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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博会上酸浆豆腐、纸皮包子、芝麻酥糖等迎来回头客

滨滨州州非非遗遗项项目目刮刮起起最最炫炫民民族族风风
本报10月12日讯(通讯员

张卡 记者 郗运红) 10日，第
三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
会在济南舜耕国际会展中心举
办，滨州13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亮相。非博会上滨州酸浆豆
腐、纸皮包子、芝麻酥糖等非遗
项目受到市民的喜爱，迎来回头
客。滨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副局长苏成玉赶到非博会现场，

参观了滨州展区，并给予了肯
定。

苏成玉参观了每一个展位展
品，对现场的传承人表示了关心
与关怀，并对产品进行详细了解，
希望能常做出更好的优秀的作
品，“滨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很多，这次主要集中展示了传统
手工艺类的项目，作品非常精致，
有的富有创新，将来还会把滨州

的传统曲艺等项目展示给大家。”
滨州的特装展位格外的显

眼，淡橘黄色的建筑物看上去彰
显出一份传统古朴而不失现代感
的设计。展区内一口大铁锅，一块
石磨，一个贴着“酸浆”的缸，还有
很多做豆腐的工具排列着，旁边
还现场制作这纸皮包子。置身其
中，感觉像是来到了一家农家院
里一样，整个场面其热融融。现场

的工作人员有的忙着介绍，有的
忙着市民的选购，有的正现场制
作展示。前来参展的市民被有着
浓浓豆香味的酸浆豆腐吸引而
来，现场排起了长队选购。

从特装展位向展区内部走
去，远远地看到，滨州的王氏葫
芦书法微烙技艺，芝麻酥糖，惠
民泥塑，布老虎，莲花灯等标准
展位非遗项目都挤满了人。布老

虎，莲花灯悬挂在外面格外的突
出，特别引人注目。

滨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中心办公室张卡主任介绍，这
次非遗博览会凸显滨州传统工
艺的项目较多，我们有好几个是
现场制作的，受到市民的喜爱。
从市民的关注程度来讲，越传统
越受欢迎，也吸引了许多回头客
回来。

滨滨州州特特装装展展位位外外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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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12日讯 (通讯
员 张卡 见习记者 杜
雅楠 ) “我想要一个猪八
戒！”“我要捏一个光头强！”
来自阳信的非遗传承人温
明英带来的面塑吸引了众
多看客，栩栩如生的卡通人
物备受孩子们的欢迎，而一
组反映中国建国以来警服
变迁的面塑走俏全场，成为
大家关注的焦点。

博览会上，温明英正在
为一个小朋友现场制作面
塑，多彩的面团在她的手上
灵巧的活动着，加上勾勾画
画，不到一个小时，一个栩
栩如生的“猪八戒”就做好
了。她说，面塑技艺到现在
已经是第三代了，自己的兄
弟姐妹都在全国各地传承
着 面 塑 艺 术 。一 个 小 小 的

“面人儿”看起来可爱简单，
但却需要多年的练习和琢
磨。

在本次展出的面塑中，
最受关注的是一组《警服变
迁》的作品。这组面塑共有
十三个中国警察形象，分别
反映了中国建国后 5 0式以
来的13套警服变迁。这组作
品中的 1 3个人物形象每一
个都栩栩如生，而且具有深
刻的历史纪念意义，收到了
很多人的关注，尤其是很多
警务工作者更是争相收藏。
温 明 英 对 此 也 倍 感 开 心 ，

“我是今天上半年才想到要
制作这组作品，这不仅是一
种历史的见证，也反映了面
塑作品的独特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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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12日讯 (通讯
员 张卡 见习记者 杜
雅楠 ) 此次参展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绒绣”作品除了
传统的生肖、花鸟画外，还
展出了6幅抽象画的作品，
与众不同的技艺和颇具特
色的创意获得了专业和非
专业参观者的一致好评。

在展出的14幅作品中，
有多个作品曾在国家的比
赛中获奖，其中《母爱》《祝
寿》《迎春》《有人就有路》

《和谐》《平安》等6幅是“绒
绣”第五代传人牛国秀最新
创作的抽象绒绣画。这6幅
作品凭借大胆的创意、独特
的画风和深刻的寓意成为
绒绣作品中的“抢手货”，一
上午的时间就订购出了 8 0

余幅。
牛国秀介绍说，6幅最

新创作的抽象画每一幅都
反映了自己对生活的希冀
和热爱，相信也是更多人对
生活的渴望。自己用几十年
练就的绒绣技艺，不只是要
把这种技艺传承下去，也要
在这上面不断创新，把传统
文化和时代精神相结合，为
大家传递更多的正能量。

牛国秀的女儿，也是绒
绣第六代传人咸胜男说，一
块巴掌大的绒绣，要用千千
万万针秀成，自己一定会好
好学习绒绣技艺，在母亲的
基础上继续创新，创作出更
好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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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12日讯 (通讯
员 张卡 见习记者 杜
雅楠 ) 一个一指长的小葫
芦上面竟可以刻出千字文？
来自经济开发区的王氏父
子二人就凭借这样精湛的
技艺在博览会现场艳惊全
场。

本次在现场展出的葫
芦形态各异，大小不一，大
到40公分，小到4、5公分，还
有罕见的连体葫芦，上面整
齐地排满蚂蚁大小的文字，

《兰亭序》《道德经》《孙子兵
法》等国学经典跃然其上。
而这些精湛的艺术品大多
数都出自于 7 1岁高龄的王
向阳。王向阳告诉记者，自
己自幼学习书法，楷书、行
书、隶书都反复地临摹和练
习，而练好书法就是葫芦微
烙的根基。现在王老年事已
高，由于视力、体力的影响，
有的时候一天才能刻一个
小葫芦，所以每一个葫芦都
是精品。此次展出的作品中
还有一个连体葫芦，由于葫
芦难得而且不宜旋转，王老
用了整整一个星期才完工。

“做这个就是个细活，除了
书法要练好意外，还需要特
别细心。”王老笑着说。

来自临沂的刘先生也
是一位书法爱好者，在看到
王氏葫芦后感慨地说：“练
习书法本来就是一个需要
静心的事，能把这么多的字
刻到这么小的葫芦上，而且
每一个字都神采飘逸，真是
需要很大的造诣。”

邹
平
酸
浆
豆
腐

好
豆
腐
不
怕
巷
子
深

本报10月12日讯 (通讯
员 张卡 记者 郗运红 )

10日，在济南非物质文化
遗产博览会上，滨州邹平酸
浆豆腐大受市民的青睐，前
来选购的市民现场排起了
长队。下午不少市民又回来
购买，下午一点半4 0 0斤的
酸浆豆腐就全部销售一空。

“这个豆腐太好了，很
香，很滑，口感很好。”市民
张女士说。今天上午张女士
就买了一块酸浆豆腐，中午
做好了，吃饭的时候家里人
都觉得这豆腐很香，跟在超
市里买的吃起来不一样，下
午赶紧赶过来再买点。

宁愿排队也要买上一
块豆腐，在酸浆豆腐展位前
排队的人沾满了整个道路。

“听说还是最传统的手艺，
闻着就很香，看着这么多人
排 队 买 肯 定 很 好 ，我 也 买
点。”排队的王女士说。

“今天都忙不过来了，
从早上开展以后直到下午
卖完，人都没有停过，我们
工作人员忙得中午饭都没
吃上。”酸浆豆腐的传承人
孙怀兵介绍到，酸浆豆腐是
一项传统的老工艺了，是一
种最原始的、最传统也是最
健康的豆腐，到现在已经有
6 0 0年历史了。它与普通的
豆腐有很大的不同，做好一
块豆腐要手工点上十几次
才行。口感上很滑、很嫩，豆
香味浓郁并且没有豆腥味。

“ 今 天 过 来 的 只 要 是 尝 过
的，90%人都会买。”

小小面面人人倍倍受受欢欢迎迎。。 牛牛国国秀秀母母女女现现场场展展示示绒绒绣绣技技艺艺。。 市市民民抢抢购购酸酸浆浆豆豆腐腐。。 王王向向阳阳向向市市民民介介绍绍微微烙烙工工具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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