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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值此新春佳节来临之即，我谨
代表夏津县委、县政府、全县52万人民向关注、关怀、支持
夏津发展的各级领导、各界朋友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新春
的祝福！

2014年，是夏津县巨变的一年，旧城改造与新城拓展
并重，社区建设与旧村改貌并举，城乡建设加速推进，城
乡环境不断改善。夏津县荣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夏
津黄河故道国家森林公园、夏津九龙口国家湿地公园、中
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等四项国字号桂冠。2015年，夏津县
将从多方面下功夫：培育大产业，推动大发展，推进大建
设，构筑大民生，凝聚法治力量，打造法治政府。

新的一年，夏津围绕“突破银夏津，成就金梦想”主
题，抢抓“一圈一带”的战略机遇，以大项目构筑大体系、
大投入改善大民生、大改貌促进大提升，不背过去成绩包
袱、不受习惯做法束缚、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受现有知
识局限、不被地域思维所惑，携手开创夏津更加光辉灿烂
的美好明天！

宋楼火烧，也叫“气火烧”。历经百年相
传，清朝末年，宋楼有个做火烧的叫侯其顺。
该火烧个头大，层次多、共有6层，皮薄如纸，
食用方便，易于存放，单个火烧仅有七钱重。

“布袋鸡”是夏津的传统名吃，相传始创
于元朝，后来它传至清朝，成为“满汉全席”
主菜之一。目前，布袋鸡已被国家列入《中国
菜谱》。

夏津珍珠琪是地方传统名吃，距今已有
300多年的历史。其外形薄如纸、色如玉、小
如珠，具有开锅即熟、久煮不粘、爽滑韧嫩，
随汤入喉，和胃养脾、营养丰富、食用方便等
特点。1987年，山东省举办“名吃大会”期间，
小小珍珠琪倍受青睐。

“蒸装”是夏津人的传统风俗，迄今仍
存，即自“小年”始，人们便烹、炸、煎、蒸准备
年饭。以馒头(俗称“馍馍”)、包子及炸、煮食
品为主，另外，要炖猪、羊、牛肉及鸡、鱼等。
因春节期间，人们有串亲访友、游玩休闲的
习俗，“蒸装”便是为过春节准备的应时快
餐。在春节快餐中，炸藕饸、豆腐饸、茄饸之
类的油炸食品为必备食品，藕饸为其中的佼
佼者。将藕切成夹子，内填肉馅，滚粘面糊入
油烹炸，酥脆香美，滋味甚佳。年饭中的炸藕
饸之俗由来已久，其缘起已无从稽考了。炸
藕饸、豆腐饸、炸鱼、炸肉之类除为人们年饭
中的必备食品，也是春节祭祀的必备供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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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津县历史上传统文艺活动主要有高跷、架鼓、狮子
舞、龙灯、旱船、小戏曲(又称“小调子”)等。其中以高跷、架
鼓为最普遍。

敲架鼓以磅礴的气势、欢快多变的节奏、舒展、粗犷的
舞姿，一直为人们喜闻乐见，历年不衰，在县内流传约有600

余年历史。敲架鼓活动多在春节、中秋节和元宵节期间举
行，一村和数村自由结合，少则十几面，多则近百面。近百年
来，夏津县高跷活动较为普遍，建国初期为兴盛时期。演员
技艺高超者，可作“劈叉”、“打别腿”、“单跷跳”等高难度动
作。

夏津小调又名琴曲，源于夏津与临清交界一带，约有百
余年的历史。为师堤村老艺人孙老平创制，后在流传中得以
发展完善。小调曲种达60个，流传较广的有《平调》、《凤阳
歌》、《大金丝》、《小金丝》等。演出多为爱好者自发组织，较
活跃的有朱官屯、赵沟、祁庄、珠泉屯、乔官屯、崔楼等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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