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区

2010年11月9日 星期二 编辑：魏衍艳 美编/组版：于洁

C15今日烟台

本报11月8日讯(记者 寇润涛)

“老钟，昨天清理了几个野广告，你

数了么？”8日，在芝罘区东山街道办

事处福山路社区，不少老居民们看见

钟爱芸，就问个不停。这些热心的老

年人其实都是社区义工服务队的义

工，11月7日他们顶着寒风，自发在社

区里清理角落的野广告等杂物。

11月7日下午，刚吃过午饭，福山

路社区义工服务队的义工们纷纷穿

着红马甲，戴着红袖标，分散在社区

各个居民楼间。他们不停地用铁锹清

理墙角的杂物，用手捡起路边的垃

圾。随后，义工们又带着扫帚来到福

山路，沿街打扫落叶。“我们平时扫一

趟最少要一个小时，今天有这么多人

帮忙半个多小时就扫干净了！”负责

清扫福山路的环卫工人高兴地说。

从居委会了解到小区内小广告

又出现“死灰复燃”现象，义工们又各

自回家找小铁铲、小滚刷，将一些楼

道内的数百张小广告铲掉，并用滚刷

涂料将楼道粉刷一新。“小广告一直

困扰着我们，这些退休的老人们用周

末时间来做义工，让我们的楼道焕然

一新，我们年轻人得多向这些老大

爷、老大娘们学习。”今年刚大学毕业

的小张说。

据福山路社区居委会主任范秀

凤介绍，这些老年义工们为社区看门

望锁，保一方平安，社区发案率大大

降低。居民们不无感叹的说，这些老

年义工似乎比年轻人还有朝气。在老

年义工的带动下，居委会希望有更多

的人加入到义工队伍中，为创建平安

社区发挥余热。

本报11月8日讯(记者 马绍栋

见习记者 毛旭松) “有风的时

候尘土飞扬，下雨的时候泥泞不堪，

这条路必须进行整治了。”祥发小学

对面因开发商延迟施工留下的一条

大约100米长的土路让附近的居民

苦不堪言。记者了解到，该路明年有

望列入市政部门养路计划进行改造

整治。

11月8日，记者来到祥发社区看

到这条土路，土路的旁边是刚拆迁

完的旧房，剩下的瓦砾石块就堆在

土路旁边，起风的时候，尘土飞扬，

经过此处的居民纷纷用手遮住口

鼻。路过骑自行车的行人要么小心

慢行，要么干脆下来推着自行车走。

“平时从这过的大车很多，卷起

的沙尘都能迷住眼，跟沙尘暴一

样。”正在跟女儿玩耍的魏女士告诉

记者，这条路前后都是沥青路，就这

么一段是土路，每天回到家头发里、

衣服上都是沙子。

这条路附近还有祥发小学、福

泰幼儿园、福安中学和祥和中学。

“这么多石头，孩子平时打打闹闹

的，一不小心再摔倒了，我们当家长

的也不放心。”魏女士表示，平时家

长都要接送孩子上下学，这里是必

经路，每次走到这都得下来推着车

子。晴天的时候还好些，下雨的时候

泥泞的要命，鞋都踩的没法看了。

记者随后从祥发社区居委会负

责人处了解到，当地城村改建时开

发商答应将道路修好，可最后并没

有落实，这个问题一直拖到现在。

记者随后又联系了市政养护管

理处的李广良科长，李科长核实情

况后表示，会将这个问题上报，争取

将这条土路列入明年的养路计划，

尽早解决困扰当地居民的难题。

刮风尘土飞扬 下雨泥泞不堪

100多米长土路“坑坑苦”居民

顶着寒风清理杂物

社区“义工日”

传递爱与温情

风筝达人王积德——

走了大半个中国

被十几个城市邀请放飞风筝
文/本报记者 冯荣达 片/本报记者 钟建军 通讯员 牟经宾

记者注意到，王老给记

者展示的，还有几个小箱子。

里面一片一片的都是一些菱

形纸片的东西。王老告诉记

者，这些是“菱形串”风筝，材

料是从挂历上来的。风筝全

长1050米，一个箱子装不下，

要分7个箱子装才够，一个箱

子装100个菱形。

“风筝太长了，放飞的时

候，得要15个人拽着才行，线

从终端到手上越来越粗，拉

在手里的线能有铅笔粗。”王

老说，为了让它达到最佳放

飞效果，他们多次到开发区

等开阔的地方测试调整。

“想想这么长的风筝在

天上多么壮观。后来在大连

国际风筝节上，它就给烟台

人长了脸，人人都说烟台的

风筝真气派。后来，这个风筝

还得了潍坊国际风筝会的放

飞一等奖。这是我们烟台最

长的风筝。”

“我一共扎了200多架风

筝。”在王老展示的几组作品

中，有一架最为夺人眼光。它

装在一个绿色精致盒子里，不

是单独一种形状，而是由螃

蟹、鱼、虾、乌龟等形状组成。

“这是我扎的最好的一架

风筝，叫‘海珍’。”王老说，烟

台是一个海鲜城市，何不把几

种海鲜拼凑在一起扎成风筝？

“当时是一个大胆的设

想，因为一般的风筝都是单体

形状的。”王老说，这架风筝从

画图纸，经过糊扎、绘画，到最

后成形，耗费了两个半月的心

血。“光设计方案就有五套，最

后确定螃蟹当头，对虾作翼，

爬虾当躯干，加吉鱼和乌龟两

边收尾。我给它取名‘海珍’。”

“海珍”在1991年的潍坊

国际风筝会上夺得工艺一等

奖，放飞二等奖。后来，台北

风筝协会的人找到他，想要

收藏这件宝贝。当时他非常

不舍得，但最后为了增进两

岸交流，还是把“海珍”赠给

了台北同胞。“后来，我自己

又扎了一架。”

4日上午，记者在芝水社

区见到了77岁的王积德老人。

王老告诉记者，虽然小

时候受到一些熏陶，但是和

风筝的接触并不多。直到

1984年4月，潍坊举行首届国

际风筝会，看到国际风筝会

的盛况，心里颇多感触。

“那时候，烟台的风筝艺

术还是散兵游勇，没有什么

力量。”王老当时就下决心，

回烟台后联合同志，发展烟

台本土风筝事业。1984年5

月，烟台举办首届风筝大会，

王老扎的风筝得了银奖。后

来，王老加入了烟台市风筝

协会，还当上了副会长。

此后，王老凭借自己的

心灵手巧与刻苦钻研，风筝

的扎、糊、绘、放工艺，日益精

湛。1988年，参赛作品12个蝙

蝠在潍坊国际风筝会上得了

一等奖，后来还获得过几次

工艺奖、放飞奖。

发端于首届潍坊国际风筝会

为两岸交流，赠出得意之作“海珍”

烟台最长风筝头衔是他的

1984年，首届潍坊国际风筝会，是芝水社区王积德老人扎进风筝艺术的发轫。

与风筝结缘二十余年，王老扎了200多架风筝，其中最具烟台特色的“海珍”风筝被
台北风筝协会收藏，20年间，走了大半个中国，被十三四个城市邀请放飞风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