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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马宇琪）“各
位居民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咱们古亭街社区的共享
直播间，如果您有什么生活或者工作上的烦恼，可以
将问题打在评论区，我们会尽力帮您解决疑惑。”这
是日前寒亭区开元街道古亭街社区居委会主任常郑争
在用直播的方式与居民在线互动。全新的理念，独特
的画风，瞬间吸引了众多网友的关注。
　　“又有新朋友进入了直播间，谢谢关注。”常郑
争一边和直播间嘉宾互动，一边关注着网友的提问。
去年9月份，常郑争积极创新社区治理方式，利用新
媒体信息化网络平台优势组织搭建了“社区共享直播
间”，化身社区主播，建立起多维沟通、联系、服务
渠道。居民对社区治理的疑问可以“面对面”向主播
咨询，社区工作者借助直播及时回应居民；同时，以直
播的形式打造线上“妇女微家”，链接职能部门、社会爱
心企业、职业技术型人才加入，形成共享直播联盟，打
破常规模式、突破地点和时间限制，为妇女群众提供宣
传教育、创业就业、权益维护等线上微服务。

　　直播间既是社区管理者倾听民意的“耳朵”，也
是居民表达意见建议的“传声筒”。据了解，古亭街社区
通过打造“共享直播间”，为社区居民建设便民、惠民
智慧服务圈，拓宽居民向社区反映问题与表达意愿的
渠道，让居民享受到数字化平台带来的服务，进而切
实增强了辖区居民对社区治理的参与感。
  “我们社区现在治理得越来越好，基础设施不断
完善，为居民解决了不少问题。现在又开通了直播
间，有什么情况我们可以在直播间里向社区反映，我
觉得非常好。”社区居民刘先生说。
　　“下步，我们考虑将直播带货纳入到直播内容
中，然后把收益用到志愿服务或者结对帮扶上，同时
还会以社区的直播经验、资源、设备，帮助辖区的商
户、企业进行直播。”谈及未来，常郑争说。

居民打卡“共享直播间” 随时随地提诉求

常郑争（左）在直播中。

  3月13日，记者联系到了青岛市房产工程公司总
工程师王塾宝。王塾宝说，近期工人在清理青岛市市
北区博山路53号外墙时，发现了百年前老商号“义德
栈”的牌匾。在照片中，牌匾上“义德栈”三个大字
非常显眼，依稀还能看出这家老商号当年的荣光。
  据了解，“义德栈”的这块牌匾原来被水泥砂浆
填充抹平，存在起皮、鼓包等现象。工人在处理时，
发现下面好像有字，立即启动了保护程序。几名工人
使用小工具，一点点将水泥砂浆等挖掉，逐渐将下面
被覆盖的牌匾凿出，最终显现出了“义德栈”这三个
大字。
  “我们怀疑后来的商铺入驻时，为了更换牌匾，
简单粗暴地把原来的牌匾覆盖了。”王塾宝说，两个
工人足足花费了一下午时间，才将牌匾清理出来，保
存相对完好。针对这一新发现的历史保护要素，他们

  青岛“挖掘”出潍坊百年前的老商号
牌匾？3月13日，记者采访得知，近日青岛
市在推进历史城区更新项目过程中，在市
北区博山路53号发现了百年前老商号“义
德栈”的牌匾。资料显示，“义德栈”成
立于1909年，由潍县庆和堂、永睦堂、永吉
堂、博仁堂、东厚堂、义德堂、怡和堂、
义信堂八家堂号联合开办，博山路53号是
其总部。“义德栈”的经理之一张俊卿曾
经在潍城区松园子街居住，留下了不少有
趣的故事。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赵春晖

已经向上级部门汇报，商讨下一步的保护措施。
  有青岛当地的老人回忆，设在博山路上的这处
“义德栈”规模不小，有两座楼房，近百间客房，担
负着潍县商号绝大多数进出口业务。后来，“义德
栈”消失在历史长河里，这里的建筑逐渐破败，有住
户和商铺在这里活动，“义德栈”的相关痕迹慢慢消
失，直至此次“义德栈”牌匾被重新挖掘出来。
  相关资料显示，旧时有名的“义德栈”总部就在
博山路53号。“义德栈”成立于1909年，由潍县庆和
堂、永睦堂、永吉堂、博仁堂、东厚堂、义德堂、怡
和堂、义信堂八家堂号联合出资而设，总部在青岛，
在济南、周村、博山，以及天津、上海等地设有
分号。

商号经理张俊卿曾在潍县居住

  “义德栈”与潍坊渊源很深，其不单单是由当时
潍县的多家商号联合开办，而且其经理之一的张俊卿
曾经长期在潍县松园子街居住。张俊卿是当时青岛与
潍县两地的商界精英，并且曾经在青岛商会任职。
  据说，张俊卿是潍县东北关人，发迹后搬到松园
子街居住，他的住宅是松园子街东端路北第三座宅
院，目前潍城区正在对松园子街民居进行保护性改造
提升，这处住宅就在保护范围内。
  山东省非遗研究中心研究员、潍坊市民俗学会理
事于家干介绍，“义德栈”开始时只从事日本白糖、
海带的进口，从我国广东、香港等地购进洋广杂货
(百货)再转手倒卖。后来发展到各种工业原料的进出
口，并代办铁路、公路等经营活动，其最大的业务是
棉纱代理，潍县六七成的棉纱由“义德栈”经手。

工人清理外墙发现老牌匾

“义德栈”生意做得很大，在当时潍县工业化进程中
起到了重大作用。
  2008年绿瓦阁拆下的石碣显示，1933年修绿瓦阁
时，本地商号及绅商踊跃捐款，280多个商家及个人
共捐出3600块银元。其中，“义德栈”一家捐款500
块银元，另外张俊卿个人捐出400块银元，占总捐款
额的25%，实力和财力可见一斑。
  不过，关于张俊卿的个人生平轨迹，是如何当上
“义德栈”经理以及“义德栈”的经营情况，历史上
几乎没有留下记载。此次“义德栈”位于青岛的总部
商号牌匾重见天日，对研究潍县近代工商业历史有着
重要的实物价值。

张俊卿在松园子街的旧宅。（于家干供图）

“义德栈”老匾

青岛重见天日
百年前由潍县八家堂号联合开开办办
推动当时工商业发展，实力雄雄厚厚

工人发现的“义德栈”牌匾。（由施工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