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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7月7日讯 暑期
来临，与炎热、假期、自由、快乐
一起翩翩而至的，还有小朋友
们的斑斓梦想，喜欢诵读、主
持、演讲的小朋友将有机会展示
你的口才了，由齐鲁晚报、山东
省图书馆、山东广播电视台绿色
之声主办的“山东首届少儿口才
之星大赛”，吹响集结号。欢迎你
踊跃报名，积极备战，到口才之
星的大擂台上展示你的口才，
放飞你的梦想，过一个充实快

乐、多姿多彩的暑假。
本届大赛旨在落实山东省

委、省政府建设文化大省、文化
强省的指示精神，进一步激发
全民的读书朗诵热情，营造书
香社会。同时培养口才新人，丰
富青少年业余文化生活；给朗
诵、主持、演讲爱好者提供交流
学习的机会，搭建展示才华走
向成功的舞台。

大赛面向全省少年儿童，
演讲、诵读、播音主持爱好者；

年龄6—16周岁，有一定演讲、
诵读、主持基础；欢迎中小学、
幼儿园、社会口才培训机构积
极组织参与。选手可自备一篇
稿件，散文、诗歌、演讲稿、主持
词等均可，题材不限，时间在3
分钟之内。内容要求积极向上，
能给人以鼓舞、启迪。

本届比赛分儿童A组（6
岁—9岁）、儿童B组（10岁—12
岁）、少年组（13岁—16岁）。各
设一、二、三等奖，优秀奖若干。

由主办方聘请的专家担任评
委，对选手进行现场打分，评出
各组的奖项。

本届比赛亮点多多。每场
比赛结束将有专家（著名主持
人、大学教授、影视话剧表演艺
术家）现场点评、授课，让选手
现场获得实实在在的教益；齐
鲁晚报、电台及各主办方网站
公布获奖名单。部分获奖选手
可签约齐鲁晚报艺术团，签约
山东广播电视台绿色之声，参

加其组织的各类公益、文化活
动及商业、演出活动。获奖选手
优先报名参加省文化厅、省图
书馆每年在世界读书日举办的
全省读书朗诵大赛公益活动。

报名时间：自启动之日起，
截至8月4日。比赛时间：8月6
日、7日（周六、周日）。

报名联系方式：
13869194324
QQ3386116400

（本报记者）

我我省省首首届届少少儿儿口口才才大大赛赛喊喊你你报报名名
齐鲁晚报联合省图书馆、山东广播电视台主办

莒莒县县农农民民进进城城买买房房，，最最高高补补88万万
今年计划对符合条件农村居民补贴2000户

本报日照7月7日讯（记者
张永斌） 7月6日，莒县住建

部门公布《莒县农村居民进城
落户购买新建商品住房房源信
息》，涉及33处房源，符合条件
的村民购房，最高补贴8万元/
套。这是继今年6月份印发莒县
鼓励农村居民进城购房落户货
币补贴试行办法的通知后，传
来的最新利好消息。

莒县鼓励农村居民进城购

房落户货币补贴对象及条件
为：（一）户籍在本县，男年满20
周岁的农村居民；（二）申请人
应享受未享受宅基地使用权、
自愿放弃宅基地使用权、在其
所在村街无事实存在的宅基
地，无其他违法占地；（三）申请
人在城区规划区内购买新建商
品住房；（四）申请人购房后在
城区落户。

7月7日，莒县北坛路的一

家房产项目售楼处销售人员告
诉记者：“由于房源名单刚公
布，来咨询的居民还不多，目前
只有两户符合条件的居民有购
买意向，均是来自莒县乡镇
的。”

据了解，下一步，莒县住建
局将根据企业申报情况，不定
期更新房源信息。2016年计划
对符合条件的进城购房农村居
民补贴2000户。

莒县住建局工作人员介
绍，这一举措符合山东省政府
出台的《关于深入推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实施意见》，《意
见》里称，对自愿退出宅基地使
用权及农房等地上附着物的农
民，县(市、区)政府可参照当地
城镇建设用地指标价格给予补
偿，发放等额“房票”，在辖区内
购买新建商品住房时抵作购房
款。莒县给予货币补贴6万-8

万元/套，力度如此之大，可谓
开了先河。

记者了解到，莒县城区一
年的房产成交量在 4 0 0 0多
套，现在的库存房产在2400
套左右，与很多大城市相比，
并不存在库存压力。此项措
施的出台，主要目的并不是
为了“去库存”，而是为了提
高莒县的城镇化程度，促进
经济发展。

开山凿石制作石磨，壮观遗址保存至今

六六百百年年““石石磨磨坑坑””要要变变历历史史遗遗迹迹景景点点

本报记者 宋祖锋

凿痕清晰令人赞叹

即墨环秀街道前南庄村南
依即墨历史文化名山驯虎山，
据记载，村庄在明代建村，距今
已经600多年。如今村中现存的
历史遗迹中，尤以村南驯虎山
脚下的数百年前古人开山凿石
制作石磨留下的开采坑蔚为壮
观。7日，记者来到前南庄村石
磨开采坑遗址，看到在石壁上
开采石磨留下的一道道痕迹非
常清晰，弧形的凿痕层层叠叠
从上而下整齐排布，令人赞叹。

“这些石磨坑最深处能有
十几米，都是古人开采石磨留
下的历史印记。”今年70岁的前
南庄村村民盛显成说，他从小
就听祖辈的老人说起，古时前
南庄村村民主要以农耕为主。
在建村伊始，村民将耕种收获
的谷物磨成粉状以食用，而当
地盛产的石料密度低、硬度小、
不易产生裂缝，非常适合制作
石磨，所以古人们就地取材到
山上开凿石磨。后来，在满足日
常生活需求同时，村民为了贴
补家用，就将石磨销往周边地
区，村庄制作石磨的历史一直
延续到上世纪60年代。随着社
会发展，工业机器逐渐取代人
力推磨，当地村民才停止了石
磨制作。

“石磨村”远近闻名

置身石磨坑底部，坑壁上

几百年来留下的凿痕，仿佛在
诉说着这里曾经发生的一切。

“那个时候全是用人工开凿，凿
下磨盘后再用绳子从坑底拉上
来。”盛显成说，在他十几岁时，
看见年长的村民开凿石磨，先
在石面上勾画出磨盘的形状，
然后用铁凿沿着画痕凿开一圈
20多厘米的凿沟，然后在凿沟
四周开凿出3到4个斜口，顺着
凿好的斜口插入粗铁棍，然后
用力将磨盘撬起与山体脱离。
磨盘凿下来之后，村民将十几
米长的梯子放入坑底，将磨盘
捆绑好，肩扛人拉齐心协力将
磨盘运上来。

磨盘运到坑上，还需要在
磨盘上凿出磨齿、磨眼。“凿齿
技术非常关键，要求上下两扇
磨盘严丝合缝。”盛显成说，石
磨分为上下两扇，两扇相合以
后，下扇固定，上扇可以绕轴转
动。两扇相对的一面留有一个
空膛，叫磨膛，磨膛的外周制成
一起一伏的磨齿。上扇有磨眼，
磨面的时候，谷物通过磨眼流
入磨膛，均匀地分布在磨膛四
周，被磨成粉末，从夹缝中流到
磨盘上，过筛去麸皮就得到了
石磨面粉。

“制作一盘石磨两个人相
互协作，差不多需要一天时
间。”盛显成说，石磨制作好后
就推到集市上以及周边的莱
阳、莱西、海阳等地出售或换成
粮食，前南庄村也成了远近闻
名的“石磨村”，一时间名声大
噪，吸引商贩慕名前来采购石
磨。如今令村民叹息的是，随着
石磨被机械取代，石磨的制作

工艺也几乎失传，村里现在几
乎没有人会这门手艺了。

推磨曾是幸福的事

如今在前南庄村里还保存
着几盘遗留下来的石磨。“那几
盘石磨已经好几十年没使用了，
现在都已经遗弃了。”盛显成说，
在他十多岁的时候，一年到头吃
面粉的次数屈指可数，只有逢年
过节的时候才能吃上面粉做成
的馒头，而每当父母让他磨面
时，也是他最幸福的一件事。“50
斤小麦差不多能磨37斤面粉。”
盛显成回忆说，他一个人一天时
间才能将50斤小麦磨成面粉，因
为磨成的面粉夹杂着麸皮，做成
的馒头因此略显黑色，即使这种
夹杂麸皮的馒头，他也不舍得大
口嚼咽。而如今随着生活水平提
高，村里的石磨也成为时代变迁
的见证。

除了石磨外，在前南庄村
至今还保存着十几处用石头
建造的上百年的老房子，外
来人初入村中，多会被用石
块垒砌的墙壁、石头铺就的
小路所吸引。“这些老房子的
建筑原材料大部分是山上的
石料。”村民们说，前南庄村
的古宅主要分布在村庄北部，
虽然几经修葺，但至今仍保留
着原始的古朴厚重。据了解，
前南庄村作为今年即墨市30
个美丽乡村精品示范村之一，
村庄除了保护十几处上百年的
老房子外，也正将石磨坑打造
成一处历史遗迹景点，让人们
世代留住乡愁。

即墨环秀街道前南庄村建村已经600多年，从建村伊始，村民就地取材用山上的石料制作石磨并
销往外地，渐渐成了远近闻名的“石磨村”，而村民开采石磨留下的巨大石磨坑也保留至今。如今，当地
保护传统文化，正将石磨坑打造成历史遗迹景点。

村里保留下来的用石头建成的百年老房子。 本报记者 宋祖锋 摄

开山凿石制作石磨留下的“石磨坑”。 本报记者 宋祖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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