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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2月26日讯(记者
孙璇) 为推进孝善任城建

设，今年，任城区把实施60—
80周岁老年人“银龄安康”工
程、60—64周岁老年人免费健
康查体、8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
发放生日慰问金三项惠老民
生政策列入2018年政府为民
办好十件实事之一。今年，预
计将惠及全区近16万人次。

“和去年相比，今年的保
费标准提高到了10元，这意味

着，保障额度也相应提高了。”
任城区老龄办副主任秦红军
介绍，任城区为常住户口且年
满60-80周岁的老年人每人赠
送了一份30元的老年人意外
伤害保险。符合条件的老年人
可于4月30日前，持本人身份
证和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到
户籍所在地的村(社区)报名
申请。

据了解，任城区已连续5
年由区财政出资实施“银龄安

康”工程。2014年起，任城区由
区财政出资，为全区60—80岁
老年人每人购买一份价值20
元的意外伤害保险。去年，任
城区又出资210余万元，为近
11万名老年人免费赠送了意
外伤害险。2017年，理赔案件
980件，理赔金额163万元，赔
付率达到78%，约900余名老年
人从中受益，有效减轻了老年
人因意外伤害产生的经济支
出负担。

今年，任城区还首次为年
满8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每
人发放200元生日慰问金。在
任城区领取高龄补贴金的老
年人或家属只要携带老年人
身份证、户口簿及银行卡到户
籍所在地的村(社区)登记信
息即可。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了解到，今年的生日慰问金将
在第一季度末随高龄补贴金
一并发放，年内新增80周岁老

年人将按照出生年月在第二、
三、四季度末随高龄补贴金一
并发放，确保实现惠老全覆
盖。

此外，2014年起，任城区
由区财政出资，在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镇街卫生院等设立了
专门查体门诊，对60-64周岁
老年人进行健康查体。今年任
城区继续为具有任城区常住
户口且年满60-64周岁的老年
人进行免费健康查体。

8800岁岁以以上上，，过过生生日日也也发发慰慰问问金金
任城区三项惠老政策齐实施，将惠及近16万人次

小小木作店里
稀罕玩意儿真不少

在城区老运河南岸的宣
阜巷，马明文正在自己的“马
氏木作”店里忙活着。他身后
的墙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刨
子、锛、凿子、钻等工具，从外
观上看已有些年头。而另一侧
的展架上，则摆放了十几种中
国传统木构件。“这些都是我
从爷爷、爸爸或者书上学来，
然后自己一点一点做出来
的。”马明文说。

显然，80后的马明文和大
多数同龄人有着不一样的爱
好。因为从小受到爷爷、父亲
两辈人的影响，再加上天生爱
好木作，所以去年他在宣阜巷
成立了这家小店。一边介绍
着，他一边向齐鲁晚报·齐鲁
壹点记者展示着自己的一些
作品。

在挂满了老式木匠工具
墙的对面，还摆放着诸如鲁班
锁、木头枪等有趣的木作小玩
意儿。“这种能打皮筋的木头
枪，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能
卖好几百块钱一把，我在咱济
宁试着卖20一把，都无人问
津。”在马明文的口气中，仿佛
有对手工匠人当今现状的一
丝无奈。

而当记者被一块由三层

木板组成的复杂小构件吸引
后，他又重新来了兴致。“这是
鲁班凳，是从一整块木头上慢
慢雕刻出来的。”在他的操作
下，原本松散的三块木板变成
了一只小巧、精致的凳子。而
这其中的巧妙变化，不得不让
人感慨中国传统木作的博大
精深。

难舍传统技艺
医学高材生做木匠

在闲聊中记者得知，虽
然马文明的爷爷、父亲都是
济宁当地小有名气的木匠，
并且在南辛庄有家颇具规模
的家具厂，但他却是个医学
高材生。

“我在济宁医学院学的药
学，毕业后在武汉工作了三
年。”马明文说，之前虽然已经
从事医药工作有些时间，但时
常在武汉街头看到诸如修钢
笔、修鞋的传统匠人，仍然会
让他回忆起小时候在家具厂
耳濡目染的那些镜头。

“爷爷的徒弟用几种传统
的工具，就能造出完全不用钉
子但却非常坚固的榫卯结
构。”他至今还记得，爷爷曾开
玩笑的告诉他，中国的传统木
匠只靠背着自己的工具箱，就
能造出一座宫殿。

然而每当逢年过节回家

来，看到现在的家具都是用五
金件衔接，传统的老手艺几乎
失传，马明文的心中不免有些
失落和惋惜。“当年爷爷那些
徒弟几乎都已年过六旬，尽管
他们用刨子、凿子就能造出最
好的传统家居，但因为现代科
技的影响，他们的这些手艺如
今已几乎没人再学了。”

在和父亲持续了近半年
的冷战之后，马明文顶住家里
的压力毅然回来，通过不断向
爷爷、父亲请教，和厂子仓库
里那些重新被翻出的传统工
具，他决定在颇具文艺气息的
宣阜巷成立一家“木作”店。

让更多人感受
传统技艺的魅力

现在，开业半年多的小
店，已吸引了几十名中小学生
定期来上课学习木作，不少天
赋异禀的孩子甚至小小年纪
就已经能够自己设计、制作木
质的床头灯、八音盒等作品
了。在介绍这些学生作品的
时，马明文的口气中总是不自
觉的透着一丝自豪。

而随着这种在北京、上海
等大城市已经很有人气的木
工作坊渐渐传播到济宁，如今
已有越来越多的济宁人对这
项技艺报以极大的兴趣。在马
明文的工作室里，1991年出生

的王宝就是因为对木作技艺
一直很感兴趣，专程从北京回
到了济宁。

“我之前在济南一所学校
系统的学过木作技艺，现在也
只是刚刚开始尝试。”在位于
新世纪广场旁的一座写字楼
内，王宝的木工作坊也刚刚开
业，并且在新年期间吸引了数
十名成年人前来体验。“效果
挺好，有四五十岁的中年人，
也有二三十岁的青年人，以女
性居多。”王宝告诉记者，随着
传统文化的大热，越来越多的
青年人从过去热衷于K歌、烘

焙等较西式的娱乐方式，转而
向中式传统项目靠拢。“希望
能把作坊慢慢做大，把这种传
统的匠人精神传播开，让越来
越多的人体会到中国匠人精
神。”王宝说。

而对于马明文而言，无论
是继承家族事业，还是源于自
小的爱好，他对于未来的想法
都很简单，“就是希望能让更
多的人不要只是在书上、网上
听说过这些传统木作技艺，而
是在现实中可以实实在在的
体验下，这样才能真正感受到
中国传统技艺的魅力。”

8800后后医医学学高高材材生生转转行行当当木木匠匠
他在老运河畔开起木工作坊，只为传播传统木工技艺

近年来，随着非遗

文化的普及，越来越多

的年轻人开始从手机、

电脑等现代科技中抽

身而出，投入到博大精

深的传统技艺当中去。

1988年出生的马明文

就是其中之一，因受到

家族影响，他“弃医从

木”，在老运河畔开了

一家颇具文艺气息的

“马氏木作”。

马明文非常喜欢木工这门手艺。 本报记者 李岩松 摄

滴胶与木结合的首饰。 本报记者 李岩松 摄

本报记者 汪泷 见习记者孙文
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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