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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人将把绝活
带进新基地

19日上午，在济阳街道社

区服务中心四楼的一间办公

室里，剪纸传承人张跃广早早

等候在此。这里摆放着几张崭

新的办公桌，上面零零散散的

放着布贴画、面塑、绣球等非

遗作品。

不多时，翻花传承人唐

建玲也走了进来。她从包里

拿出几袋刚做好的翻花，有

葫芦造型的，有花束造型的。

唐建玲一边拆开包装给张跃

广看，一边对记者说：“最近

几次非遗展会上，市民们都

特别感兴趣，直念叨说是童

年的记忆。”

张跃广告诉记者，这间办

公室连同隔壁的几间教室，如

今都成了济阳街道非遗传习

基地，是济阳街道办事处新成

立的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的一

部分。在忙完了一系列惠民活

动后，张跃广和其他十余位非

遗传承人只要有时间，都会来

这里布置。

社区居民来这就能
学非遗文化

随即，张跃广带领记者参

观了这座城区第一个设在街

道中的非遗传习基地。两间办

公室、两间小教室，一间大教

室，从空间上来看这座传习基

地可谓十分给力。

而有如此给力的空间保

障，则得益于济阳街道办事

处的鼎力支持。“受这几年全

市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

氛围影响，我们想在街道、社

区里把传统文化、非遗文化

普及开。”济阳街道办事处项

目建设办主任孙辉说，今年

年初在宣阜巷召开的一次座

谈会上，当他提出想邀请传

承人多去街道展示非遗技艺

的想法后，和在座的张跃广、

刘瑞东等几位传承人一拍即

合。

尤其是今年暑假，在街道

举办的“奔跑吧，暑假”这一主

题活动中，非遗课程成了街道

内孩子们最喜爱的课程。在这

个活动中，张跃广和面塑传承

人陈更给20多个孩子授课，受

到了大家的热烈欢迎。陈更还

记得，当他把彩色的面捏成形

形色色的卡通人物后，孩子们

的兴奋劲让他难以忘怀。“对

于70后、80后而言，可能在儿

时还见过面塑，但对于这些00

后的孩子而言，平日里已经很

难见到了。”陈更说。

见反响如此强烈，并且不

少孩子的家长都找来，希望有

机会接触这些充满魅力的老

手艺，孙辉决定设立非遗传习

基地，让更多的社区居民可以

近距离接触这些非遗文化。

运作模式成熟后
将广泛推广

张跃广说，平日人少时，

可以在小教室里手把手的教，

而人多的时候则可以在容纳

五六十人的大教室里讲课。

孙辉则介绍说，今后，街

道办将成立一个以社会组织

共同组成的服务中心，除了非

遗之外，还包括国学讲座、义

工服务等。“而我们的责任，就

是成为社会公益组织与居民

之间的联络人、推广人，尽可

能多的让社区居民了解、参与

进来。”孙辉则说。

而对于这些传承人而言，

有了这个传习基地也让他们

十分兴奋。除了张跃广、陈更、

唐建玲外，绣球传承人翟桂

芝、圣绣传承人刘娟、泥塑传

承人刘瑞东等都将积极参与

进来，并且把已经制作好的精

品都带到传习基地。“让居民

们看到咱这些非遗作品如此

精美，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去

学、去了解。”孙辉则说，待运

作成熟起来后，济阳街道会把

这种模式向其他街道推广。

济宁城区首个街道非遗传习基地落户济阳街道

居居民民家家门门口口就就能能学学习习非非遗遗文文化化

张跃广和唐建玲在传习基地里探讨翻花的玩法。

在全市弘扬优秀传

统文化的大潮下，不少济

宁本地的非遗传承人始

终冲在最前面。他们把非

遗技艺带进学校、带进军

营、带进社区，让这些珍

贵的文化技艺能够传承

下去。而在任城区济阳街

道，城区街道中建立的第

一座非遗传习基地也渐

渐露出真容，即将成为非

遗传承人和社区居民沟

通、学习、体验非遗文化

的新平台。

本报济宁10月19日讯
(记者 贾凌煜 通讯员
张玉帅) 济宁经济技术开
发区企业心系贫困家庭，积
极承担社会责任。日前，他
们通过经开区企业家联合
协会为贫困户送去了米和
油。

“谢谢你们的关怀，谢
谢政府和企业对我家的救
助。”马集镇上店子村贫困
户吕留菊拉着工作人员的
手激动地说。吕留菊一家原
本生活幸福和美，但几年间
灾难接踵而至。不仅儿子在
工作中意外死亡，老伴也在
一场车祸中不幸去世。儿媳
妇接受不了家庭的变故，留
下两个年幼的孩子也离开
了家。如今，只有两个年幼

的孩子与奶奶吕留菊相依
为命。

针对吕留菊家这种因
灾致贫的家庭，济宁经开区
在财政兜底救助的基础上，
不仅通过产业项目对其家
庭进行分红，还通过区内爱
心企业对其家庭进行结对
帮扶。针对贫困户家庭遇到
的实际困难，企业在经济救
助的同时，也加大了走访慰
问力度，及时帮助贫困户解
决生活中的困难。

目前，济宁经开区实现
了企业结对帮扶贫困户20
户，极大地调动了社会力量
参与扶贫工作的积极性，切
实为贫困户谋到了福利，在
脱贫攻坚的道路上也更为
贫困户多了一道保障。

有有企企业业与与他他们们““结结对对子子””
经经开开区区贫贫困困户户多多了了保保障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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