材料就是竹子。”韩四勇说，

别看小小的鸟笼，制作起来非常

有讲究，从选材开始就容不得一

丝马虎。“我都是选用7年以上的

毛竹。”韩四勇介绍，因为竹子本

身有韧性，要经过破材、蒸、煮、

盘、定型、矫形等30多道工序，反

复地将其盘圆了，且接口处不留

痕迹，表面也要光滑、手感好。

“做一个普通鸟笼需要2—3
天，对手工制作者的要求很高，

没有耐心不行。”韩四勇说，根据

需要选准尺寸，劈成小料，用手

工刨，处理好尺寸，再将竹条的

表面做成弧形。

处理完毕，韩四勇用手钻对

每根竹条进行打孔。他告诉记

者，古老的手钻现在早已被机器

代替，但是家里还是留了两把，

用手钻打孔方能追忆鸟笼手工

艺传承的精髓。

如果不用雕刻图案，做成素

笼，就可以直接组装成鸟笼。如

果客户需要，韩四勇则要在这些

小料表面用刻刀雕刻花纹和图

案。小料上可以雕刻双龙戏珠、

花鸟虫鱼等，雕刻完图案，最后

一步就是将鸟笼组装起来，半天

的工夫就够了。

而制作鸟笼所用的各种竹

子看似相同，其实并不一样，以

至于每一种鸟的笼子在细微之

处也有千差万别。韩四勇告诉记

者，鸟笼由笼架、笼圈、笼条、笼

门、笼底等大大小小上百个小零

件组成，每个都不能有差错。“什

么鸟用什么样的笼子，尺寸、比

例、笼条之间的距离都是不一样

的，如画眉笼、百灵笼、绣眼儿笼

等，完全是按照鸟的体型大小、

身材比例来分，这样鸟放进去才

好看。”韩四勇现在做的鸟笼基

本上都是根据客户要求量身定

做。一个星期下来，只能做两三

个鸟笼。

手艺传四代
用心做好每个鸟笼

“制作鸟笼一坐就得两三个

钟头，要全神贯注、精益求精，否

则会影响鸟笼的品质。”韩四勇

告诉记者，除了鸟笼上的金属挂

钩外，整个鸟笼都是手工制作，

所以每个鸟笼都是“独一无二”

的。

韩家鸟笼制作手艺可以说

是“自学成才”。20世纪40年代，

韩四勇曾祖父背井离乡，到素有

“毛竹之乡”的安徽省六安市霍

山县学习竹器编扎。1942年，为

躲避战乱，曾祖父回到了老家，

以制作农用家用竹器器皿养家

糊口。
20世纪80年代，当时还是学

生的韩四勇除了上学外，课余时

间就跟随爷爷、父亲学习竹器编

扎手艺。随着物质生活的提高，

塑料制品代替了竹器制品，韩四

勇的爷爷和父亲便琢磨着自己

做个鸟笼，没想到，做出来的鸟

笼很精美，不少人还提出了购买

意向。此后，韩家制作的鸟笼从

送朋友赏玩开始，慢慢发展到集

市上销售。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
代初，以韩四勇爷爷、五叔、父亲

为主制作的韩家鸟笼在济宁周

边享有盛誉，曾多次受邀在济宁

多个县区文化馆参展并多次拿

奖。

济宁周边的花鸟鱼虫市场，

在韩四勇的记忆里是父亲和爷

爷常去光顾的地方。谁的鸟笼做

得好，哪里的鸟笼比较精致，这

些谈资都由当年在花鸟鱼市卖

鸟笼的父亲回家讲给他听，当得

知大家一致夸奖他们家的鸟笼

工艺精美时，韩四勇就引以为

傲，暗自下定了传承这门手艺的

决心。

“当时在靳庄村，制作鸟类

的家庭多达十几家，后来在市场

经济的大潮的冲击下，大家都另

寻他路，只有父亲坚持了下来，

而且持续到了现在。”现在，已过

不惑之年的韩四勇打算把这门

手艺传承给儿子，这是一门枯燥

的技术活儿，培养不容易，坚持

下来更不容易，一旦没人继承，

可能就会失传。所以他引导儿子

学习编制鸟笼技艺，能让儿子逐

渐喜欢上编制鸟笼这门手艺，韩

四勇感到非常欣慰：“我们父子

俩一起扛起韩家鸟笼传承的重

任。在今后的技艺传承中，我们

将更加注重技法的保护和传承，

让这门精美技艺一代代传承下

去。”

记者 邓超 王浩然 通讯员 武海涛

“一个鸟笼，需要将竹条蒸煮、打孔、盘圈、打磨等多项工序，一个上等鸟笼则需一个星期甚至一
个月。”韩四勇从小就跟父亲学艺，对鸟笼制作了如指掌，在外人看来非常枯燥，可他乐在其中。他
说，“制作鸟笼，不仅要有技艺，还要有创新。”作为韩家鸟笼制作技艺第四代传人，在石桥镇靳庄村
韩四勇的家里，一个个精巧的鸟笼成为十里八乡有名的“畅销品”。

韩四勇和父亲正在制作鸟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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