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迎陈芷颖来到淄博！”
“欢迎盖姨回到家乡！”……

5月3日晚，诸多人在淄博美
食风味餐厅聚友斋的餐桌上迎
接广东佛山的客人。

“每次来都能感受到山东淄
博的热情，让我好感动。”75岁的
盖姨，用熟练的粤语表达自己对
淄博的深厚感情。她8岁的小孙
女陈芷颖则更多时间埋头享受
淄博美食，偶尔穿插自己的评
价，“奶奶，博山硬炸肉好吃，面
条也好吃。”

从广东到山东，是近2000公
里的距离。对本名鲁粤桥的盖
姨来说，两个距离遥远的省份，
却始终有一座“桥”，让她乐此不
疲地来回奔波。

盖姨为什么叫鲁粤桥？她
的名字有什么特殊含义？

按照鲁粤桥本人的说法，她
父亲姓盖，老家在淄博市博山区
桃花泉村。新中国成立前，当时
十几岁的他离开博山参军，跟着
部队南下；新中国成立后，盖老
留在了广东，最后在佛山军分区
离休。

遗憾的是，从参军到临终去
世，盖老再没能回到老家。在老
人家心里，老家一直是他的牵
挂。第一个孩子出生后，便取名
鲁粤桥。身在粤，心念鲁，近
2000公里的距离始终有一座心
心念念的“桥”。

让父亲的骨灰回到老家，完
成老人的心愿，成了盖姨的一份
牵挂。2009年，经过咨询打听，
盖姨拨打了鲁中晨报社的热线

电话。
凭着盖姨提供的零星线索，

记者先后采访公安、民政等部
门，特别是到博山桃花泉村多次
求证考证，最终确定了盖老的老
家就是桃花泉村。

次年清明前夕，盖姨的小弟
带着骨灰回到博山，完成了老人
家的心愿。随后的十几年，盖姨
每年都会在广东和山东之间走
动几次，看看老朋友，认识新朋

友，吃吃博山菜。
5月1日，盖姨开启了今年第

3次来山东的旅程。她从广州乘
高铁抵达青岛，在栈桥观景，品
尝当地美食，有了好客山东的初
体验。随后前往淄博，她带着小
孙女陈芷颖在家乡四处游玩。

5月3日晚间，盖姨抱着小孙
女陈芷颖，认真介绍餐桌上的淄
博美食，与其说是来宾，倒不如
说更像“东道主”。“当年找到老
家后，就开始带着8岁的大孙女
多次来淄博，如今她都上大二
了。现在带着小孙女再来淄博，
也是一种念想吧。”盖姨说，只要
她还能走得动，就会一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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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佛山到淄博，味道好极了

“五一”假期，淄博文旅不断
升温，吃烧烤、逛八大局、买琉璃
文创……成为外地游客“淄博旅
游清单”上的必选项。

在博山区西冶工坊内，游客
络绎不绝。

“我们最近在传承的基础上，
创新推出了‘火绘’琉璃。”西冶工
坊副总经理刘建华告诉记者，山
东省工艺美术大师李大喜在继承
传统琉璃彩绘的基础上，以景泰
蓝色素作为绘画颜料，以沙画的
手法，在铁板上作画，然后将烧制
成型的琉璃制品滚压粘黏到瓶身
上，形成了一款有着独特写意风
格的琉璃文创产品。

“我们经过多次的试验，最终
确定‘火绘’工艺吸收融合国画里
的写意技法，画面以花鸟、山水为
主。”刘建华告诉记者，这个工艺
他们经过两年多的反复试验，最
近已经逐步成熟。

传承和创新，是博山琉璃发

展史上长久不变的主题。
在淄博烧烤海月龙宫体验地

文创集市现场，淄博精工琉璃摊
位前，游客们被一只“苹果”吸引。

“去年我来的时候，还没有这
种琉璃‘苹果’，这是刚出的产
品？”一名来自临沂的游客连续两
年来淄博旅游，她对淄博的琉璃
印象深刻。

精工琉璃国际部负责人翟亮
说，这件琉璃苹果是他们刚刚研
发的一款产品。研发人员参考淄
博农品沂源苹果的特点，这是特
别为淄博文旅开发的“定制款”。

这款琉璃苹果制作精良，尤
其是“沂源红”那种独特的“条红”
纹理，甚至到了可以乱真的地步。
可以看出，研发者为开发这款定
制产品做了大量功课。

淄博农品“沂源红”与博山琉
璃互相加持，让人看到博山琉璃
文创产品的跨界视野和精湛技
艺，为博山琉璃文创开辟了一条

新赛道。
凭借“淄博”这一IP的影响

力，目前博山琉璃迎来超级火爆
的一个时代。

在博山陶琉大观园内，络绎
不绝的游客挑选着各种陶瓷琉璃
制品，其中以手工琉璃最受欢迎。

“你看这个蝈蝈的触须，多么
精细，还有这葫芦的造型。”文鑫
琉璃负责人侯云峰正在向河北的
一名游客介绍一对灯工葫芦。

侯云峰说，为了迎接“五一”
旅游高峰，特别准备了一批以前
博山琉璃的代表产品“鼓当”。很

多小朋友被“鼓当”清脆的响声吸
引，惊奇琉璃居然能这样玩。同
时，过去小朋友喜欢的琉璃弹珠
重新回归市场，为博山琉璃提供
了更多亲民和好玩的元素。

刘建华介绍，博山琉璃有着
1000多年的历史，作为手工制作
的精品，过去，专供宫廷使用，在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博山琉璃成
为出口创汇的外贸产品，现在随
着制造设备、工艺和技术的提升，
博山琉璃也进入了百姓的家庭，
如今更是拓展到了各种景观设计
之中，让博山琉璃在更大的平台
上发挥独特的魅力。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
者 李波

“火绘”瓶、琉璃灯工……

来淄博，看琉璃的流光溢彩

“五一”假期，因美食而火
爆出圈的淄博，文旅热度有增
无减。在淄博这座城市的美食
舞台上，一位来自广东的点心
师傅何建萍，以精湛的厨艺书
写着自己的创业故事。

“最近点玫瑰山药糕这道
甜品的客人较多，所以一上班
就尽可能多做一点。”5月2日上
午8点，距离备餐时间还有2小
时，57岁的何建萍却已在餐厅
的后厨忙碌起来。从业41年的
他，手艺已经炉火纯青，不到半
小时，两屉糕点已经准备就绪。

何建萍说，他老家在广东
韶关，学成手艺后，北上广等大

城市都去过。2022年5月，他和
妻子应邀从上海的酒店来到淄
博高新区工作，凭借高超的厨
艺和对美食创新理念的独特理
解，很快就征服了食客的味蕾，
现已成为禾粤粤菜餐厅的点心
主厨。

从4月30日起，餐厅的接待
量猛增，后厨的工作量也直线
上升。何建萍深知，在食客聚
集的假期，是自己向更多人展
示广东美食的重要时刻。

“淄博人非常热情，我们后
厨的同事，有不少是淄博本地
人，大家相处很好，工作之余，
经常聚餐，我也很迷恋‘淄博烧

烤’的味道。”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文化交

流，在饮食方面，山东与广东两
种口味，已经有了明显的融合。

“我根据山东人的口味，将广式
点心的甜度降低，把虾饺、叉烧
包等馅味的厚重感增加，让食
客吃得开心、吃得满意。”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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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客山东
好吃广东”
融媒体作品
有奖征集

为加强鲁粤两省文化
和旅游交流，推动文旅消费
提质升级，大众报业集团联
合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共同
主办“好客山东 好吃广东”
融媒体作品有奖征集活动，
借助“五一”、暑期等旅游旺
季，面向社会各界征集“南
北大不同”的融媒体作品，
共同讲好鲁粤文旅故事，促
进两地经济繁荣发展。

山东和广东同属文化
旅游大省，互为旅游客源地
和目的地。齐鲁大地钟灵
毓秀，人文荟萃，历史文化
悠久，素有“文化圣地”“度
假天堂”的美誉，“好客山
东”品牌形象深入人心。广
东作为岭南文化发源地，拥
有丰富的自然与人文资源，
特别是饮食文化特色鲜明，
素有“食在广东”盛名。一
直以来，鲁粤两地各具特色
的文旅产品深受游客喜爱，
在国内外旅游市场上，享有
很高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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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琉璃工艺品需要两个人合作才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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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建萍制作的玫瑰山药糕

““鲁鲁粤粤桥桥””的的孙孙女女陈陈芷芷颖颖在在吃吃博博山山菜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