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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11月 22日讯 22 日是小雪节
气，青岛早报记者来到即墨区段泊岚镇
栗林村，村民们正热火朝天地进行青萝
卜采收，丰收的喜悦气息扑面而来。地
头田间，萝卜缨子翠绿欲滴，大萝卜个个
饱满水灵，在冬日暖阳的映照下，愈发显
得鲜嫩诱人。

萝卜丰收亩产达万斤

栗林村萝卜口感脆甜、多汁，富含营
养成分，颇受消费者欢迎。眼下萝卜进
入收获季，农户们全力抢收已被预订的
萝卜，这些萝卜将被运往农贸市场和各
大超市。

在段泊岚镇园召进蔬菜合作社种植
基地，“栗林甜青脆”萝卜品种也已成熟，
工人们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地进行拔萝
卜、整理装箱等工作，现场一片热闹的丰
收景象。

合作社负责人姜丽表示，尽管前
期受到自然灾害影响，但凭借后期精
心管护，今年的萝卜种植成效显著，平
均亩产达 1 万斤，且价格较往年有所上
扬。借助种植合作社签订的销售合
同，有效保障了农民收入增长。当日
采摘的萝卜，当晚便能出现在各大农
贸市场和超市货架上，足见其市场紧
俏程度。

栗林村种植萝卜已有 30 多年历
史。栗林村的青萝卜通常在春秋两季

种植，生长周期仅 60 天，较短的周期与
较高的产量为其规模化种植奠定了基
础。栗林村萝卜的丰收，不仅是农民辛
勤劳作与科学种植的成果体现，更是当
地农业产业蓬勃发展的生动写照，对推
动区域农业经济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有
着重要意义。

创新举措打响萝卜品牌

近几年，段泊岚镇积极推进农业规
模化、品牌化、现代化建设。秉持“打造
绿色粮蔬基地，建设沽河田园新镇”理
念，充分发挥水土肥美等资源优势，现代

设施农业与畜粮传统农业双轨并行，相互
促进，展现出鲜明特色，成功推动农业效
益提升与农民收入增长。

栗林村的种植户一般在春秋两季种
植青萝卜：春萝卜在 4月下旬播种，6月上
旬采收；秋萝卜在6月下旬播种，10月底收
获。村民们巧用种植时间差，避免产量过
剩，稳定市场价格。由于栗林村的黑土地
土质优良，水源全部来自 40 米深无污染、
矿物质丰富的地下水，再融合多年种植经
验，孕育出口感清脆甘甜的优质青萝卜。

近年来，栗林村借助合作社规模化种
植销售模式，积极开展萝卜品种选育培育
工作，并采用无公害管理，举办萝卜节等
创新举措，打响了栗林萝卜品牌，栗林村
也成为远近闻名的“萝卜村”和“一村一
品”建设示范村。

与此同时，在段泊岚镇瓦戈庄村，小
雪时节的农事活动也在有序开展。当下，
即墨区多数小麦处于分蘖、长根关键时
期，瓦戈庄村农民正忙于冬小麦镇压作
业，旨在增温保墒，保障麦苗安全越冬。
即墨区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修翠波也提
醒广大农民，应在确保苗全、苗匀基础上，
依据各地实际情况，着重落实小麦镇压、
病虫草害防治以及浇好越冬水等田间管
理关键措施，精准调控麦苗生长态势，优
化群体结构，为小麦安全越冬筑牢根基，
为来年丰收积蓄力量。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康晓欢
袁超 通讯员 张涛 摄影报道）

早报 11月 22日讯 11 月 22 日，
崂山非遗展示中心启用仪式暨崂山祈
福系列文创产品发布会在崂山风景区
太清游览区正式启幕。本次活动由青
岛市文化和旅游局、青岛市崂山风景
名胜区管理局指导，崂山区文化和旅
游局、崂山风景名胜区太清游览区管
理服务中心、崂山旅游集团主办，青岛
若七珠宝文化艺术博物馆承办。本次
活动旨在充分发挥崂山非遗展示中心
社会功能和文化价值，推出精妙融合
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的崂山祈福系列
文创精品，为崂山文化传承与发展注
入崭新活力，更好地实现非遗保护成
果与市民游客共享。

非遗崂山 开启璀璨华章

活动现场，崂山非遗展示中心正式
揭牌启用。崂山非遗展示中心位于崂
山太清广场、太清宫东南侧，总面积430
平方米。作为崂山非遗文化的集成展
示窗口，崂山非遗展示中心融合文化
展示、文创展陈、互动体验、品鉴休闲
等功能，将景区资源利用最大化，打造
人文崂山的新名片。崂山非遗展示中
心还承载着“崂山非遗传承人文化工
作室”的功能，将为非遗传承人、文化
学者、艺术家以及广大文化爱好者提
供交流、学习和展示的平台，共同探讨
非遗与现代生活的融合之道，进一步挖
掘和推广非遗背后的故事与价值。

近年来，崂山风景区充分利用自
身文化资源优势，进行非遗的保护传
承与“活化”利用，扎实推进“非遗在景
区”创新性发展，取得阶段性成果。活
动仪式上，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为崂
山风景区流清、巨峰、太清、仰口 4 个
游览区进行青岛市级“非遗在景区”驿

站授牌，并授予九水乡著、临澜海墅、七
水杉居、久香园、晓政益、白云洞 6 家民
宿“青岛非遗民宿试点”称号。未来，这
些非遗文化的璀璨亮点将连点成线，串
联起崂山非遗文化的绚丽展示带。

祈福文创 经典创意臻藏

活动现场，若七珠宝文化艺术博物
馆重磅发布崂山祈福系列文创产品，作
为2024“好客山东·山东有礼”旅游商品
大赛金奖作品，为游客文化体验增加新
的维度。崂山祈福文化源远流长：登临
巨峰，祈愿步步登高；畅游太清，祈愿独
占鳌头；漫步华严，祈愿金榜题名；眺览
仰口，祈愿福寿康宁；徜徉九水，祈愿颐
养天年……崂山祈福承载了风调雨顺、
太平盛世的国家愿景，也表达了个人健
康长寿、家庭和睦的美好心愿。

以崂山祈福文化为灵感，融合现代
美学元素，若七珠宝文化艺术博物馆设
计开发崂山祈福系列文创产品，以艺术
的氛围和形式助力崂山打造世界级旅游
目的地品牌，这既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

“两创”实践，更是彰显文化自信、推动文
化输出的重要一步。据悉，本次崂山祈
福系列文创产品展将在崂山非遗展示中
心进行为期 3 个月的特别展出，将崂山
的底蕴与福运传递给每一位到访者。

互动体验 共享非遗成果

崂山风景区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
及蒲松龄笔下《聊斋志异》中的《香玉》篇
为创作灵感，原创设计的“香玉”和“绛
雪”主题妆造 ，也 在 活 动 现 场 正 式 亮
相。牡丹仙子“香玉”和耐冬仙子“绛
雪”一出场便吸引了众多目光，仿佛将

观众带入蒲松龄笔下的唯美仙境，呈
现出一场意蕴悠长的视觉盛宴。

在古老祈福文化与现代设计巧妙结
合的艺术创造中，嘉宾与市民游客们还亲
身体验了文创产品DIY的乐趣，亲手制作

“柿柿如意”等文创精品。在DIY的过程
中，大家既惊叹于古老技艺的精湛绝伦，
又感慨于现代设计对传统文化的创新演
绎。这种将古老文化与现代设计相融相通
的艺术创造方式，不仅让非遗文化焕发出
新的生机与活力，更让
更多人有机会近距离
接触和了解这一宝贵
的文化遗产。

（观海新闻/
青岛早报记者 姜丹宁
通 讯 员 胡 利 颖
杨颖超）

崂山风景区供图

崂山展非遗 古韵传新风
崂山非遗展示中心昨揭牌启用 崂山祈福系列文创产品同步发布

拔出萝卜带出“金”
即墨栗林村迎来青萝卜丰收季 亩产达万斤

农民在田间采收青萝卜。

原创设计的“香玉”和“绛雪”主题妆造亮相。

崂山非遗展示中心启用。

崂山祈福系列文创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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