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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6 今日枣庄

关注

底阁校园设立兴趣小组深受同学欢迎
本学期，在新课改理念的指导

下，枣庄市峄城区底阁镇中学、甘

沟小学积极开展学生的学习兴趣

小组活动。该项活动按学科类别设

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历史、地

理、物理、化学、生物、音乐、体育

和美术共14个学习兴趣小组。在

学生自愿报名的基础上分组，然

后各小组在老师的指导下于每

天的自主学习时间开展活动。活

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多彩，全面

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鼓励并

开发学生特长，张扬了学生的个

性，取得了可喜的效果。

(曹宝华 赵启虎 孙延安)

底阁举办“爱与安全同行”主题班会

为进一步深入开展“创品

牌、讲安全、树新风，办人民满意

教育”活动，让学生体会到自己

所得到的关爱并深刻理解大爱

内涵、学会并养成“快乐学习、平

安每一天”的文明风尚、加强责

任感和时代使命感。枣庄市峄城

区底阁镇王庄小学和甘沟小学

联合举行了“爱与责任同行”主

题班会。班会形式多样，有的学

生朗诵、有的歌唱，或感动流

泪，或凝神思索，师生心心相

通 ,默契和谐。班会收到了很好

的教育效果。

(曹宝华 王振花 宗克记)

底阁中学组织中学生开展“模拟法庭”活动

近日，枣庄市峄城区底阁镇

甘沟小学、谦和小学与镇法庭联

合开展了中学生“模拟法庭”活

动。参与“诉讼”的全部为在校学

生。活动中，参与“诉讼”的“小法

官”、双方“辩护人”，仪表端庄，

口齿伶俐，语言准确，对整个庭

审过程表现出较强的驾驭能力。

这次活动对广大中学生进行了

一次生动、形象的法律教育。同

时，极大地激发了师生对法律知

识的学习兴趣，有效的促进了依

法治校工作的全面开展。

该校还结合全国法制教育

宣传日之际，在该镇教委的指导

下学校先后制定了法制宣传活

动方案和宣传周活动方案，大

力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为创建

法制和谐校园的建设，打下了

良好的基础。

(王志勇 刘建中 王振花)

底阁积极开展阳光体育冬季长跑活动

在 冬 季 来 临 之 际 ，枣 庄

市 峄 城 区 底 阁 镇 运 卜 屯 小

学 、朱 官 庄 小 学 积 极 开 展 体

育课、广播操、大课间体育活

动，在广播操结束后，学校组

织 学 生 在 运 动 场 一 起 进 行 跑

操运动。

该 学 校 班 主 任 以 及 部 分

教 师 加 入 到 跑 操 运 动 的 行

列 ，使 跑 操 队 伍 显 得 井 然 有

序、异常热烈。

(郭英杰 王涛 孙言安 )

底阁镇前王小学举行安全知识讲座

近日，枣庄市峄城区底阁镇前

王小学，邀请区镇工商有关专家、

领导来校指导工作，他们就如何辨

别真假商品，远离网吧，远离传销

等知识进行了精彩的讲解，并拿出

真假商品进行实物对比。使学生在

今后的生活中辨别真假，大大增强

了防范意识和自我防范能力。

(孟凡军 杨传启 孙延安)

底阁镇中学开展冬季安全知识教育
近日，枣庄市峄城区镇政

府组织工商、安监、质检、药监、

公安、交警、教委等部门对全镇

中小学校园隐患、门口摊点、学

生租用车辆、网吧等存在的安

全问题进行了检查和清理，并

下发了整改通知书。各部门主

要负责同志还在底阁中学进行

了 专 题 讲 座 。此 项 活 动 的 开

展，有效杜绝和避免安全事故

的发生。

(孟凡军 李厚艳 晁兴旺)

底阁镇开展安全知识演讲比赛

近日，枣庄市峄城区底阁镇

教委组织有关专家，在底阁中心

小学对全镇12名教师和24名学生

参加的安全知识演讲比赛进行

了评审，参赛选手通过精彩的演

讲、感人的实例生动讲解了安全

的重要性，最终，底阁中学底阁

中心小学获得一等奖。会后，该

校还邀请了镇工商所的同志给

底阁中心校的师生上了一堂精

彩的知识讲座。

（姚强 孟凡军）

““小小小小荷荷包包，，绳绳丝丝绳绳带带
飘飘，，妹妹绣绣荷荷包包么么挂挂在在郎郎
腰腰…………””在在民民歌歌中中，，有有一一种种
小小调调叫叫《《绣绣荷荷包包》》，，大大意意是是
说说：：一一个个年年轻轻的的少少妇妇在在家家，，
忽忽然然听听到到狗狗叫叫声声，，有有人人送送
来来了了出出门门在在外外的的丈丈夫夫来来
信信，，要要她她绣绣一一个个荷荷包包袋袋。。她她
便便带带着着欣欣喜喜急急切切的的心心情情去去
找找货货郎郎，，买买绸绸选选线线。。她她几几乎乎
要要把把中中国国的的人人文文都都绣绣到到荷荷
包包中中去去，，以以寄寄托托对对丈丈夫夫的的
爱爱恋恋。。枣枣庄庄刺刺绣绣便便是是在在这这
样样的的情情感感基基础础上上发发展展起起来来
的的。。

““男男枕枕石石榴榴女女枕枕莲莲，，有有了了孩孩子子当当状状元元””

手把手一代代传承，传承人集各家之长
原生态生活类刺绣中

的传承人是今年60岁的许
培玲，十来岁时，她就跟着
奶奶做针线，奶奶许氏出
嫁后靠给大户人家做女红
维维生。

曾经，东沙河史村有一
个叫陈鹏云的老太太，针绣
活做得好，许培玲听说了，
就专门跑到老人家里，向老
人讨教针绣技艺。山亭区枣

树岭村有个刘老太太，虎头
鞋做得独特，她又专门去山
亭去讨教。她取各家之长，
以此来丰富自己的手绣技
巧和手绣种类。正因如此，
许培玲的民间手绣集鲁南
地区民间之大成，成为鲁南
民间刺绣的代表人物。

记者了解到，代表鲁南
地区“鲁绣”最高艺术水准
的枣庄刺绣——— 锦绣，在滕

州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也
就是宫廷绣，在春秋战国时
就闻名天下。枣庄刺绣、锦
绣的传承人是吴迪。

在墨乡锦绣传承艺术
中心，记者见到了正在埋头
刺绣的吴迪。采访中，记者
得知，她的娘家在滨湖镇东
屯后村，她的针绣技艺就是
跟母亲秦佳雪学的。秦佳雪
的针绣活又是她婆婆吴李

氏教的。秦佳雪说，吴李氏
的针绣活又是师从她婆婆
吴陈氏，可以说是祖辈家
传。

吴迪告诉记者,在1916

年前后，吴陈氏偶遇一个从
清宫廷遣散出宫的绣娘，当
时要饭要到她家，看到吴陈
氏心地善良，女红活做得
好，便在她家住下了，把她
会得宫廷绣活都教给了吴

陈氏，不光是丝绣，还有发
丝绣。用人发刺绣始于盛
唐，是鲁绣最有代表性的绣
法。发丝绣以人发和丝线相
结合，经手工绣制而成，善
于表现人物和中国画。其绣
工精细，绣制的人物、鸟兽
惟妙惟肖，给人以呼之欲出
的感觉。吴陈氏就这样把学
到的宫廷绣活一代一代传
下来了。

种类、花样渐消失，枣庄刺绣传承濒危
采访中记者得知，刺绣

艺术历史悠久，早在远古时
代，就伴随着玉器、陶器和
织物而诞生。刺绣，是用彩
色丝、绒、棉线，在绸、缎、麻
葛、布帛等底布上借助针的
运行穿刺，从而构成花纹、

图像或文字，古籍中称为"

针"或"女红"。刺绣是画缋的
姊妹艺术。最初的刺绣又和
美丽的丝织锦缎并列，统称
为“锦绣"。

“鲁绣”是历史文献中
记载最早的一个绣种，系中

国八大名绣之一。地处鲁南
的滕州，是北辛文化的发源
地。而在枣庄和滕州境内的

“鲁绣”绣品，也因此称为枣
庄刺绣。枣庄刺绣在民间绣
品中是艺术性最高的刺绣，
又称丝绣，就是在绸缎、布

帛和现代化纤织物等材料
上，用丝、绒、棉等各种彩色
线，凭借一根细小钢针的上
下穿刺运动，构成各种优美
图象、花纹或文字的工艺。
枣庄刺绣已被列入第三批
市级传统技艺非遗名录。

不过，枣庄刺绣这种
民间手工艺已近濒危状
况，目前，会做猫头鞋、会
手绣的人越来越少。随着
老人的逐渐老去，一些手
绣的种类、花样也在逐渐
消失。

11月26日，在滕州市
文化馆，馆长张涛告诉记
者，枣庄刺绣的作品从开
始到完成一般要经过以
下步骤：剪花样、打浆子、
糊确子和贴花样。在门类
上，枣庄刺绣可分为两大
类：一类是生产生活中还
在使用的，即原生态的；
另一类是作为工艺艺术

品，代表鲁南地区鲁绣最
高艺术是宫廷绣“锦绣”。

刺绣作品和我们的
生活息息相关，如小孩
用的猫头鞋、猪头鞋、虎
头枕、娃娃枕，虎头帽，
各种香包，妇女用的各
种头靳子，各种针扎，十
二生肖挂件，各种图样
的鞋垫等。它们的图案

都来自生活，经过艺术
提炼，剪成一个花样子。
而生活手绣就是根据这
些花样子绣的。

每一个花样都有一
个说法，比如：“鸡吃白菜
狗撵鸡，惹得蜜蜂跟着
飞，穿上能活九十七”；再
比如：“身背葫芦脚踩莲，
手拿扫帚少灾难”。喜鹊

和三个柿子的图案，取其
谐音是喜报三元。还有枕
头两边的图案，“男枕石
榴女枕莲，有了孩子当状
元”等，这些图案每一个
都有一个吉祥的寓意，说
明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
热爱和向往。枣庄刺绣有
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颜
色搭配鲜明，对比强烈，

常使用大红大绿的夸张
手法，以突出民间氛围的
吉庆祥和，热闹喜庆。

锦绣作为供我们欣
赏、收藏、馈赠亲朋，陶冶
我们的情操，美化我们的
生活，提升我们的生活品
味，锦绣工艺品中有屏
风、摆件、山水画、人物画
等等。

枣庄刺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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