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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电视剧《南来北往》，不仅带火了坊子区坊
茨小镇的旅游业，还吸引了不少影视剧组纷至沓来。
暑期，坊茨小镇客流涨势明显，其中不乏多家影视公
司前来取景拍摄，影视和文旅再次实现了双向奔赴。
　　7月15日，记者在坊茨小镇采访时看到，来自青
岛的一家影视公司正在拍摄年代短剧《荒年答题》。
拍摄现场有条不紊，演员穿梭于老旧街巷之间，服
装、道具等与周围的历史建筑相得益彰，年代感十
足，营造出极具戏剧张力的视觉叙事。在制片主任许
远远看来，他们选择坊茨小镇作为拍摄取景地之一，
主要是看重这里有着丰富的场景资源，场地好、转场
快、路程短，非常符合拍摄年代戏的需求。
　　《荒年答题》外联部主任王征是土生土长的潍坊
人，主要负责剧中场景搭建等工作。作为一名在影视
圈摸爬滚打20多年的从业者，王征曾参与多部影视剧

的拍摄，其中就有火遍大江南北的《南来北往》，在
第32集中饰演一名婚礼主持人，与证婚人马魁（丁勇
岱饰）上演了一场精彩的对手戏。
　　“自从《南来北往》播出后，吸引了很多影视剧
组来坊茨小镇拍摄。通过这部电视剧我也收获了很
多，这几年参与了很多剧组的拍摄任务。我的家乡能
被这么多影视剧组看到，作为一名潍坊人特别自豪，
自己有责任和义务来宣传好家乡，也欢迎全国各地的
影视剧组来这里取景拍摄。”王征说。
　　据悉，坊茨小镇依靠铁路和煤炭发展起来，经
过百年沧桑变迁，众多历史建筑得到妥善保护，具
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影视文化价值，成为很多影视
作品拍摄的理想地点。而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在时
代快速发展的今天，坊茨小镇依然保留着浓浓的烟
火气息，使得各剧组能轻易捕捉到影视作品中所需
要的市井场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实现了一次华丽
转身。

“影视+文旅” 坊茨小镇成暑期热门打卡地
客流涨势明显，其中不乏多家影视公司前来取景拍摄

　　本报讯（记者 周晓晴 通讯员 赵亮）七月的潍
坊，烈日如炬，暑气蒸腾。当大多数人在阴凉处躲避酷
暑时，有这样一群人，正头顶骄阳，对城区中、低压燃
气管网进行细致巡查——— 他们是潍坊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燃气巡检员，作为燃气管线的安全卫士，守护着城市燃
气运行的“生命线”。
　　7月11日上午，室外暑热逼人，在高新区新城街道新
庄家园小区，巡检员孙浩男、张云颂正弓着腰，手持检漏
仪，对照着管线图纸，在小区楼宇和市政道路之间来回穿
梭，专注地对燃气出地管进行燃气浓度检测。炎炎烈日
下，他们不停地走、不停地看、不停地检测，沿着埋地管线
仔细排查有无泄漏、锈蚀、占压等情况。下午2时，气温达
到当日最高值，柏油路在烈日的暴晒下蒸腾起阵阵热气。
“天虽热，检查的时候也不能放松，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可
能潜藏隐患的角落。”孙浩男边擦着额头的汗水边说。
　　这看似简单的工作，实则充满艰辛。每天，他们每
人需要对燃气管线骑行巡检近70公里，如果徒步则日行
达1.2万步。在测漏的同时，他们还要检查、更换沿途
字迹模糊的燃气管线标示贴，对燃气管线悬挂重物、电
线以及违规占压等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并及时处理。
　　在烈日的炙烤下，汗珠顺着安全帽的边缘不断滚
落，浸透了蓝色工装，可他们却丝毫没有放慢巡检的脚
步，依然仔细地检查。作为潍坊4600公里燃气管线的守
护者，无论冬夏始终坚守在一线岗位上，他们用坚韧不
拔的毅力和专业的技能，默默为城镇燃气平稳运行护
航，让每一缕安全燃气，都能稳稳抵达千家万户。

潍坊港华燃气巡检员

不惧酷暑日行万步

守护4600公里燃气管线

花开盛夏 邂逅紫薇的浪漫

  7月16日，在潍坊植物园内，紫薇花竞相绽放，粉
紫、玫红、雪白的花朵缀满枝头，宛如云霞铺展。微风
拂过，花瓣轻盈摇曳，与园内的绿荫、碧水相映成趣。
  本报记者 常方方 通讯员 大海

  一年四季，位于青州市东门大街的隆盛糕点老店
总是顾客盈门。“从小吃到大，味道一直没变过。”
青州市民张先生提着刚买的蜜三刀和绿豆糕，笑着对
记者说。
  “清真糕点，色香传奇。缺了隆盛，不成全
席。”这是青州本地流传的一句老话。隆盛糕点作为
清真糕点一枝独秀，以其坚守传统工艺、传承古法配
方的执着，在时光流转中始终保持着那份令人回味的
老味道，成为许多潍坊人舌尖上的记忆。
 　走进隆盛糕点厂区，扑面而来的是阵阵食材的醇
香。隆盛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脱安利告诉记者：“隆盛
糕点制作技艺源于明代衡王府贡品糕点坊，清朝晚期
创立并服务大众，到现在已经有170多年历史。”
  繁不省功，贵不减物，遵循百年古法，代代匠心
传承。在隆盛糕点厂区库房，脱安利熟稔地翻看一袋
袋原材料。“我们选原料，首先看质量，其次才是看
价格，枣选饱满香甜的，蒸制起来枣香四溢，沁人心
脾；绿豆要用老品种，形状饱满，口感清香；饴糖要
用大麦芽制作的，香油要用小磨的……”在他眼中，
好味道源自技艺坚守，更来自于食材本味。
  工坊内，师傅们的双手是精确的“计量器”，从原材
料的清洗、晾干、去皮到研磨、制坯、蒸制、定型，
隆盛糕点仍坚持手工制作。“我们的糕点制作全是
‘凭眼’‘凭手’，早一分钟没到火候，晚一分钟火候就过

了。从1849年至今，已经传承了六代，我们始终遵循
传统工艺，保证了糕点的传统口味。”脱安利说。
  几代人的精心经营，让隆盛糕点从一个“老字
号”蜕变为“响字号”。2013年，隆盛糕点制作技艺被
列入山东省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
录。2024年，隆盛品牌被认定为第三批“中华老字号”。
  面对市场变迁，隆盛糕点并未固步自封。近年
来，品牌顺应时代需求，在保持传统精髓的同时，创
新推出低糖、无糖等一系列新产品，拓展天猫、京
东、抖音等电商平台，让老味道触达更广阔的人群。
此外，全力整理明代以来的糕点文化，挖掘恢复历史
品种，让消失的技艺重现生机。这种“守正创新”的
智慧，让百年老字号在传承中焕发新生，也让隆盛糕
点成为更多人钟爱的“潍坊味道”。

□文/图 本报记者 郭超

隆盛糕点：

用品质留住传统工艺里的老味道

□文/图 本报记者 于哲

张云颂（左）和孙浩男进行保护燃气管线标识工作。
年代短剧《荒年答题》在坊茨小镇进行拍摄。

师傅在加工桃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