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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仪博文 报道
　　本报讯 为高效搭建政金企沟
通桥梁，凝聚高质量发展合力，日
前，红石崖街道召开“红心聚力 暖
企赋能”企业家座谈会。
　　会上，红石崖街道对一直以来
支持街道发展的青岛自贸片区、区
直部门、驻街企业及金融机构表示
感谢，并建议企业潜心深耕主业，积
极参与重点项目建设，为建设“品质
西海岸”贡献力量；加强自主创新，
依托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高新
技术，发挥临港优势，将“港口流量”
转化为“经济增量”，加强与高校、科
研机构等多主体协作；优化组织结
构和内部管理制度，提高资源资产
经营收益，并排查安全隐患，守牢安
全生产底线。
　　会后，与会人员走进青岛融合
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展厅，近距离体
验光电科技创新成果，感受创新驱
动下的产业脉动。

　　□记者 张静
　　通讯员 刘光辉 报道
　　本报讯 近日，西海岸新区出
现低温天气，最低气温降至-10℃左
右。寒冷的天气里，广大城市环卫工
人依然坚守岗位，用辛勤的劳动守
护着城市的整洁与美丽。为切实保
障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青岛西海
岸公用事业集团市政公司积极组织
开展“送温暖”活动，为在低温中坚
守一线的“城市美容师”送去热气腾
腾的姜汤。
　　2月8日起，公用集团市政公司
每天组织工作人员前往马濠公园、
唐岛湾景区、海青广场等多个环卫
工人作业点，将精心熬制的姜汤送
到环卫工人手中。目前，已向3000余
名环卫工人发放姜汤7000余杯。
　　此外，公用集团市政公司还通
过发放防寒保暖用品、合理调整户
外作业时间等措施，切实保障环卫
工人作业安全。
　　接下来，公用集团市政公司将积
极探索建立常态化、长效化的环卫工
人关怀体系，推动形成尊重劳动、关
爱环卫工人的良好氛围，不断提升环
卫工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政金企携手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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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杯姜汤情意浓
温暖城市美容师

元宵佳节乐
浓浓墨香飘

　　□通讯员 贾春英 报道
　　本报讯 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营造喜庆热闹的节日氛围，日
前，新区实验小学组织开展了“元宵
佳节乐 浓浓墨香飘”书法展示活动。
　　活动中，小书法家们铺纸研墨、
挥毫泼墨，把祝福融入笔端，书写了
一幅幅寓意吉祥的书法作品。多种
书体尽显神韵，蕴含着大家对未来
生活的美好期盼，现场洋溢着浓浓
年味和欢乐气氛。
　　通过活动，学生们不仅提高了
书法水平，也深刻感受到了书法艺
术的无穷魅力。大家纷纷表示，将继
续努力练习书法，不断提升自己的
书写水平，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贡献力量。

 坚守四十载，浇灌非遗之花 

　　□本报记者 王艺华

　　“刘老师，您看看我这动作
对不对啊？”面对认真好学的学
生，宝山地秧歌第六代传承人刘
瑞华的脸上泛起了欣慰的笑容。
2024年底，65岁的刘瑞华带领非
遗传承团队走进宝山中学，参加
宝山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组织
开展的“非遗研学进校园”主题
活动。活动中，刘瑞华通过理论
和实践相结合的方式，为同学们
全面展示了宝山地秧歌的魅力，
让大家在欢快的氛围中感受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像这样的进校园、进乡村普
及传统文化的活动，刘瑞华已记
不清自己参加了多少次。回望40
余年来对于乡村传统文化的坚
守，作为乡村文艺战线“老兵”的
刘瑞华眼角湿润了。

　　1977年，高中毕业后的刘瑞
华进入宝山公社水利队。没过多
久，他就发现水利队有不少人能
歌善舞，自幼酷爱文艺表演的他
很快便和这些队员“打成一片”。
之后，刘瑞华多次向领导建议并
最终促成组建了宝山公社水利
宣传队，这也是他参与组建的第
一支文艺队伍。
  “白天我在水利连队搬运土
石方，晚上组织队员排练节目。”
刘瑞华回忆道：“虽然每天都很
累，但能为工人、农民送去欢乐，
我感觉很值。”
　　当时，刘瑞华的演出队不仅
在水利队叫得响，在周边十里八
村也很有名。“不少村派人来请
我们表演。还记得我们进村表演
时，鼓声一响，就有村民撂下饭
碗冲了出来。”刘瑞华自豪地对
记者说，“墙上、屋顶上全是人，
观众热情高，我们演着也带劲
儿。”
　　1978年冬，由于工作出色，
刘瑞华被宝山公社党委调到文
化站工作。“那时文化站的设施
简陋，每个村只有一个扩音喇
叭。”谈到当时工作开展情况，刘
瑞华表示，“那真是苦中作乐。”
  据悉，只要稍有空闲，刘瑞
华就会骑着自行车下村，了解各
村文化能人的情况，并逐一登记
在册，鼓励他们组建秧歌、高跷、
茂腔等表演队。“和他们打交道
是很快乐的事，我也学到了很多
东西。”

　　1985年对于已经从事农村文
化工作近7年的刘瑞华来说，意义
非同寻常。这一年，他受原胶南市
文化馆的委托，开始整理宝山地
秧歌相关民俗文化。当知道父亲
年轻时是宝山地秧歌的鼓手时，
刘瑞华激动不已。
　　“我根据父亲的回忆，找到几
位曾表演过宝山地秧歌的老艺
人，并逐个上门拜访，听他们讲秧
歌队人员的组成及剧情、动作，再
把了解到的信息一一记录下来。”
刘瑞华说道。
　　非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是一
个复杂的工程，艰难而漫长，尤其
是要把老艺人们的说教（包括乐
曲的形成、乐器演奏、表演形式、
角色搭配、服装和道具的制作及
使用等一系列技法技巧）整理成
文字材料的那段时光。凭着一股
子不服输的劲头，刘瑞华不畏严
寒酷暑，不厌其烦地登门拜访，与
老艺人们促膝交流、耐心探究。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努力，
刘瑞华几易其稿，一部系统完整
的《宝山地秧歌》终于完成。经过
试演彩排，老艺人们笑了，干部群
众笑了，刘瑞华也欣慰地体会着
成功的喜悦。
　　1986年，青岛市群艺馆派人
到宝山镇黄山后村拍摄宝山地秧
歌录像资料，将该民间艺术作为
珍贵资料保存了下来。2008年，宝
山地秧歌被列入青岛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2009年，刘瑞华被确
认为宝山地秧歌第六代传承人；
2013年，宝山镇被山东省评为“秧
歌之乡”。

　　作为宝山地秧歌第六代传承
人，刘瑞华深感责任重大。“我从
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从事文化工
作，到现在已有四十多年了。怎么
把咱农民的、乡村的文化好好传
承下去，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

题。”刘瑞华表示，“党和政府给了
我平台，我就要想方设法把文化
大戏唱下去。”
　　“七宝山传说”“金牛栏”“晾
甲埠”“城顶”“高城岘”……交谈
中，刘瑞华向记者绘声绘色地讲
述着宝山文化，谈到精彩之处，甚
至手舞足蹈、眉飞色舞，直接上手
示范。
　　2020年4月，刘瑞华经历了第
三次心脏手术。在病房里，他依
然坚持工作，配合相关部门将宝
山地秧歌成功申报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
  “地秧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我要把它继承、发扬下去，让
更多人知晓。”刘瑞华说道。
　　在非遗文化的传承和推广过
程中，宝山地秧歌进校园这一特
色教育活动得到青岛市教育局的
充分认可和肯定，并被作为全国
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课题
推送到教育部，《宝山地秧歌》特
色课程被西海岸新区评为终身教
育优秀课程。

　　多年来，刘瑞华尽心竭力让
宝山地秧歌发扬光大，并走进寻
常百姓的家中。他通过地秧歌授
课、培养传承人等方式，进一步拉
近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群众的
距离。
　　2008年荣获“感动胶南‘十佳
人物’”称号；2020年被文化和旅
游部授予“乡村文化和旅游能人”
称号；2021年荣获“青岛市非遗保
护模范传承人”称号；2022年荣获

“2021年度新区最美新区人”称
号……在非遗文化传承的路上，
刘瑞华收获了不少荣誉。
　　“我热爱农村基层文化工作，
尽管现在已经退休，我还是总想
着把宝山地秧歌进一步创新、传
承好。地秧歌有人演、有人看，这
就是我最开心的事。我的梦想是
让宝山地秧歌这个非遗之花开遍
全省、开遍全国。”刘瑞华铿锵有
力的言语正如宝山地秧歌一样，
闪耀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坚韧不拔
的风骨神韵。

刘瑞华（左二）向村民传授宝山地秧歌表演技艺。

>>组建文艺队伍<<
把欢乐传遍十里八村

>>拜访民间艺人<<
整理汇编《宝山地秧歌》

>>唱好传承大戏<<
坚守文化阵地40余年

>>牢记初心使命<<
让宝山地秧歌走向全国

年近七旬的刘瑞华一心要把宝山地秧歌传承发展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