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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宋祖锋

花样馒头造型100多种
成喜庆节日必需品

在即墨区田横镇西王村岛里大馒头
合作社的生产车间，整个车间弥漫着一
股浓浓的麦香。在制作车间里，几名农家
巧妇正在揉捏制作馒头，旁边则摆放着
揉捏好的玫瑰花、元宝、葫芦、福袋等形
态各异的馒头造型。揉捏好的馒头经过
醒面后，放入蒸锅中，40分钟后，热气腾
腾的馒头蒸熟出锅，经过自然冷却后，再
根据客户需求开始摆造型。

“你看，这几个馒头多俊啊！”前来订
购馒头的客户看到刚刚做好的婚庆馒
头，赞不绝口。记者看到，这组婚庆馒头
共有8个，每个馒头使用可食用的面塑进
行造型，8个馒头摆在一起组成“百年好
合，永结同心”祝福语，然后在每个馒头
上还有龙、凤、梅花鹿、飞鸟、花朵、枝叶
等各种不同的造型，惟妙惟肖，栩栩如
生。“现在这样的婚庆馒头很受当地人喜
爱，基本上都要提前一个月订做。”现场
正在进行馒头造型的合作社员工吴素贞
说，在当地人眼中，岛里大馒头如今不再
是餐桌上的普通面食，而是已经成为婚
庆嫁娶、老人祝寿、宝宝贺喜等喜庆日子
必不可少的“稀罕物”。

记者了解到，这样一组婚庆馒头市
场售价300多元，是普通馒头价格的四五
倍。目前，合作社可以根据客户的不同需
求，制作100多种造型不一、代表不同寓
意的花样馒头，到了高峰期，每天可以接
到20多个订单，产品供不应求。

依托电商平台
产品远销北京等地

岛里大馒头在当地有着悠久的制作
历史，但大都造型简单、形态单一。近年
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已经跟不上村
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田横镇西王村
党支部书记吴显竹看在眼里，他决定另
辟蹊径，对岛里大馒头进行创新改造，赋
予馒头更多的美好寓意，让岛里大馒头
焕发生机。

2018年，西王村正式注册成立了“岛
里大馒头专业合作社”，以传统石磨加工
全麦面粉，制作销售岛里馒头等特色农

产品，并依托“电商合作社”为主要销售
渠道。“我们的馒头都是采用周边村民种
植的小麦，纯手工制作，麦香浓郁可口。”
吴显竹介绍。西王村有着历史悠久的传统

“花馍”制作技艺，合作社成立后，他们组
建起石磨面粉生产线，并且发展自己的小
麦种植基地，从种植到馒头加工形成完整
的产业链，并根据婚庆嫁娶、老人祝寿、宝
宝贺喜等喜庆活动，加工出形式多样、惟
妙惟肖、可观可食的各种绿色无公害“花
馍”，并通过电商平台远销全国各地，成为
西王村农民增收致富的新路径。

寿桃、元宝、圣虫、年鱼、生日馒头、
婚庆馒头、百日馒头……在合作社里，刚
刚出锅的样式繁多、琳琅满目的花馍摆
放在货架上。“你看，这个刚刚做好的祝
寿馒头有20斤重，一个馒头就能卖400多
元。”吴显竹介绍，合作社可以根据客户
的不同需求订做花样馒头，馒头价格根
据款式、重量分为不同等级。借助电商平
台，馒头更是远销北京等地，预计今年整
个合作社销售额达到150多万元。

家门口月入3000多元
人人免费分股

合作社红火了，村民也跟着富起来。
西王村村民李旭波在合作社成立伊始就
被吸纳进合作社从事技术工作，“每天在
家门口上班，一个月能挣3000多元，甭提
有多高兴了。”在西王村馒头合作社，像李
旭波一样的生产员工有20多名，他们都是
本村或者周边村庄的村民，每个月能有
3000多元的收入。在合作社里，村民除了
是员工，还是股东。“股份都是免费分给我
们，这种好事上哪儿找。”李旭波说。

据悉，西王村馒头合作社成立的初
衷就是通过产业引领村民增收致富，助
力乡村振兴。“每个村民在合作社都持有
股份，人人都是股东。”吴显竹说，合作社
由西王村党支部牵头成立，坚持支部领
导、农民主体、社会参与、全民共享的原
则，设置“四维一体”的股权架构，股权包
括集体股、社会股、村民股和员工股，村
委将股份免费发给村民，人人参与、一人
一股，不但能提高生产积极性，同时也拓
宽了合作社的销路。“我们计划用3年时
间将岛里大馒头打出名气，成为青岛知
名的品牌。”吴显竹说，下一步，合作社计
划在青岛、即墨分别设立岛里大馒头专
卖店，提升品牌知名度。

一个个普通的“饽饽”在农家巧妇的揉捏下，成为一件件争奇斗艳的“艺术品”。两
年前，青岛市即墨区田横镇成立的馒头专业合作社，对传统馒头产业进行升级改造，
打造出100多个品种花样、代表不同美好寓意的馒头，成为市民争相购买的稀奇物。如
今，合作社年销售额达到150多万元，不但打出了名气，还免费给村民分发股份，小小
馒头“蒸”出了村民富裕路。

一个20斤重馒头
卖出400元

即墨西王村蒸出“花样馒头”，打开村民致富路

┩蹈登

青岛市即墨区田横镇西王村的花样馒头很受欢迎，远销北京等地。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凌文秀

两天、两个赛场，山东省首届
“齐鲁杯”演讲与朗诵大赛市赛圆
满收官。经过激烈角逐，表现优秀
的小选手成功晋级省赛。12月19
日、20日，您可以在“齐鲁杯”省赛
中继续听这些少年之声。省赛中，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将选取优秀
选手，签约为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小主播，组建齐鲁晚报小主播团。

“唐装在身，唐诗在手，祖国在
心中”，6岁小选手周琳说爱国可以
很浪漫。“我爱你年轻人的热情奔
放，中年人的深沉不惑，孩子们天真
烂漫的笑脸，老人们舞姿的婆娑。我
爱你，中国！”小选手的朗诵唤醒现
场听众流淌在血液中的家国情怀。
两天、两个赛场，大赛市赛总计八场
直播。不能到现场的网友可以通过
齐鲁壹点APP直播听这一代齐鲁少
年说。截至15日晚，八场直播播放数
据已经超过150万。很多观看直播的
网友留言评论，“小选手好棒！”“评
委点评专业又切中要害！”

“我们是中国少年，我们用骄
傲的母语，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
这是大赛中文选手们作为中国少
年的文化自信。“To worry before
the common people worries; to

enjoy only after the people can
enjoy.（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
乐而乐。）”英文组参赛选手想把中
华传统文化讲给世界听。

比赛中，小选手们带给大家
太多惊喜与感动，他们坦诚无畏
又温柔如歌，他们风华正茂，未来
可期。从钟南山到李兰娟，他们讲
述白衣披甲、逆行出征的感动。从

《我爱你中国》到《家国情怀》，他们
诵出与生俱来的家国情怀。从李白
的诗到苏轼的词，中华经典千古
风韵在这代齐鲁少年心头激荡。

跟演讲朗诵题材的宏大叙事
相比，赛场输赢是小得失，但也影响
到选手们的心情。没拿到晋级卡的
选手难免沮丧，有些自尊心强的孩
子忍不住在现场哭了。没能现场收
到晋级卡的选手不必伤心，大赛组
委会还将根据评委打分综合考评，
增补部分晋级名额。

“声”动齐鲁，语您同行。12月
19日、20日，山东省首届“齐鲁杯”
演讲与朗诵大赛将举行省赛。

本次大赛由齐鲁晚报·齐鲁
壹点和山东省演讲学会主办，柒
捌玖（济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
办。大赛是中英文赛事，主办方希
望通过本次大赛提升参赛选手的
中英文口语表达能力、锻炼演讲
与朗诵技能，同时讲好中国故事。

评委武传涛为选手颁发晋级卡。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邱志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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