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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 1月 7日讯 (记
者 王博文 通讯员 陈
硕 ) 5日，由高新区创业中
心发起的济宁博士后创新联
盟成立大会在高新区人才联
盟召开。该联盟是山东省首
家针对博士后招收培养和博
士后工作站建设而自发组织
形成的协同创新型社会团
体。

据悉，济宁博士后创新
联盟通过搭建人才聚集发展
平台、资源信息共享平台、产
学研合作平台和人才服务平

台，发挥企业资源优势、创新
人才培养机制、促成高校科
研院所技术产业化转移、为
高层次人才自身发展创造更
多机遇。

在成立大会现场，举行
了联盟成立揭牌仪式，提名
通过首届理事会成员名单并
选举产生理事长、副理事长、
秘书长等理事成员。大会结
束后，联盟理事长、副理事
长、秘书长及各单位理事召
开了第一次理事会议。大家
踊跃发言、献计献策，共同研

究确定第一届理事会的工作
计划，为下一步联盟工作指
明了方向。

据了解，济宁博士后创
新联盟在山东省是首家，也
是高新区创建省级人才改革
试验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联
盟吸纳联合全市 5 1家国家
级、省级、市级博士后工作
站，以及20多位在站博士、知
名专家学者和高校科研流动
站成员共同设立。

多年来，在市人社局、
高新区的领导和大力支持

下，济宁高新技术创业服务
中心与同济大学、山东大学
等知名高校博士后流动站开
展博士后联合培养，积极探
索联合高新区内外企业共同
推动“双入站”模式，为博士
后引进培养提供了有力的平
台支撑。

联盟的成立标志着济宁
市博士后创新发展工作进入
新时期，为努力打造辐射周
边的高层次人才和高科技成
果发展高地，将做出更大的
贡献。

苗家班花轿婚礼传七代
散发着别样魅力

走进位于济宁高新区王
因街道苗营村的一间库房内，
一顶顶形状各异的大红花轿
映入眼帘，寓意吉祥的刺绣、
巧夺天工的雕刻，花轿洋溢着
喜庆。“这些花轿多为定制，有
些用于中式婚礼，有的则为旅
游景点量身打造。”苗宁宁说，
花轿的选材十分讲究，上面刺
绣的图案纹样也都被赋予了
约定俗成的特定含义，讲求

“图必有意，意必吉祥”。
苗宁宁自幼学习传统花轿

制作技艺，花轿迎亲的民俗礼
仪也是必不可少的一课。“传统
的中式婚礼中，新娘的花轿经
过一路的颠簸，是不能着地的，
来到新郎家门口，也不能直接
入内，其中的婚俗礼仪很讲
究。”苗宁宁说，其中不仅有射
三箭、撒麸子这样的传统礼
仪，而且还有迈火盆、跨马鞍
的仪式，这些在苗家班花轿婚
礼的仪式流程中十分常见。

“‘一块檀香木，雕成玉马

鞍，新人迈过去，步步保平
安。’这是跨马鞍时，司礼官应
该说的词。”苗宁宁说，这一词
一句都是一代代传下来的，而
谈及苗家班的祖师，则要追溯
到乾隆年间，“我们苗家班的
祖师是苗为章，曾是乾隆年间
的工部司匠。”苗宁宁说，自己
则是跟着爷爷学做的花轿和
婚俗，算下来，到苗宁宁这一
代已经是第七代了。

对于祖上传下来的婚俗
礼仪，苗宁宁一直铭记于心，
在他看来，这些婚俗礼仪中每
一个程序、每一个词句，都经
历了百年的岁月，一代代传承
至今，承载着对新人满满的祝
福。越是经得起时间沉淀的东
西，越是散发出别样的魅力，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
选择传统的婚俗礼仪，用来纪
念那幸福的一刻。

因爷爷而坚定传承
与时俱进改良花轿

现年35岁的苗宁宁自幼
丧母，是跟着爷爷奶奶长大
的，从小就开始跟着爷爷学习

制作花轿的技艺。
“当时我6岁，放学回家

后，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学
制作花轿的基本功。”苗宁宁
回忆，当时家里穷，看着小伙
伴出门玩耍，心里多少有些羡
慕，但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
他忍受住枯燥无味的基本功
学习，经历了无数个昼夜苦
学，最终掌握了这门技艺。

再苦再累，苗宁宁都坚持
下来了，但他始终拗不过时代
的发展。“你这么年轻，做这老
一套的东西有什么用，现在谁
还坐花轿。”上个世纪90年代，
这样的嘲笑声一直包围着苗
宁宁，他第一次意识到，花轿
做的再精细，也跑不过时兴的
轿车。“爷爷的16个徒弟都相
继转了行，当时我也不想干
了，出去打工都比这有出路。”

就这样，苗宁宁经历了一
段出门打工的岁月，直到爷爷
去世前对他说的一席话，触动
了他的内心。“一定要把花轿
传下去。”苗宁宁看着爷爷坚
定的眼神，心中明白，这技艺、
这民俗一定不能丢。

“我那些天一直在思考，

如果再继续按老规矩做花轿，
那一定不会有收入，只有改
良，花轿才会有新的生机。”苗
宁宁思索，按老规矩，老百姓
坐的花轿从尺寸、规格、装饰
都不能和皇室贵族相提并论。
但在新的时代下，经过改良，
让普通的老百姓也能坐上装
饰华丽的宽敞大花轿，让花轿
迎亲这一传统民俗重回老百
姓的视野。

开班招徒弟
留住花轿迎亲婚俗文化

如今，在苗宁宁的花轿作
坊中，不只摆放着各式各样的
传统花轿，还有8名学徒在不
停的忙碌中。

“不仅会教他们传统的花
轿技艺，也会把传统婚俗礼仪
一并传授给他们。”苗宁宁说，
除了言传身教，还把学徒们带
到婚礼现场不断历练，通过让
他们切身感受，把婚礼流程铭
记于心。

为了传播花轿制作技艺
以及婚俗礼仪，苗宁宁在2016
年代表济宁非遗项目参加了

中国第四届非遗博览会，并得
到了在场观众的一致好评。近
年来，苗宁宁不断参加大大小
小的展览活动，向全国各地的
百姓展示传统花轿的制作工
艺，并通过婚俗礼仪的展示，
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传统礼
仪的魅力。

“我们还和山东理工职业
技术学院、济宁职业技术学院
达成了合作，向更多年轻的学
生展示这一民俗。”此外，苗宁
宁还准备建立鲁西南花轿迎
亲博物馆，在博物馆内开设班
级，招收徒弟，在向市民展示
花轿迎亲这一传统民俗的同
时，让花轿制作技艺以及婚俗
礼仪得以传承下去。

“我的儿子今年5岁了，
现在我有意让孩子开始接
触这一技艺。”苗宁宁说，传
统技艺就是要从小开始学
起 ，才 能 掌 握 扎 实 的 基 本
功，不管将来孩子是不是愿
意从事这项工作，苗宁宁都
希望把技艺传授给他，让苗
家班世世代代的手艺一直
延续下去，留住花轿迎亲这
一传统民俗。

本报济宁1月7日讯(记者
王博文 通讯员 刘琦)
济宁高新村镇银行黄屯支

行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立
足地方经济、支持中小企业、
服务三农和城乡居民”的市
场定位，充分发挥出机制活、
决策快、手续便捷的特点，为
中小企业、农户及城乡居民
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

近日，济宁高新村镇银
行黄屯支行就帮助黄屯当地
企业顺利度过了难关，为企
业及时办理了贷款申请。“效
率真的是快啊！”山东精锐工
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企业代
表拿到这笔贷款时激动地
说。

前几日，该公司流动资
金中的大部分要用于购买原
材料，以免元旦过后涨价。不
过由于另有需求，期限较紧，
需要贷款。

济宁高新村镇银行黄屯

支行了解情况后，当天下午
便来到企业，对业务流程制
订了大致的框架，在拿到企
业提交的材料后，村镇银行
员工加班加点审批材料并书
写报告，仅用了3天时间就将
本笔贷款申请递交至总行机
关审批。在向总行机关说明
本笔贷款的情况后，仅用了
两天时间就得到了该笔贷款
通过的消息，及时发放了贷
款。

在济宁高新村镇银行黄
屯支行的帮助下，企业从申
请到放款仅仅用了10天的时
间，解决了企业的燃眉之急。
济宁高新村镇银行黄屯支行
成立的两年间，帮助企业及
时办理业务已成为常态，支
行充分发挥出机制活、决策
快、手续便捷的特点，及时解
决了办理过程中遇到的各种
问题，切实为企业解决了困
难。

济宁博士后创新联盟成立大会在高新区召开

搭搭平平台台聚聚人人才才，，助助推推创创新新发发展展

高新区王因街道民俗花轿迎亲传承人苗宁宁

与与时时俱俱进进，，让让花花轿轿迎迎亲亲婚婚俗俗薪薪火火相相传传
文/图 本报记者 王博文 唢呐声声，装饰华丽的花轿闹市穿过……提及花轿迎亲这

一传统民俗，油然而生一种喜庆感。在济宁高新区王因街道苗营
村有着这样一个传统作坊，依然沿袭着古人的技艺与婚俗礼仪，
做着一顶顶传统花轿。

作坊的主人叫苗宁宁，鲁西南苗家班花轿迎亲第七代传承
人。“让花轿迎亲薪火相传”，凭借他多年的传承，让花轿迎亲这
一民俗入选济宁高新区第一届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及及时时帮帮助助办办理理贷贷款款
解解企企业业燃燃眉眉之之急急

苗宁宁通过传统的制作技艺，让花轿迎亲这一民俗得到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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