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城2017年12月29日 星期五

编辑：陈鸿儒 组版：李腾 校对：李亚腾

济 宁 国 家 高 新 区

D03

“《西游记》里铁扇公主
有个芭蕉扇，这不，我也跟
着做了一个。”谢士娥说，这

“芭蕉扇”也是由麦秆做成，
只是工艺略有不同。制作
时，需要将编织好的扇心剪
成芭蕉扇的形状，虽是简单
的创新，但却给这老物件带
来了新的变化。

近年来，谢士娥一直在
传统工艺的基础上不断地
创新，寻求新的突破，做出
了各式各样不同形状的扇
子，“这个扇子别看只有巴
掌大，但工艺一样不差，是
很不错的工艺品。”谢士娥
说，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
对于审美也有了更高的追
求，通过在扇心添加各种装
饰品，让扇子更具装饰性，
以前最普通的扇子，如今也
摇身一变成了工艺品。

“不仅做麦秆扇，现在
还开始做起了其他麦秆编
织工艺品。”谢士娥拿着手
里用麦秆编织的小花篮说，
自己平时没事，就琢磨着怎
么做出点其他的新花样，于
是就有了这些个样式不同
的小花篮。“看着孩子们拿
着花篮玩耍，心里真的很高
兴。”就这样，谢士娥通过对
传统技艺的不断创新，为老
手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
活力。

如今，谢士娥不仅将这
门手艺传给了自己的闺女，
就连在外地上大学的外孙，
也对这项技艺很感兴趣。

“这门手艺不能断，传承的
不只是技艺，更是一种精
神。”目前，谢士娥正着手准
备招收新的学员，将麦秆扇
的编织技艺传承下去。

本报济宁12月28日讯(见习记者
李亚腾) 12月25日，第30期惠达投资
大讲堂———《企业所得税实用解析暨
年度汇算清缴实务》专题讲座在济宁
资本中心举办。

本期大讲堂邀请济宁市宏桥瑞
诚税务师事务所江传珍所长授课。江
传珍针对企业所得税实用政策，汇算
清缴操作技巧及企业税务风险防控
等方面为与会人员做了详细的解析。

江传珍长期致力于税务分析和

税收风险把控，任山东省税务师协会
第三届，第四届理事会理事，济宁市
税务师协会秘书长，2013年入选济宁
市中区人才专家库成员，济宁市国家
税务局特聘讲师，中瑞国际集团讲师
团成员。

2017年度，惠达投资大讲堂共举
办5期，至今共计举办30期，累计培训
万余人次，对济宁市企业对接多层次
资本市场，提升资本运作和企业管理
水平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本报济宁12月28日讯(记者 于
伟) 近日，新三板投资年会暨年度
榜单颁奖典礼举行。600+知名投资机
构、200+新三板优质企业、逾百名三
板服务商受邀出席会议。山东广安车
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受邀参加，荣获

“2017年最具潜力企业”荣誉。
年会期间，参会机构及公司复盘

过往的剑走偏锋，相互碰撞，共同探
讨新三板未来发展之态势，展望新三
板的“新时代”。当日会上发布包括

2017年新三板最佳投资机构、2017年
新三板最具投资价值企业、2017年最
具潜力企业、2017年新三板最佳券商
等一系列榜单。经专业机构评选，广
安车联获得“2017年最具潜力企业”
荣誉。

自2015年4月挂牌新三板以来，广
安车联不断深化合规管理、整合资本
市场资源，公司业绩飞速提升。2017
年，广安车联以高速成长的业绩跻身
新三板创新层。

济宁高新区第一届非遗项目麦秆扇传承人谢士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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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高新区接庄街道东
贾村，68岁的谢士娥坐在冬
日温暖的阳光下，像往常一
样编织着麦秆扇。作为高新
区第一届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代表性传承人，谢士娥用
自己的双手编织出一把把麦
秆扇，也织出了那一代人永
恒的记忆。如今的谢士娥不
仅将手艺传给了自己的闺
女，还准备招收更多的学员，
将手艺传承下去。

一把麦秆扇，承载着回忆与过往

走进济宁高新区接庄街
道东贾村的一处村居小院，谢
士娥正坐在屋内的马扎上，手
里握着麦秆忙碌着。

将麦秆穿过一条条缝隙，
不一会的功夫，包裹扇子的花
边就完成了。“这叫麦秆带，有
四股麦秆编成的，也有三股麦
秆编成的，样式用途都不一
样。”谢士娥说，麦秆带编制完
成后，缝制到扇子的周围，不
仅美观漂亮，还对编织的扇心
起到固定作用。

麦秆编织要经过剪、晒、
剥、染、编、修等十多个工艺，
从最开始的挑选麦秆就十分
讲究，“要挑那种粗细均匀、成

色好的，千万不能有斑点，这
样编出来的扇子才好看。”谢
士娥说，晒干后的麦秆还得经
过浸水工艺，让麦秆变得柔
软。这时，对于麦秆的硬度全
凭经验，太硬易断，太软不好
编织。经过这些工艺编织的扇
子，不仅扇出的风十分柔和，
还会有一股天然的麦香。

谈及麦秆扇的起源，谢
士娥坦言，自打她记事起，外
祖母就开始编织麦秆扇了。

“那个时候村里穷，一到夏
天，家家户户都是拿着麦秆
扇。”谢士娥回忆说，在那个
没有空调风扇的年代，村里
还有几户人家会编制这种麦

秆扇，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不
少人都把这个手艺扔下了，
唯独自己没有忘记当年母亲
传授的手艺。

“现在，我们那一代的人
看到我做的扇子，都会拿起
来扇两下，毕竟这是一代人
的记忆。”在谢士娥看来，这
扇子承载了太多老一代人的
回忆与过往，这老物件、老手
艺一定不能丢。正是凭借着
谢士娥的坚守，前不久，麦秆
扇成功入围高新区第一届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真正让
麦秆扇这一传统手工技艺得
到传承。

世界斗转星移，不变的是自己这颗初心

“当年我14岁，正是贪玩
的年纪。”想起最初学艺的经
历，谢士娥笑了，仿佛过往就
在眼前。

上个世纪60年代，谢士
娥所在的村子还没有电视，
大家消磨时间的方式就是唠
家常。那一年谢士娥14岁，开
始跟着母亲学习编织麦秆扇

的技艺。“玩伴在院子里追逐
打闹，自己却在黑黑的屋子
里点着煤油灯学编麦秆扇，
心里真有些不情愿。”谢士娥
说，虽然仅一墙之隔，但屋外
和屋内的世界，在14岁的谢
士娥眼中却截然不同。

“家里姊妹六个，就我一
个人学会了编织麦秆扇的技

艺。”谢士娥说，虽然当年贪
玩，但还是明白为家庭做贡
献的浅显道理，再加之对手
工艺的热爱，让谢士娥最终
坚持了下去，“做这些个工
艺，就得静下心来，入进去才
能学好做好。”这也是谢士娥
用人生悟出来的道理，50多
年来，任凭屋子外面的世界

斗转星移，她都能够静下心，
不急不躁的去做这件事。

谢士娥说，她最后悔的
就是当年没上过学，没文
化，大字不识一个。但如今，
不管是小年轻还是岁数大点
的人，只要握起麦秆扇，都

会说，“您这就是在传承文
化！”

用自己的青春年华编成
麦秆扇，谢士娥虽然没有受
过正规教育，但却一直保留
着浓厚的匠人之气，用老手
艺述说那个年代的故事。

创新麦秆编织产品
老手艺有了传承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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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士娥缝制着手中的麦秆扇，

讲述扇子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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