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10月24日 星期三
电子邮箱：bzrb@163.com
滨州网网址：www.binzhouw.com民生新闻4 责任编辑：李鹏飞 肖静

电话：3186761

滨
州
网
手
机
客
户
端

这里是钱正英曾策马治黄的地
方，这里有大禹擒龙治水的传说，这
里能坐着小火车赏十里荷塘，这里正
打造沿黄的“金腰带”——这里就是
滨城区梁才街道。

作为省级旅游强乡镇，梁才沿黄
9.8 公里，正着力打造沿黄休闲观光
农业带。其“沿黄休闲采摘”越来越
热闹，每年的草莓、火龙果等各类采
摘节，吸引大批游客到此休闲、游玩、
采摘。2016 年，梁才引进总投资
3000万元的国昌黄河生态园项目，累
计建成佳禾农庄、张王无公害采摘
园、禾家风尚、腾达农庄、小高花卉
园、一绿农庄等十余处景点化农业园
区，引入冬季草莓、冰淇淋西瓜、火龙
果、红龙果等多种高档水果品种，在
全市率先实现一年三季赏花、四季采
摘，成为市民近郊游、亲农游、采摘游
的首选之地。

以建设“沿黄特色小镇、休闲采
摘乐园”为目标，梁才着力把黄河沿
岸打造成生态长廊、经济长廊、休闲
长廊，对黄河沿岸“整装升级”，打造

“自然风光与人文历史融为一体，现
代农业与休闲观光相融并进，乡村风
韵与城市景观相得益彰”的沿黄“金
腰带”。

今天，我们走进梁才，细瞧瞧那
里的人文旅游资源。

沿黄故事：
25岁的钱正英曾住在孙

家楼，她腰扎武装带，身挎盒
子枪，骑着大白马治黄剿匪

1948年，初夏，黄昏，夕阳斜照，
那条宽阔的“金色绸缎”闪闪发光。
在河滩里的高台上，民居处处飘出炊
烟——母亲河的景色何其美也！

“砰！砰！砰砰砰！”枪声，瞬间
打破寂静！有个骑兵飞驰而来。她，
短发，绑腿，腰扎武装带，身挎盒子
枪，左手牵缰绳，右手执马鞭——她
正是时任山东省河务局副局长的钱
正英。据《山东黄河志》记载，1946年
5 月 22 日，山东省河务局成立，正在
三野忙于架桥铺路的钱正英，奉命调
来任职。

那时的钱正英，年轻漂亮，常被
人看作“黄毛丫头”。但一经相熟，就
都知道，她爱骑马好打枪，带着南方
口音，开会不念稿，是村民眼中“神
仙”一般的人物，是绝对的女英雄。
这样的人，只在戏里演过，谁在现实
中见过？！

“钱部长当时就住在村里那个举

人楼里，一道道命令从这里传出去。
俺五叔孙永福说过，她是神枪手啊，
在黑影里能拆枪、装枪。骑马也好，
再难驯的马到她手里也听话。训练
中，就是马再快，也不影响她双手开
枪。”孙家楼村民孙诗风说。

“那时，黄河南就是国民党反动
派，他们隔着黄河扔炸弹。有天晚
上，省河务局刚亮灯，准备发车，一个
炮弹就飞过来了，正好落在附近的一
口井里！”孙诗风说，在那个战争年
代，钱正英不光要领导治黄，还要带
兵剿匪，抵御国民党军的进攻。对村
民，钱正英则落落大方、平易近人，有
一点空就带着士兵给村民挑水、扫院
子。而老百姓则腾出正房、新房给他
们居住。

沿黄村居：
从龙井、龙庙的传说到

农耕园、篱笆长廊和满村墙
画，龙王崖等村居变身黄河
风情村

传说，大禹奉命治理黄河，修千
里而不治，蹲在岸边发愁。忽然，他发
现黄河里有一条黑龙由西向东游
去。黄河水骤然上涨，水漫黄河大堤。

大禹恍然大悟,治理黄河必先擒
得此黑龙。于是，大禹与众人设圈套
擒龙。此黑龙游走黄河由西向东入
海，一路不停很难抓获。大禹每日观
黑龙，发现黑龙不喝黄河之水，每次
到达入海口附近便饮一古井之水解
渴。大禹与众人埋伏于古井附近，趁

黑龙饮水之时，大禹将手中木锹抛到
黄河中，木锹顿时化作一大土崖横在
龙道上，黑龙看龙道一堵便腾空而起
改道他方。黄河水患从此杜绝。自
此，此地便称“龙王崖”，黑龙饮水古
井称“龙井”。

据说，此井神奇，千年不枯，落人
落畜不伤，水质甘甜，并留下“饮龙井
水出状元”的传说。黑龙改道后还经
常来“龙王崖”村怒吼，村民报告给大
禹，大禹建镇龙庙铸造大铁钟，每当
黑龙怒吼村民便敲钟镇龙。

今天，镇龙庙、大铁钟早已不见，
但“龙井”仍在，故事仍在。

在传说基础上，结合美丽生态，
近年，梁才街道重点建设龙王崖、后
刘、张王、大郑4个美丽乡村，与沿黄
开发建设相结合，打造黄河沿岸的美
丽“明珠”。

如龙王崖村结合沿黄开发建设，
在骑行绿道附近，打造农耕园景点，
以彩绘墙体图、木质造型和农耕工具
实物展示为主，彰显沿黄特色。在村
内建设篱笆长廊，竹篱笆造型型似龙
鳞，与村名、龙文化和农耕文化相结
合，打造“精神堡垒”观赏点。在完成
墙体粉刷的基础上，辅以彩绘、浮雕
立体画，凸显黄河四季农耕、丰收、庆
典文化，展现劳动人民的美好生活。

沿黄旅游：
十里荷塘景区设计“四

季主题荷花”彰显荷文化，
游人可乘坐多种交通工具

尽揽荷塘之美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别样红。”夏日的十里荷塘如诗如
画，望不到边的荷塘里荷叶田田，
花蕾迎风，韵味十足。

十里荷塘景区是滨城区 2017
年全区重点旅游项目，是“沿黄生
态景观带”的标志性工程。景区荷
塘面积达500亩，种植波中月影、白
洋淀红莲、晓月凉风等 26 种观赏
荷花 7 万余株，景区及车行道沿线
种植油葵 3000 余亩。同时，还有
13.66 米高的荷花仙子雕塑，有观
景栈道、黄河水车、休闲凉亭等小
品构筑物，同时设计了花海堤岸，
提供室外婚礼场地，营造了浪漫的
现代婚礼环境。而观光小火车、荷
塘画舫、游览车、多人观光自行车
的使用，也方便了游客尽享荷塘风
情。

景区设计了“四季主题荷花”，
彰显荷文化。春种——种荷，开辟
一处荷花引种实验地，进行荷花品
种的引种实验；在各个池塘之中种
植不同品种的荷花和莲花，使品种
多元化。夏赏——赏荷，荷塘中架
设的木栈道、浮桥作为观荷长廊，
方便游客摄影、观赏荷花。秋收
——采荷，设置泛舟采荷、藕池挖
藕等项目，使游客体会农事丰收的
喜悦。冬养——养荷，推动荷花的
养生主题，大力发展荷花养生膳
食，以此突出十里荷塘的特色养生
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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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城区梁才街道：

人文资源“添彩”美丽乡村 沿黄景观难舍“十里荷塘”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刘清春 通讯员 张光彩

① 秋 日 的 十 里 荷
塘。

②美丽乡村龙王崖
村的巨型墙体画成风
景。

③孙家楼赶马的老
把式回忆钱正英故事助
力沿黄旅游。

①①

③③②②

九九重阳节，想起离别的亲人，思
念涌上心头；对于阴阳相隔的家人，心
头充满缅怀；但对于不知身处天涯何
处的亲人，心里更多的是期盼，期盼着
重聚团圆。今年重阳节，在滨州市救
助管理站的帮助下，已离家近20年的
姜芝河老人圆了回家的梦。

身患智力障碍的他大雾天
意外走丢，家人四处寻找未果

1999 年，潍坊寿光市古城乡菴头
村走失了一名48岁的中年男子，名叫
姜芝河，从小患有智力障碍。

“那天下着大雾，我带着俺哥去赶
集，不小心迷路走失了。”姜芝河的弟
弟姜思厚说，哥哥走丢后，一家人急得
到处寻找，还特意到寿光电视台登了
寻人启事，但是一直都没有找到。因为
姜芝河患有智力障碍，未婚，所以他一
直跟着母亲生活。母亲去世后，姜芝河
就一直跟着弟弟姜思厚一家生活。

姜芝河走丢了，在菴头村里，他成了
仅能在村民口中回忆起来的人。他是否
还活着？又在哪里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市救助站接到群众热
线，在北外环救助一名疑似
智力障碍老人

2017 年 12 月 6 日，滨州市救助管
理站“寒冬送温暖”专项行动正在进
行。晚上8点左右，一名热心群众打来
电话称，在北外环高速三号口附近有
一名流浪老人。工作人员立即开着救
助车到达救助地点，发现一名身穿黑
色中山装，戴着黑色帽子，穿着黑色棉
鞋的老人正坐在路边。

“当时他穿的衣服不是很脏，也不
破，我们初步判断可能是附近村子里
走丢的。”滨州市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
张亚迪说，老人疑似老年痴呆或有精
神疾病，至于名字、家人、家庭住址等
都答不出来。

“当时站里发布了寻亲启事，在微
信公众号、全国寻亲网、头条寻人等平
台上都发布了。但是一直没有反馈。”
张亚迪说，随后这名老人就被送往市
优抚医院进行治疗，并给这位老人编
号“市2017120602”。

多种方式为其寻亲均无
进展，因长期滞留办理落户
手续成为滨州市民

根据滨州市救助管理站寻亲工作
要求，工作人员每周都会定期到托养
机构对滞留受助人员进行回访，询问
受助对象的治疗进展、身体和精神情
况、生活问题等，并与受助对象进行问
询、对话。“市 2017120602”一直都说

“想回家”，但是每次对话都不能获取
有效的信息。

“我们也给他进行了DNA比对和

人像比对，也在当地的媒体上发布了寻
亲公告，但是都没有结果。”张亚迪说，
所有的寻亲方式都进行了尝试，但“市
2017120602”的寻亲一直没有进展。因
为长期滞留，滨州市救助管理站为他办
理了落户手续，让他成了滨州市民。

通过小溪办事栏目再次
尝试寻亲，意外获得线索，寻
亲有了转机

难道“市2017120602”又要像那些
长期滞留救助管理站的流浪乞讨人员
一样，一直不能和家人团聚吗？滨州
市救助管理站的工作人员不想放弃。

“因为他一直说‘想回家’，而且还
能多多少少回忆起一些东西，听口音
不像是省外的，所以我们觉得应该再
试一试。”张亚迪说，站上给山东齐鲁
电视台的小溪办事栏目打了电话，希
望能通过这档栏目让全省的人都能关
注，从中找到寻亲线索。

10月12日，小溪办事特派员来到
滨州市救助管理站，与老人进行了对
话。通过前后拼凑，“市 2017120602”
说的基本信息是：家中有一儿一女，女
儿小名叫阳阳，是个哑巴；老伴已经去
世了；家里之前卖过豆腐。

没想到，节目播出后，寿光市菴头
村的村民打电话说，这位无名氏老人
像他们村走丢了近20年的姜芝河，尤
其是声音很像。

为了证实这两位老人到底是不是
同一个人，滨州市救助管理站和菴头
村村民姜芝河的弟弟姜思厚进行了视
频连线。见到姜思厚，工作人员问老人
认不认识视频里的人，无名氏老人一直
说“认得，认得”。见到村里的其他村

民，老人也一直说“认得”，但是叫不出
他们是谁。一位村民为了验证，还说姜
芝河曾在队里铡过草，问他是否记得铡
草机，无名氏老人也说“记得”。

试送后确认身份，“市
2017120602”正是已走失近
20年的姜芝河

或许，“市 2017120602”真的是走
丢了近20年的姜芝河？滨州市救助管
理站的工作人员决定试送核实一下。

10月17日，市救助管理站工作人
员带着无名氏老人来到潍坊寿光市古
城乡菴头村。村里三十多口人聚集在
村子主干道上，老人一下车，就有村民
接连说“是啊，就是啊”。看到了姜思
厚和婶子，老人脸上笑着说“认得，认
得”。在家门口，见到了姜思厚的姐
姐，是一位哑巴。姐姐握着老人的手，
嘴里一直“啊啊”地说着。

至此，可以确认“市 2017120602”
就是姜芝河。至于他之前所说的“一
儿一女”，其实是记忆出现了偏差，应
该说的是自己的哑巴姐姐和侄子。而
对于自己走失之后、救助之前的经历，
姜芝河也无法说清。

回到家中，姜思厚问老人，“你在
外面干什么来啊？”“掰棒子。”村民又
问到，“你还记得铡草机吗？”老人用手
势比划着铡草的动作，嘴里说着：“记
得，记得。”

当被问起哥哥有那些变化时，姜思
厚说，“就是看上去老了，背驼了。”虽然离
别近20年，皱纹爬上了脸，身体也不如从
前，但是家人的模样一直都在心里。
恰巧这天正是九九重阳节，老有所养、老
有所依、老有所乐是最美好的寓意。

滨州市救助管理站通过多种方式为无名氏老人寻亲

走失20年后 寿光村民姜芝河重享团圆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张猛猛 通讯员 刘飞鹏 王茜茜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
向春 通讯员 李国勇 曹先奎 报道）
为净化校园环境，增强广大师生识
别邪教、抵制邪教的能力，维护校
园稳定，近日，滨州经济技术开发
区树人学校开展了以“崇尚科学、
反对邪教”为主题的反邪教系列主
题教育活动。

除了举行升国旗仪式暨“崇尚
科学 反对邪教”主题教育活动外，
学校德育处还针对全校师生进行反
邪教集中培训，介绍了“什么是邪
教”“邪教的危害”“如何抵制邪教”
等基本常识，普及了科学知识，传播
了科学思想。同时，各班级结合学
校的实际情况召开了主题班会。

经过长时间准备和制作，日
前，滨州实验学校2016级2班以小
组为单位开展的“我心目中的中国
门”展示评价活动举行。

展示围绕制作材料、制作过程
和寓意表达三个部分，由组长或其

他小组成员上台解说，然后由其余
同学进行投票评选，并进行最后的
表彰。最后，班主任为第一名的五
组，第二名的七组，第三名的八组
颁发奖品，拍照留念。（滨州日报/滨
州网通讯员 李莎 摄影）

树人学校开展
系列活动“反邪教”

展示“我心目中的中国门”

金阳十里堡村老幼受捐助
滨州日报/滨州网阳信讯（通讯

员 林世军 报道）10 月 21 日，阳信
县金阳街道十里堡村的文体广场
上暖意融融。该村23名小学生、22
名70岁以上老人，以及5名80岁以
上老人收到了爱心礼包，总价值
6000余元。当日，村民门还接受了

免费健康查体。
据了解，本次爱心公益捐助活

动由该县县委宣传部驻村“第一书
记”积极协调，县红十字会携手中
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阳信支公司联合开展。

为增强群众网络风险防范意
识，构建和谐支付环境，近期，齐商
银行滨州阳信支行多次组织开展

“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宣传活动。
工作人员重点针对群众关心

的如何防范电信诈骗、支付诈骗、

指纹识别诈骗及网购诈骗等相关
问题进行了耐心解答。活动期间，
共发放宣传折页100 余份，宣传讲
解200余人次。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马
雪雪 赵凯 摄影）

开展防电信诈骗宣传
构建和谐支付环境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刘
清春 通讯员 薛坤 报道）近日，《中
国文化报》刊文点赞滨州小戏发
展，对博兴扽腔、沾化渔鼓戏作了
重点介绍，并引述了我市剧作家王
新生的观点。

该文刊在《中国文化报》2018
年 10 月 12 日二版头条位置，题为

《要生活化，也要追求艺术性——
第三届山东小型戏剧新创作优秀
作品展演观察》。该文称，该展演
在山东省滨州市举办，既是对山东
省小戏创作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
也全方位呈现了当前山东小型戏
剧的创演情况及剧目、人才的现状
和问题。该文认为，在展演中，原
创小戏引发观众共鸣，基层院团有
了用武之地。

该文对我市博兴扽腔作品作
了分析，并表示肯定。文章写道：

“由滨州市博兴县扽腔剧团创排的
扽腔小戏《罚镇长》，讲述新镇长上
任治理农村‘脏、乱、差’，却意外发
现对抗管理、公然违规之人竟是自
己的婆婆，由此引发了有关伦理和
公平的讨论。‘小戏虽小却能量大，
要在规定场景内完成故事，并给予
观众一定启示，创作难度不小。’该
团团长周瑞介绍，立足剧种本体，
聚焦新农村建设等当下热点，该团
近年来相继推出了《好亲家》、《廉
政灶》等8部扽腔小戏，让小剧种走
出乡野，走上了大舞台。”

该文介绍，参演作品《二蛋闹
牛》是滨州市阳信县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和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后创
排的首部原创小戏，已多次深入乡
村演出。“在推出原创剧目的同时，
我们还整理恢复了《杀庙》、《白虎
帐》等东路梆子传统戏，既通过对
老艺人的抢救性记录深挖了传统，
又以新剧目、新形式吸引了当代观
众。”该中心主任李双印介绍，目前
中心以剧目创作整理和理论研究
为两翼，使原本濒危的东路梆子逐
步走出沉寂。

该文还重点介绍了沾化渔鼓
戏。文章说，从2015 年起，滨州市
沾化区渔鼓戏剧团先后创作《墙
角》、《村里有个烂筐子》等小戏，并
连获国家艺术基金资助。“我们坚
信，有作为就有地位。在继承传统、
坚持创作的前提下，渔鼓戏进入良
性传承，近年来，区里为剧团分配了
占地2000平方米的办公楼，新增3
个事业编制，大大激发了剧团的内
生动力。”该团负责人王春贞说。

该文作者还采访了滨州剧作
家王新生。文章介绍，王新生是此
次展演中渔鼓戏《老邪上任》、东路
梆子《二蛋闹牛》的编剧。他认为，
源于生活不是照搬生活、图解政
策，无论大戏还是小戏、无论历史
题材还是现实题材，创作中均不可
少了现代意识，如对人性的发掘、
对古往今来共通情感的表达等。
王新生建议，在研讨小戏创作的同
时，山东还应形成有效的剧目评
论、交流机制，从而为创作更多优
秀作品提供全面保障。

《中国文化报》刊文
点赞滨州小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