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3月15日 星期五E04 城事

编辑：彭传刚 组版：颜莉

挖掘用好非遗资源，促进乡村文化振兴
看看“莱芜好人”高翔有哪些事迹值得点赞

记者 亓玉飞

作为莱芜区杨庄镇非遗研
究会负责人，高翔多年来致力
于非遗挖掘、保护和传承工作，
助力非遗产品提高知名度，扩
展销路，擦亮非遗品牌。

牵头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
研究会。通过不断走访调研，挖
掘非遗项目，撰写申报材料、拍
摄技艺制作流程，本地9项非遗
成功申报，并纳入杨庄镇非物
质文化遗产研究会。其中省级
非遗2项：糖瓜制作技艺和高家
店麻绳制作技艺；市级7项：王
银匠银饰、燕氏精锡紫砂镶嵌
技艺等。目前，研究会共吸纳会
员200余人。

投资建设非遗文化产业
园。2011年，投资10万元建成产
业园，占地400平方米，搜集、陈
列、展示原始生产工具560件、
图片1 2 0 0张。2 0 1 7年，非遗文
化产业园被省文化和旅游厅评
为第三批省级非遗生产性保护
示范基地，2019年，申报为莱芜
区杨庄镇非遗生产性保护工
坊，既是全镇非遗项目的展示
场所，也是非遗爱好者的体验
基地和活动场所。

加强对外宣传，莱芜陈楼
糖瓜走向全国。2011年，陈楼糖
瓜被当地商务局授予“莱芜名

吃”称号；2015年，邀请央视《舌
尖上的中国》摄制团队走进莱
芜，糖瓜制作技艺荣登央视，名
气在国内迅速打响；2 0 2 3年 6
月，CCTV-10《探索·发现》栏
目“家乡至味2023”专题以6分
钟时长播出陈楼糖瓜，再次荣
登央视；定期邀请新华社、山东
广播电视台、大众日报等主流
媒体宣传推介陈楼糖瓜；定期
举办技艺传承培训班和非遗进
校园等活动，已培训年轻艺人
3 0 0余人，为技艺传承储备人
才。2023年农历小年，配合莱芜
区委区政府成功举办“糖瓜贺
岁过小年”大型活动，在现场设
置非遗展区，展出省级非遗项
目陈楼糖瓜和高家店麻绳，手
艺人现场制作麻绳。新华社、大
众日报等主流媒体报道后，全
网浏览量达到20万+。

他还参加了2024春节山东
乡 村 文 化 旅 游 节“ 回 忆 家 乡

‘味’‘莱’讲幸福年”线上宣讲
活动，并作为首期宣讲人员讲述
糖瓜生产制作过程和厚重的传统
文化，《留住甜蜜乡愁味道 二十
三糖瓜粘》视频上线后，被市、区
旅局及省市各媒体广发转发，获
得一致好评。研究会邀请网络大
V-中国烹饪大师、北京烹饪协
会副秘书长《夏叔厨房》团队到
陈楼村拍摄糖瓜制作过程，作

品在抖音发布后，点赞量迅速
达到了260 . 2万。

非遗 +产业，助力百姓致
富。糖瓜产业助力乡村振兴。曾
荣登央视《舌尖上中国》的陈佃起
糖坊，因手艺人年事已高，对电商
网络销售比较陌生，研究会协调
会员进驻生产一线，通过电商渠
道帮助老手艺人打开销路，极大
提高了糖瓜销量和利润。同时，不
断探索新工艺、新技术，创新推出
系列新产品，既有传统大小的糖
瓜，也制作出比足球体积还要大
的“糖瓜王”，唤醒人们儿时记忆
的“拧枝糖”也颇受喜爱。近年来，
随着宣传影响力的不断扩大，糖
瓜品牌已被叫响，糖瓜销量和利
润逐年上升，产品销量从之前的
每年30多万斤提升到现在的100
万斤，销售额从最初每年100万
元，增长到现在的300多万元，带
动劳动力就业100余人。

挖掘红色文化，传递莱芜
声音。协助父亲挖掘红色文化，
撰写论证资料、拍摄制作视频，
经过一年多的调研、采访、取证
等，经过专家论证：兖州战役指
挥所位于杨庄镇杨庄村杨家大
院内，为杨庄镇红色文化填补
了空白。由本人起草材料，莱芜
区杨庄镇成功申报山东省生态
文化名镇，是济南市唯一入选
乡镇。

莱芜区寨里镇“第一书记”：

为打破农村刻板印象发声

今日鲁中

记者 亓玉飞 通讯员 曹军

在传统记忆里，长期以来农
村给人形成了刻板印象。随着乡
村振兴深入农村的各个角落，作
为上级部门委派的“筑梦人”，莱
芜区寨里镇“第一书记”充分发
挥乡村振兴生力军的作用，下沉
村居民巷，听民之所扰，解民之
所忧。经历时间的沉淀，这一批

“第一书记”似乎跟传统印象流
不太一样，对乡村振兴有了新的
解读，纷纷为打破农村刻板印象
发声。

“帮”与“扶”不再是主命题。
脱贫攻坚期间，“第一书记”的主
要任务是帮助消除本村贫困，作
为外部力量，旨在打破经济发展
次元壁，带有横向比较性质。自
脱贫攻坚取得胜利以来，“引”与

“领”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主基
调，“第一书记”转变为催生村内
经济发展重要内生动力，充分挖
掘本村资源优势，打通市场准入
渠道，消除信息壁垒，在纵向发
展中取得不断刷新成绩。大高庄
村“第一书记”亓桂峰，在认真调
研掌握大高庄村的自然资源、人
力资源等情况的前提下，和村两
委共同研究，确定做好“土特产”
文章，依托“大高庄烧饼”这一地
方特色品牌资源，成立大高庄食
品有限公司，响应全民直播带货
的号召，利用年货大集、抖音快
手等平台，不断扩大品牌影响
力，成为引领全镇集体经济发展

的“领头雁”。
村中小事即大事，一枝一叶

总关情。现在的驻村“第一书记”
不再是班上班下、两点一线，更
多的是融入乡村这个大家庭，以
村为家，爱惜村内的每一个角
落。路面干净、村容整洁、房屋有
序，是东鱼池村近些年来肉眼可
见的变化。作为岩溶塌陷区中心
村落，此前房屋受损严重、基础
设施陈旧，村民常年处于水深火
热之中，严重影响老百姓的人身
安全与幸福感。尤其是村内老房
屋承载着一代人起居与记忆，危
险系数高，但居民搬出意愿低。
东鱼池村“第一书记”亓玉林上
任以来，主动承担起的提升人居
环境的重任，多次前往危房户主

家里做工作，一个板凳一张嘴就
是一天，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主
动帮助村民挪物资、清理路面，
着力解决厕所改造、煤气改造等
历史遗留问题，村内焕然一新。

纵观这些年农村发生的巨
大变化，是众多“第一书记”们走
户串巷，走心入脑的结果，越来
越多的“第一书记”选择用自己的
方式为农村正名，替农村发声。正
如亓玉林所说：“我们所驻的村庄
更像是我们这一批‘第一书记’精
心呵护的小家，无论风里雨里，它
总是散发着温暖，所谓变化不会
是昙花一现，而是历久弥新，厚积
薄发。我相信，我们的工作最终将
成为打造‘宜居宜业 农桑寨里’
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记者 亓玉飞

近日，工商银行莱芜分
行举办“企业家加油站”魅丽
女神节活动。工行莱芜分行
党委书记、行长余程辉，省行
私人银行中心资深经理孙运
宽，工行莱芜分行副行长李
莹，工行莱芜分行营业部总
经理盛亮亮及企业家代表共
同为“企业家加油站”揭牌。

余程辉表示，工行莱芜
分行将严格贯彻落实中央金
融工作会议精神，坚定不移
的当好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
军，倾斜更多资源做好五篇
大文章，加快构建围绕企业
家生态圈的公私一体化服务
场景，打造客户综合化服务
平台，立足新发展格局下企
业和企业家客户日益增长的
金融服务需求，通过“企业家
加油站”公私服务的枢纽，横
向打通对家业、企业的综合
化服务，与广大企业家一同
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

活动现场，工行莱芜分
行工作人员为现场嘉宾介绍
了私人银行客户权益和实际
应用案例，大家纷纷拍照记
录，频频点头表示认同。三八

妇女节来临之际，工行莱芜
分行还精心为现场女企业
家们准备了多肉插花、团扇
DIY等魅丽女神节活动，在
授课老师的带领下大家共
同参与其中，现场洋溢着轻
松愉悦的氛围。

“通过工商银行‘企业家
加油站’这个平台，我们获得
了包括企业融资、个人资产配
置、子女教育、医疗协助、出
行、艺术品鉴等综合服务，而
且通过这个平台我们结交到
了更多得企业家朋友，感谢工
商银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这
么好的平台。”企业家代表爱
乐琴行负责人孟兆霞说。

据了解，工银私人银行
“企业家加油站”立足工银
集团优势，通过打通投融资
两端，融汇对公、对私服务
生态，聚焦传统企业家、科
创企业家、女性企业家、青
年企业家等六大客群，建立
了一站式的长效交流机制。
下一步，工商银行莱芜分行
将坚持打造“您身边的银行

可信赖的银行”不动摇，
聚焦金融所能、人民所需、
工行所长，全心全力为企业
家们做好综合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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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书记”助力乡村振兴。

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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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009年，《糖瓜制作技
艺》成功申报为山东省第二批
非物质文化遗产。

2 . 2016年，《高家店麻绳》
成功申报为省级非遗。

3 . 2017年，糖瓜文化产业
园被省文化厅评为省级非遗生
产性保护示范基地。

4 . 2022年，荣获济南市非
遗传承贡献奖。

5 . 2022年，陈楼糖瓜被区
委宣传部评为“山东手造·莱芜
优选”项目。

6 . 2023年，被市委宣传部、
市委组织部授予“宣传文化骨

干人才”称号。
7 . 2023年，被市委宣传部、

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评为
“2023济南城市软实力榜样”。

8 . 2024年，被莱芜区委宣传
部评为“莱芜好人”（敬业奉献）。

9 .陈楼糖瓜被莱芜区文旅
局评为2024“莱芜优品”最具地
方特色的旅游商品。

10 .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
文化遗产司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信息摘报》在2024年第4期

《济南推动非遗持续出圈有密
码》一文中，大篇幅点赞陈楼
糖瓜。

高翔主要事迹

高翔多年来致力于非遗挖掘、保护和传承工作，擦亮非遗品牌。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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