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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汶水上，青山秀中都
汶上县开展义务植树活动

本报济宁3月13日讯(记者
孔媛媛 张清直 通讯员
张明 ) 阳春三月，万物勃

发。3月11日，汶上县在军屯
乡 马 山 村 举 行“ 家 在 汶 水
上，青山秀中都”义务植树
活动。部分市直部门、县直
各 部 门 、单 位 负 责 同 志 等
1 0 0 余 人 参 加 义 务 植树活
动。

在军屯乡马山村花山荒
山绿化现场，各单位干部职
工按照划定的区域，两三人

一组分工协作，扶正树苗，挥
锹铲土、填压平实、提水浇
灌，每个环节井然有序，整个
植树活动现场到处都是忙碌
的身影。很快，3 0 0 0余株雪
梨等经济树种迎风挺立，错
落有致，在和煦的阳光下展
现蓬勃生机，组成了一道靓
丽的风景，为初春的汶上增
添了清新绿意。

参加此次活动的干部职
工纷纷表示，要积极投身到植
树造林活动中去，扎实推进荒

山绿化，促进绿色低碳发展，
抢抓黄金时机，迅速掀起国土
绿化新高潮，为营造山清水秀
的自然生态环境做出更大贡
献。

近年来，汶上县委、县
政府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坚持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努力让生态
优势加快转变成发展优势，
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
底色，持续推动生态文明建
设再上新台阶，先后获得山

东省森林城市、全国绿化模
范县等荣誉称号。2 0 2 2年，
全县科学开展国土绿化，积
极推进荒山绿化，新增更新
造林3094亩，林业修复保护
工程获评省级工程；推深做
实林长制，建立了“林长+检
察长”工作机制，创建市级
林长制示范乡镇两个；扎实
开展美国白蛾等林业有害
生物防治，推行地防+飞防+
人工防模式，全县防治面积
达60余万亩。

一招一式
满是讲究门道

曲阜市鲁城街道大庄社区，
曲阜市园林古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坐落于此，而完庆建的油漆彩
画工作室就伫立在对面。

“我们现在做的小样是清代
的‘和玺彩画’，主要以龙的图案
为 主 ，只 能 用 在 宫 殿 和 园 林
中……”伴着窗外的鸟鸣声，完
庆建正与同事在案前低头摆弄
着手中的活计。一支画笔，临摹
一张绘图谱子，大针扎谱后扑粉
放印，一支沥粉尖顺着印记在古
建上勾勒图案，伴随着流动的线
条，斑斓的色彩在图案上逐步被
勾勒出来，就这样，一条建筑花
纹轮廓跃然纸上。

“这些小样都是按照原规
制、原比例缩制的，一放大就是
施工图。”完庆建解释，正值工程
淡季，完庆建与同事们正在做一
些彩画小样，古建油漆彩画传统
技艺的一招一式，背后都充满讲
究与门道，需要以长期的临摹与
习练打底。“例如我们面前的‘和
玺彩画’，是清代等级最高的彩
画，规制高，做工精致，工艺繁
琐，像龙、凤这些图案，能画好需
要很多年的锤炼。”

“如履薄冰”，这4个字是完
庆建在完成古建油漆彩画过程
中的真实写照。

“一幅看似简单的图案，要
经过丈量、配纸、起谱子、磨生过
水、沥粉、包胶等多道工序，每道
工序都需要紧抓细节，一旦有轻
微失误，都会影响到整个建筑的
风格。”完庆建介绍，古建油漆彩
画技艺工艺复杂，每一处都要精
致入微。所以，一有时间，他就会
伏案作画，并通过查阅资料去了
解关于古建油漆彩画相关的历
史知识。

“油漆彩画在古建筑所起
到的作用之一就是保护，木质
结构的古建筑是很容易受到虫
蛀和湿气侵袭而糟朽，在木构
件的表面加上一层油漆彩画，
就可以起到保护的作用，而我

们现在所做的工作就是为古建
筑‘上妆’。”在完庆建看来，只
有通过不断地充实自己，出自
自己之手的古建油漆彩画，才
能让古建筑的一砖一瓦一木都
充满古韵，让游客体会到中国
古建的繁复之美。

20岁当学徒
学了6年才出师

“古建油漆彩画，第一要义
是严谨，原材料、原工艺、原形
制、原结构的‘四原’原则不能
破。”入行时前辈的一句话，至今
都被完庆建奉为“金科玉律”。

1984年，20岁的完庆建进入
到曲阜市园林古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的前身——— 曲阜大庄琉璃
瓦厂，那时他所在的团队还只是

依托琉璃瓦厂组建起来的一支
十多人的古建修缮队。

“学徒工大概做了3年，当时
做的都是最累、最单调的基础
活。”完庆建回忆起那段时光时，
语气变得有些柔和。“记得第一
次跟师傅出去干活，是对河南清
丰县普照寺的大殿内外进行彩
画修复工作。”完庆建说，当时工
程量很大，每天从早上6点半开
始工作，一直干到傍晚，整个工
程用了将近一年多的时间。

“记得那时候，白天跟着各
个老师傅学手艺，傍晚还要去翻
阅资料学理论、练习画谱，一刻
不敢松懈。”完庆建笑道，原以为
出徒后就能“上岗”，可没想到，
出徒后还得再学三年“规矩活
儿”，6年间，练上数千遍，才算摸
出点门道儿。

完庆建与古建油漆彩画传
统技艺结缘却不止于此。作为
完氏曲阜古建油漆彩画传统技
艺第四代传人，完庆建的祖先
曾在孔府进行建筑修缮工作，
从小在父辈身边耳濡目染听说
了不少关于古建修缮的故事。

“小时候，家里最多的就是画
笔、羊毛刷、盒尺等工具，所以
入这行，也属于情理之中吧。”
完庆建笑着说。

“上得了脚手架，坐得了冷
板凳。一勾一勒，不能出错。”在
完庆建的描述中，真正的古建筑

“上妆”过程，工人需要纹丝不动
地坐在脚手架上，沥粉、刷色、包
胶……每个步骤不多不少、条理
清晰、环环相扣，数小时过去，汗
水浸湿了衣衫是常有的事儿。而
完庆建面对这套熟悉的工序流

程，则以小心翼翼的态度为古建
“上妆”了近40年。

子承父业
技艺薪火相传

近40年的职业生涯，西藏布
达拉宫彩画修缮、昆明世博会山
东“齐鲁园”“牡丹园”、重庆市三
峡文物搬迁工程、聊城阳谷狮子
楼、王渔洋故居等古建筑及仿古
建筑修缮施工现场，都出现过完
庆建的身影。让这些建筑焕发出
充满历史与文化的光彩，成为完
庆建用行动表白这项传统技艺
的最好方式。

古建彩画虽光彩夺目，但
这个行当却倍加艰辛，这是一
个学起来难、干起来苦的行当。

“现在很多年轻人学着学着就
改行了。”完庆建感慨道。作为
从事古建油漆彩画的工作者，
花甲之年的他渐渐要退居幕
后，“那未来怎么办？这门技艺
要 想 传 下 去 ，总 得 需 要 继 承
人。”居安思危，完庆建也会对
曲阜古建油漆彩画传统技艺的
未来产生担忧。

值得庆幸的是，儿子完斐捧
起了接力棒。“当时大学所选专
业的时候，就选择了美术专业，
这也算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吧。”
问及是否在“子承父业”时，完斐
的回答很是巧妙。

37岁的完斐和58岁的完庆
建如今在工作室里也成了令人
羡慕的“搭档”。

“今年是我工作的第13个年
头了，从刚开始上手，咱请教师
傅的机会就比较多，工作室里问
不完，还可以回家唠唠。”完斐揽
着父亲完庆建的肩膀笑道。

2021年，曲阜古建油漆彩画
传统技艺被定为山东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这无疑更让这
对父子俩对这项传统技艺的坚
持充满了信心。为古建筑“化妆”
化了大半辈子的完庆建，更希望
未来有更多热爱彩绘的年轻人
加入进来，将手里的技艺传承下
去，也将文化的守护精神传承下
去。

古建“化妆师”完庆建，用近40年做好一件事

彩绘丹青里的坚守和传承

本报济宁3月13日讯(通讯员 李
文莹) 近日，兖州区人民检察院检察
官针对性走访企业，切实找准检察机
关服务企业发展的切入点和着力点，
为企业提供更加优质的司法服务，助
力兖州区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走访中，检察官深入企业生产车
间，现场查看企业生产经营和管理情
况，详细了解企业的经济发展状况、司
法诉求，对企业在加强人员管理、建章
立制、堵塞漏洞等方面提出了相关意
见和建议。同时，向企业介绍了当前检
察机关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
政策环境，搭建检企“连心桥”，促进企
业依法合规经营，为优化营商环境提
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

记者 易雪 康岩 通讯员 张艳 张建伟

昆明世博会山东“齐鲁园”“牡丹园”、重庆市三峡文物搬迁工程、西藏布达拉宫……在近40年的
时光里，作为完氏曲阜古建油漆彩画传统技艺第四代传人，完庆建将手艺一次次定格在古建筑的一
梁一椽上，让这些历经岁月磨砺的建筑又重新生动起来。

如今，已近花甲之年的完庆建始终不忘祖辈和前辈对他的影响。“把古老的技艺用在满足新的社
会需要上，就是传承。”完庆建说。

完庆建正在介绍古建油漆彩画技法。扫码看视频。

检察官进车间
助力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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