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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青岛市委市政府关于机构改革
工作的部署安排，莱西市环境保护局更
名为青岛市生态环境局莱西分局，4月
29日上午9点举行了挂牌仪式，青岛市
生态环境局副局长董如增、莱西市人民
政府副市长张方宝共同为青岛生态环境
局莱西分局揭牌，青岛市生态环境局莱
西分局的机关干部及局属事业单位全体
人员参加了揭牌仪式。
莱西市环境保护机构始建于1978

年，原名莱西县环境保护办公室，1979年
12月30日，成立莱西县环境保护局；1983
年，由烟台地区划归青岛市管辖；1991年

更名为莱西市环境保护局至今。经过40
年的风雨洗礼，人事交替，环保队伍由小
到大，由弱到强，逐步成长为一支肩负生
态环境保护监管执法重任的坚强力量，留
下闪光的足迹，先后获得“国家环境保护
模范城市”、“国家生态示范区”、“全国绿
色发展示范城市”、“全国环境执法大练兵
表现突出集体”、“全省环保与公安联动执
法先进集体”等一系列先进荣誉。
4月29日上午，大家现场见证了莱

西市环境保护机构行政隶属关系的又一
次历史变革。
青岛生态环境局莱西分局局长宋学

照主持揭牌仪式并讲话，他表示，接受青
岛市生态环境局垂直管理，标志着莱西

市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开启了新的一页。
希望大家立足新起点，瞄准新目标，抓住
新的机遇期，迎接新挑战，不负重托，不
辱使命，坚定不移的服从并贯彻执行青
岛市生态环境局党组的领导决策，一如
既往的依靠莱西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
导，牢固树立全市一盘棋的思想，以更高
的站位、更宽的视野谋划生态环境保护
事业发展，以更大的热情、更足的干劲，
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快改善生态环
境质量，为打造莱西绿色崛起的典范城
市，助力美丽青岛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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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西市人民医院与莱西市
康馨护理中心携手共庆护士节

用歌声和行动回馈
辛苦的白衣天使们

□半岛记者 李云天

为弘扬南丁格尔精神，展示白衣天
使的风貌，4月26日，莱西市人民医院的护
士代表们在医院工会主席姜倩、护理部主
任史本芹的带领下，来到莱西市康馨护理
中心，与康馨共同举办“5·12”护士节主题
活动，同时为康馨护理中心的护士与老人
们带来了礼物，为了感谢人民医院的志愿
者们，同时也为了向护士们致敬，老人代
表们表演了精彩的节目。
康馨护理中心的康复医生与老人代
表们一同为大家展示《穴位操》，充满活力
的表演让台下的观众也不由自主地跟着
动了起来。活动最后，在场所有的护士志
愿者们同老人们一起合唱歌曲《没有共
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嘹亮的歌声回响在
康馨这个大家庭里。
此次活动，不仅是一次庆祝会，最主
要的也是一次交流会。康馨护理中心的
护士长李清、护士代表赵彤彤分别上台
分享工作心得，同人民医院的护士代表
们相互交流工作经验。“作为康复科医生
护士，我们希望入住的每位老人能够得
到温馨、热情、周到的服务，感受到家一般
的温暖。”护士长李清说出了所有医护人
员的心声。人民医院营养科专家苏斌主
任为现场的老人们讲解健康知识，让老
人们了解正确的养生方式。
在老人们在看表演的时候，人民医
院的护士代表们也没有闲着，她们来到
无法下楼的老人所在的护理区，同康馨
护理中心的护士们一起现场指导、交流
工作经验，把她们在日常工作中管道护
理、压疮护理、康复训练等工作心得毫不
吝啬的分享给了康馨护理中心的护士
们，让她们能够更好地照顾老人。
“通过这次康馨公益行活动，医院爱
心志愿者们为老人们提供了护理技术的
服务和健康知识宣教，同时从康馨护理
中心的同仁那里感受并学习到了“人文
关怀”的内涵。此次活动也是我们护理部
推行优质护理服务的一个延伸服务，希
望我们能真正做到让病人满意让社会满
意。”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史本芹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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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饽饽榼子”是一种用来制作花式馒
头的模具，又称“果模”、“糕饼模子”、“榼
花”，在东北、华北地区被用来制作面食品
和油酥点心，样子精致，非常受民众喜爱。
以前在胶东地区，每逢春节家家户户都会
拿出不同样式的“饽饽榼子”制作馒头或
进行油炸。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饽饽榼
子”慢慢在日渐忙碌的生活中消失，民间
也不再流行使用，逐渐成为了人们手中的
收藏品和艺术品。

与众不同，用胶泥制作
“饽饽榼子”

雨如万条银丝从天上飘落而下，屋檐
落下一排排美丽的珠帘。4月25日，丝丝
缕缕缠绵不断的小雨直到下午才缓缓停
歇，被雨水洗刷过的胶东民俗文化博物馆
依然如从前一样安静祥和。“榼子到底有
多少年的历史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了。”莱
西市水集二村胶东民俗文化博物馆馆长
孙宏杰说，追溯“饽饽榼子”的历史，最早
见的记载是唐代封演的《封氏闻见记》：
“玄宗朝，海内殷赡，送葬者或当衢设祭，
张施帷幞，有假花、假果、粉人、面兽之
属。”说明这时的面塑主要是作为祭品出
现的。到了宋朝，果酥食品就更生动了，宋
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里记载：“又以蜜
糖油为笑厌儿，谓之果食，花样奇巧百端，
如捺香方胜之类。”
面食榼子多用质地细硬的梨木雕成，
有自制的专用工具，属细木工活，但在莱
西乡间还有一种陶泥做的榼子，花纹简洁
秀美，且油光锃亮，如黑漆髹成，还有一种
红陶，如同朱砂染过，这种榼子在国内十
分罕见。据说很久以前，在莱西潴河岸边
出产一种胶泥，有民间艺人用来做茶具及

文房用具等，由于数量有限且未能有效开
发。有人用偶然采集的一点做成“饽饽榼
子”，发现比任何其他材料制作的都经久
耐用，甚至制成后不用入窑烧制即可使
用，在当地成为美谈。
“在全国别的地方见到这种黄涧泥手
工制作的‘饽饽榼子’那肯定也是莱西的，
因为全中国也就莱西义谭店有一条河边产
这种泥，任家疃村有这种手艺，并且传男不
传女。”孙宏杰拿着一个“饽饽榼子”说，这
是当初用手工刻好，反面用手指沾着水抹
平后，在自家锅灶壁上烧制的，所以会出现
颜色不均匀的情况。烧好后便会拿到集市
上售卖，因为是纯手工制作，所以花样没有
一个是重复的。现在用木头雕刻的“饽饽
榼子”是后来才慢慢衍化出来的。
莱西民间“饽饽榼子”起源于何时，至
今尚无籍可考，但它在民间生活中流传之
久远却是无可质疑的，它做工精致、造型
美观，是民间艺术的一朵奇花。

图案多样，制品早已渗透
日常生活

莱西“饽饽榼子”的纹样有许多分类，
大多都意寓吉祥、团圆等美好愿望。“图案
有太多了，寿桃、佛手、莲花、金锭、方胜、
如意头、秋叶、嫦娥奔月、鲤鱼跳龙门、团
寿、方福、双喜、梅花等等，什么花样都
有。”孙宏杰说，这些图案有的是传统流传
下来的，有的是适应时代衍化来的，还有
一些与特定的历史事件有关的特殊“饽饽
榼子”，介于文字与图案之间，类似于现在
说的定制的意思。
“用‘饽饽榼子’制作食品的时节也有
很多。”孙宏杰说，比如春节“炸花”，清明
“面燕”，七夕“巧果”，仲秋“面月”，都是约
定成俗的节日食品；婚礼、寿诞、上梁、添
喜、百岁也是民间日常隆重的礼仪活动，

都要有面食当家；祭祀、祭神、祭海、祭河
等场面，更需要有面食出场，“饽饽榼子”
制品其实早已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以前的时候比较缺馒头，那时都会在

“二月二”的时候用很小的“饽饽榼子”作
出两个拇指大小的馒头，再用红线串起来
挂在小孩的脖子上做“项链”，既好吃又好
看。孙宏杰回忆起以前节日的热闹情景，
脸上慢慢的都是怀念。他说现在什么都不
缺，却也少了以前的节日味。

时移俗易，渐渐成为收藏
品和礼品

用“饽饽榼子”制作食品的方法很简
单，将调好的面粉用刻有花纹图案的模子
榼出来便成型了。“一般是入锅蒸熟或者油
炸，还有的会烙烤后再吃。”孙宏杰说，其中
发面蒸制食品叫做“花饽饽”，出锅后还要
用各色料点染装饰，也有将专用刻制的图
案、文字等像加盖印章样印在食品上的，民
间称之为“饽饽印”。
孙宏杰遗憾地说，义谭店的河还在，泥
还在，任家疃村的手艺也在，但已经很少有
人再用泥制作“饽饽榼子”了。与此同时，随
着生活节奏的加快，民间使用“饽饽榼子”
制作花样面塑的人家也越来越少。“用榼子
榼花样太慢了呀，现在我家的亲戚也就我
一家春节的时候做点‘炸花’，其他家都等
着分一点吃就行，自己都不开火。这么多张
嘴能吃上就很好了，哪有时间讲究花样。”
莱西平林院村年过六旬的潘女士说，年轻
的时候过年兄弟姐妹人多，聚在一起还能
腾出人手榼花样，现在不成了，住在城里没
有大锅的话开火都成问题。
时至今日，“饽饽榼子”已渐渐成为人
们手中的收藏品，很多人购买“饽饽榼子”
也已经不是为了使用，而是作为文化艺术
品馈赠亲友。

立足新起点，瞄准新目标
青岛市生态环境局莱西分局于4月29日正式挂牌

青岛市生态环境局莱西分局揭牌。

独树一帜，莱西的“饽饽榼子”用胶泥制作
以前家家有的“饽饽榼子”如今渐渐成为收藏品

▲各种花样的“饽饽榼子”。
民间锅灶壁烧制，颜色不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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