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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认准

挂失公告

唯一办理处

电话：

8196667

15905360203

13605363988

QQ：781592003

遗失声明
◆本人张璐不慎遗失宏
臻-东方太阳城东区三
期12号楼2单元802室收
据5张，房屋定金收款收
据编号：0213708，金额：
20000元；房款收款收据
编号：006 7 7 4 9 ，金额：
600000元；房款收款收据
编号：006 7 7 5 0 ，金额：
100000元；房款收款收据
编号：006 7 7 0 3 ，金额：
408306元；代收办证费收
款收据编号：0067704，金
额 ：8 0 元。特 此 声 明
作废。

□文/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郭超
 图/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驰
  “潍坊风筝制作工序复杂，像这样一个简单
的风筝骨架，制作需要几十道工序……”4月11日，
在城区十笏园文化街区非遗空间，一名身穿汉服
的年轻女孩正为市民义务讲解非遗知识（上图）。
　　这名女孩是潍城区城关街道的工作人员张慧
玲，网名“小竹子”。她告诉记者，非遗空间、
郑板桥纪念馆是我市对外宣传潍坊历史文化的重
要场所，一直对外免费开放。然而，不少游客来
这里参观时，只能通过文字、图片和实物等了解
其中内涵，渴望了解更多延伸知识。为让市民获
得良好的参观体验，自3月下旬开始，城关街道
依托十笏园新时代文明实践街区，组织开展了
“小竹子”志愿讲解十笏园非遗空间、郑板桥纪
念馆的活动。每周二、周六上午9时30分，张慧
玲都会准时出现在这里，热情地为市民讲解。
　　张慧玲虽然不是专业讲解员，但讲解水平毫
不逊色，借助历史典故等，将晦涩难懂的文字转
化为接地气的语言。高新区的高先生表示，听完
讲解，他对潍坊的民俗风情等有了更多的了解，
感觉这些文物和非遗项目真正“活”了起来。

□文/图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赵春晖
  4月13日，记者在潍城区乐埠山生态经济发
展服务中心山下于村看到，一辆小型机械清扫车
在路上缓缓驶过，对垃圾、灰尘等进行清扫。后方
跟着一辆小型洒水车，对路面进行冲刷（上图）。机
械车辆作业完成后，地面变得干净整洁多了。
　　之前，山下于村的卫生保洁主要靠人工完
成，比较耗费人力，而且难免有所遗漏，不利于
村居环境进一步提升，使用机械保洁车辆后，这
一问题迎刃而解。
　　记者从潍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了解到，为加
快推进辖区村镇机械化道路保洁作业水平，积极
探索农村机械化道路保洁作业新模式，潍城区选
取乐埠山生态经济发展服务中心5个村居进行试
点，先后购置了5台小型机械清扫车、2台洒水
车，尝试将机械化保洁应用到农村常态化环卫保
洁的全过程，打破了潍城区农村村居道路无专业
机械保洁的空白。
　　下一步，潍城区将坚持统筹兼顾、突出重
点、先易后难的原则，因地制宜稳步扩大农村地
区机械化保洁作业范围，持续提升辖区农村环卫
保洁水平，打造让群众更满意的“最干净村居”。

□文/图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石际
  坊子区凤凰街道龙凤社区由于公共充电桩数
量少，且距离居民楼远，有些居民私扯电线充
电，存在安全隐患。针对这一情况，社区工作人
员联合小区物业召集居民协商，对这一乱象进行
了整顿，让居民有了专属“充电桩”（上图），
既方便了居民充电，又消除了安全隐患。
  “居民私扯的电线杂乱地垂散在居民楼外墙
上，电线在遭受风吹日晒的同时，不断与墙体发
生摩擦，很容易发生漏电。”4月11日，小区物
业公司陈经理对记者说。
　　在了解这一情况后，龙凤社区工作人员联合
小区物业召集问题较为严重的几栋居民楼业主开
会，协商解决之策。最终决定由居民出资购买铁
盒、管线，物业负责免费安装，让居民有自己的专
属“充电桩”。不充电时将电线盘放在铁盒内，充电
时只需将电线展开放在地上，铁盒配备钥匙，不充
电时及时上锁，可以避免儿童触摸电线发生危险。
这样一来，从根源上杜绝了“飞线”现象。
  “原先我们自己扯电线，既不方便又不安全。
现在好了，充电时就从自家盒子里将线拉出来，充
完后再放回盒子，太方便了。”居民刘先生说。

从早上5时忙到晚上11时多

　　“乌龟”“螃蟹”“葫芦”“白菜”“鸟
笼”……4月10日，记者来到赵建华的工作室，看
到墙壁上挂满各式各样的风筝，像是一个小型风筝
博物馆。桌上摆着竹条、手工锯等扎制材料和工
具。赵建华正在扎制一只“钟馗”风筝，图案已经
绘制完成，正在做翅膀。“这是只硬翅风筝，今天
就能完成。”赵建华说，这只“钟馗”风筝完全按
照传统的潍坊风筝扎制方法制作，不需要特殊技
巧，不到一天就能完成。
　　在赵建华的身旁还摆放着一只“鼠猫争春”风
筝，这是一只利用齿轮和杠杆原理做成的风筝，图
案选用牡丹、蝴蝶、竹子、猫等。值得一提的是，
上面的转花只要转动，下面的猫头就会摆动。“旁
边还有两只老鼠，还没做上，全部完成后，转花一
动，猫和老鼠都会跟着动。”赵建华说。
　　据了解，“钟馗”“鼠猫争春”这两只风筝都
是给潍坊世界风筝博物馆扎制的。“今年要给潍坊
世界风筝博物馆扎制30只风筝，大小不一，有钟
馗、鼠猫争春等图案，目前正在加班加点赶制。”
赵建华说，为了尽快完成，最近他从早上5时就开
始做，一直忙到晚上11时多。

继续为宣传潍坊风筝作贡献

　　今年66岁的赵建华是潍坊城区人，从小喜欢画
画，长大后专门学习了美术。1984年，潍坊举办首
届国际风筝会，全市掀起风筝扎制热潮，赵建华开
始跟随风筝艺人学习扎制技艺。“刚开始我画图
案，他们扎制风筝，后来我也开始尝试扎风筝。自
己扎、自己画，也给别人画。”赵建华说。
　　1986年风筝会期间，赵建华扎制了一只“友谊
使者”风筝，选用地球、大熊猫、蝴蝶、花篮等图
案，下面还做了一个飘带写着“友谊使者”，整只
风筝宽1.8米，高1.4米。在潍坊世界风筝博物馆建
成后，赵建华便将这只风筝送到了博物馆，这是他
首次捐赠风筝。此后，他又连续多年捐赠风筝。
  “既有大型风筝也有微型风筝，具体有多少
只，我已经记不清了。现在潍坊世界风筝博物馆展
示的风筝里，有几只就是我捐赠的。”赵建华对
记者说。
　　赵建华还经常参加风筝会和全国风筝扎制大赛
并多次获奖。“扎制风筝让我心情愉悦，看到我捐
赠的风筝能在潍坊世界风筝博物馆展示，很有成就
感。我会继续捐赠，为宣传潍坊风筝贡献一份力
量。”赵建华说。

街道工作人员“变身”

义务讲解非遗知识

农村保洁用上机械

打造更多“最干净村居”

社区物业积极作为

业主有了专属“充电桩”

  家住奎文区景苑小区的赵建华是一名风筝爱好者，从1984年开始扎制风筝，先后多次为潍坊
世界风筝博物馆捐赠风筝，致力于宣传潍坊风筝文化，让更多人了解潍坊风筝。记者了解到，今
年风筝会前，赵建华又为潍坊世界风筝博物馆扎制了30只风筝，有大有小，形状多样。

□文/图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刘燕

为风筝博物馆做风筝 他坚持了多年
赵建华致力于宣传风筝文化，让更多人了解潍坊风筝

赵建华展示他扎制的“百财聚来”风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