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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花馍“蒸”出致富路
琅琊镇依托龙湾花馍等本土特色文化，打造特色旅游带动村民增收

灵珠山街道

企业拉网检查
消除火灾隐患

  □记者 丁霞
　　通讯员 赵嘉诚 报道
　　本报讯 近日，灵珠山街道社会治
理中心、平安建设中心、应急管理办公室
联合开展企业消防安全检查专项行动。
　　检查人员重点对企业厂房的安全
出口、疏散通道是否畅通，应急照明、消
防安全标志、消防设施器材是否按标准
配置并完好有效，工作人员对灭火器材
及逃生知识的操作掌握情况等方面进
行了检查，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检
查人员做好记录及时反馈给企业负责
人，并要求单位负责人立即着手整改。
同时，要求企业负责人认真开展自查自
纠工作，加强管理，落实责任，及时发现
并消除隐患，防患于未然。据悉，此次
联合检查共检查企业15家，发现隐患28
处，现场整改完毕22处。

薛家岛街道

党建结对共建
实现双赢共进

  □记者 丁霞
　　通讯员 张伟伟 报道
　　本报讯 近日，薛家岛街道青云山
路社区党委在派驻街道社区治理工作
队的对接下，与工委统战部机关党支部
举行党建结对共建签约仪式，深化党建
区域共建。
　　签约仪式上，双方党组就组织建
设、社区活动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探讨，提出通过开展共建活动达到优势
互补、资源共享。
  据悉，双方将以资源共享、活动共
谋、合作共促等方式，加强党建工作的
横向交流与合作，共同推进基层党建
事业的蓬勃发展，切实帮助基层群众
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把“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融入到实
际行动中。

红心火龙果迎来盛果期

　　□记者 丁霞 报道
　　近日，在张家楼街道松山子村的
鸿森林采摘园里，红心火龙果已大批
量成熟。该村党支部书记徐炳霞告诉
记者，火龙果8月份进入盛果期，一直
持续到明年3月份左右。据了解，“青

岛鸿森林农业合作社”是政府重点扶
持的“南果北种”农业投资项目，多年
来，园区坚持原生态种植火龙果，亩产
4000～5000斤，是目前西海岸最大的火
龙果种植基地。图为徐炳霞介绍如何
给火龙果花进行人工授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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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我来取货啦，订的生日

花馍做好了吗？”近日，家住城区的

张女士来到琅琊镇王家台后村取

自己之前从网上预定的生日花馍。

“家里老人过生日，蛋糕含糖太高，

朋友介绍了龙湾花馍，既好看又符

合咱们的饮食习惯。”张女士告诉

记者。

　　如今，人们到琅琊镇旅游，除

了感受辽阔的自然风光，品味千古

神韵的琅琊文化，还能带走龙湾花

馍、特色竹编等纪念品。“一袋成本

只有几十元的面粉，经过巧妙的设

计加工制作成花馍后，村民大约能

从中获得几百元的收益。”王家台

后村党支部书记王强介绍说。

  因紧邻龙湾，琅琊镇王家台后
村的花馍取名龙湾花馍。花馍是中
国民间面塑品，也称“面花”，盛行
于明清，至今有1000多年历史。据
了解，该村花馍手艺人王娟因婚嫁
来到琅琊镇，于2013年开始制作花
馍，在琅琊镇颇具盛名。
　　记者了解到，自王娟开始制作
花馍以来，不仅让自己的生活水平
提高了，也让龙湾花馍逐渐进入了
更 多 人 的 视 线 ，在 2 0 1 8 年 1 月
CCTV4播出的《记住乡愁》和第四
季《家国两相依》节目中，都出现了
王娟制作龙湾花馍的镜头。龙湾花
馍在全国频频获奖，被各界媒体争
相报道，龙湾花馍的生意也越来越

火爆，“现在很多北京、上海的顾客
都通过微信联系我购买花馍，一个
月的订单超过了50份。”王娟告诉
记者。
　　现如今，王娟制作花馍、面塑的
平均月收入已达一万元左右，村里不
少乡亲们登门求艺，王娟从不推辞，
遇到家庭生活困难的乡亲，王娟更是
悉心传帮带，帮助他们掌握创收的一
技之长。

　　近日，龙湾花馍传承体验班在王
家台后村正式开课了，在该村党支部
和驻村第一书记杨晓莉的组织下，王
娟以公益课堂的形式向村里放暑假的
孩子们传授花馍制作技艺。“通过这样
的体验课程，能让孩子们留住咱们自

己文化的根。”一名学生家长告诉
记者。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为让龙湾
花馍规模化运营，该村党支部一方面
大力宣传王娟的花馍，另一方面积极
号召大家通过学技术、学手艺的形
式，参与龙湾花馍制作过程，让花馍
制作从一个人的小作坊发展成一个
村的致富点。“目前我们村有十来个
人专门从事花馍制作，预计拉动初学
者年收入3至5万元。”王强告诉记者，
下一步，该村将进一步加大宣传和帮
扶力度，计划将该手工行业制作者扩
展到40人。

　　“今年以来，我们逐一搜集、核
实和整理了全镇现有非物质文化遗

产和各级文物保护的情况，对镇内
文化资源逐一登记在册。”琅琊镇
宣统委员李常芳告诉记者，除了龙
湾花馍外，琅琊镇还有特色竹编、
玉筋鱼传说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依托本土特色文化和优质自然
资源，今年来，王家台后村先后引进
龙湾温泉、采摘园等项目，以传统渔
家风情为特色，以餐饮、住宿、赶海和
渔家体验为主要内容的旅游产业初
具规模。“随着龙湾花馍借助外来观
光人数增多而售卖紧俏，我们村得天
独厚的旅游资源也逐渐名气远扬，这
是一个双向互惠的良性循环。”王家
台后村党支部书记王强告诉记者，下
一步村庄将不断深挖本土文化新内
涵，规范提升民宿游品质，让这种良
性 循 环 提 速 增 质 ，带 给 村 民 更 多
实惠。

小花馍带来大收益

　　□本报记者 梁玉鹏
　　本报通讯员 董雪 

体验班传承老手艺

家门口吃上旅游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