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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事件：乡村匠人的致富“香饽饽”

一、热点概述

明清以来 300 多年，花饽饽一直与山东胶东等地的群众生活、地方风物紧密相连。每逢重要节日、

红白喜事，花饽饽必会被端上餐桌、祭台、礼台。一块普通的白面，在匠人的手中变化成仙桃、石榴、

燕子、飞龙……周海宁是花饽饽传承者中少有的年轻人。对于周海宁而言，传承老手艺，也是重新理解

家乡的过程。而周海宁和其他人的加入，既是传承，也带来了改变，她把花饽饽办成集体产业，带领村

民走上致富道路，让花饽饽成为了致富“香饽饽”。

二、答题素材

1.事实（举例）论证：

（1）花饽饽不仅分量重，情意也重，它承载传统、寄寓美好。在不同的时间节点，花饽饽会呈现

不同的样式。清明时，做燕儿饽饽，欢迎南来的燕子；七夕时，做“巧果饽饽”送给心上人；春节时，

做刺猬、鱼、龙等寓意发财、好运的小动物；元宵节，会按照家里每人的属相做多个“属儿”面灯；碰

上农历闰月，做出仙桃、石榴、佛手造型组合的“留娘糕”，寓意“桃留佛手，留住亲娘永不走……正

式由于花饽饽不断丰富改良，如今已成为山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鲜明代表。

（2）与周海宁一样，25 岁的林鹏也是胶东花饽饽的青年传承人，他跟着于日芬学过艺，父亲也是

花饽饽非遗传承人。林鹏喜欢研究复杂精美的造型。有时为了丰富口感，找到匹配造型的原料，他们要

尝试 20 多种面粉，不断试验原料比例和塑形技法。林鹏手制的小财神、月老花饽饽，造型“卡通”，

颇为可爱，而他细制的苹果饽饽，几乎能以假乱真。而手艺精良、特别定制的花饽饽价格不便宜，一个

甚至能卖到 5000 元，对于面塑匠人来说，这样的作品从构思到成型，也要花上一个月的时间。

2.道理论证：

“工匠精神”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尺度、是中国制造前行的精神源泉、是企业竞争发展的品牌资

本、是员工个人成长的道德指引。“工匠精神”就是追求卓越的创造精神、精益求精的品质精神、用户

至上的服务精神；“工匠精神”还包括着追求突破、追求革新的创新内蕴。古往今来，热衷于创新和发

明的工匠们一直是世界科技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在 2016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说“要鼓

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近些年来充斥媒体的“中国制造”

“中国创造”“中国精造”“工匠精神”，如今成为决策层共识，写进政府工作报告，显得尤为难得和

宝贵。

3.影响分析：

（1）延续了优秀传统项目技能，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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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创造了可观经济效益，提高村民收入……

（3）发扬工精益求精、守正创新的精神内涵，树立乡村匠人典型事例……

三、出题方向

（一）你怎么看？

1.以周海宁、林鹏为代表的年轻人，在乡村发挥自己的所长，把传统项目山东花饽饽进行精益

求精的造型制作；利用网络媒体，将花饽饽进行产业化发展，形成了远近闻名的“花饽饽之乡”，

带领无数人走上致富道路。对此，你怎么看？

◎审题判断——你怎么看？（社会现象类）——答题结构【点题/破题--意义--过渡--措施--结尾】

◎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破题：

年轻人是民族的未来，祖国的希望，她们愿意积极投身于我们的传统项目中去，并且做出彩、出色，

是一件利人利己的好事。这不仅让优秀传统项目传承下去，也给这些传统项目增添了年轻活力，散发出

深远长久的影响力：

第二步——意义分析：

其一，延续了优秀传统项目技能，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明清以来 300 多年的传统项目并没有因此中

止。保护了当地独有的特色、传统和价值观，使后代可以直观感受自身的文化根基，增强自信心；有利

于提升当地凝聚力和认同感……

其二，创造了可观经济效益，提高村民收入。花饽饽不断进行产品创新与升级，吸引了更多劳动力

从事相关产业；成为当地村民的重要经济来源，提高村民收入；带动文化旅游、手工业发展、电商等相

关领域，促进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其三，发扬工精益求精、守正创新的精神内涵，树立乡村匠人典型事例。以周海宁和林鹏为代表的

匠人发挥精益求精的爱岗敬业精神，影响着年轻人的就业选择和精神内核；她们利用时代条件发展传统

项目，在年轻人中树立了榜样典型……

第三步——过渡：

总之，传统“花饽饽”的延续和发展对于文化、经济等各方面有着深远的影响，它是我们与过去的

联系，也是我们面向未来的资源和灵感来源。

第四步——措施建议：

首先，当地政府应进行政策扶持。政府和相关机构可以提供政策支持和资金扶持，鼓励传统手工业

的发展；设立传统手工艺保护基金、提供贷款、减免税费等措施。设置专项项目基金，用于宣传推广、

手工艺保护；其次，设置手工艺从业者相关补贴，提高民众从业热情；建立专项基地，吸引游客参观体

验……

其次，丰富“花馍馍”的相关产业。将此传统手工艺与文化旅游相结合，打造体验式的旅游产品，

游客可以参与制作过程，促进手工艺的传播和销售；创造自主品牌，精心打造其标志、包装、宣传，提

高其市场竞争力和产品附加值；鼓励创新和设计，结合现代审美和市场需求，将传统元素和现代设计相

结合……

再次，进行下一代传承和教育。通过师徒制度培养优秀的传承人，将传统“花饽饽”技术传承给下

一代；打造一系列培训课程，包括理论学习和实践操作，吸引更多年轻人参与培训，确保传统项目的新

鲜血液的不断融入，促进花饽饽项目的繁荣和可持续发展……

最后，拓宽相关销售渠道。利用互联网和电子商务平台，建立在线商店、电商平台将商品进行多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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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售卖；利用社交媒体进行推广，提高其知名度；举办花饽饽线上线下展览活动，吸引更多客户群体……

第五步——结尾：

年轻的匠人们希望，不断把老手艺玩出新花样，让花饽饽这一传承了几百年的非遗现代化、生活化，

让全国各地的人都能认识花饽饽、喜欢花饽饽，让更多村民尝到花饽饽的“甜头”。对于她们而言，传

承老手艺，是重塑自我的过程，也是重新理解家乡的过程，能带领家乡致富的花饽饽便是“香饽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