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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北站换新颜 旅客体验更美好
萌象亮相、扫码听书……升级内部设施，将细节做到极致

  步入车站，浓郁的地方文化气息即刻扑面
而来。
  安检区域北侧，一座以蝴蝶风筝为原型的潍坊
国际风筝会会徽雕塑格外醒目，“风筝故乡 大美
潍坊”的标语与周围色彩缤纷的小风筝相映成趣。
背景墙上，中英双语展示的“世界风筝都”“全国
文明城市”“东亚文化之都”等潍坊享誉全国乃至
世界的荣誉，彰显着城市的文化底蕴。
  乘坐扶梯至二楼，两座憨态可掬的“潍坊象”
雕塑矗立在两侧，成为旅客们打卡的焦点。它们以
潍坊出土的目前已发现的世界上最大的象为灵感进
行创作，象征着吉祥和美好，是潍坊悠久文化的具
象化表达。
  连原本功能单一的消防通道也变身会讲故事的

文化长廊，金属浮雕墙融入“渤海之眼”摩天轮、
奎文门古城楼等城市地标元素，夜间灯光亮起剪影
更加清晰，为旅客带来沉浸式的文化体验。
  不仅如此，车站墙面精心设计的风景名胜导览
同样别具匠心，以图文并茂的漫画形式，生动推介
潍坊的沂山、十笏园、坊茨小镇等景点，让候车时
光变成一次了解潍坊的契机。
  “每个转角都有惊喜，不知不觉间就慢下了脚
步。”来自深圳的陶先生在候车厅里走走停停，举着
手机一路拍摄。陶先生说，自己老家在烟台，此次
是乘火车到潍坊北站中转，虽然家乡和潍坊相隔不
远，但对潍坊的了解并不多，这次在候车时通过车
站的展陈对潍坊有了更加直观的认识，不知不觉脚
步就慢了下来，今后有机会将专门到这里来游玩。

城市文化“搬”进车站

  在二楼候车区，由车站与潍坊市图书馆联合打
造的“有声图书馆”成为旅途中的知识驿站。
  电子听书墙上，《论语》《小妇人》等中外经
典，《史蒂夫·乔布斯传》等人物传记，《黄帝内
经》等医学典籍一应俱全，旅客扫码即可收听有声
阅读（左图）。
  如今的潍坊北站，科技感还藏在许多细节里：
检票口新增的双面LED屏，实现前后旅客同步查看
车次信息；智能大屏实时滚动失物招领信息，旅客
寻找遗失物品更方便；遍布候车区域的USB快充接
口解决了“电量焦虑”。

智慧改造提升出行体验

  做足服务细节，暖心服务让旅客更舒心。
  进站口旁，刚刚改造完成的“潍馨综合服务中
心”将服务前置，整合咨询引导、信息查询、失物
招领等多项服务功能，实现旅客问询“一站式”，
中心配备沙发，电子屏上实时更新列车动态，让旅
客在进站前就能享受贴心服务。
  改造后的母婴室让新手妈妈深感暖心：哺乳沙
发、婴儿护理台、消毒湿巾、滑梯、洗手池等一应
俱全，既保证了私密性又营造出温馨舒适的环境，
为带宝宝出行的妈妈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车站还特别优化了重点旅客服务流程，针对
老、弱、病、残、孕等重点旅客及“踩点”旅客，
专门开辟了“爱心/急客通道”，灵活设置多种进站
流线，大大提升旅客进站体验。同时，还对重点旅
客候车室进行了提升改造，工作人员提供全程引导
服务，让特殊群体出行无忧。
  从交通枢纽到“城市会客厅”，潍坊北站的焕
新升级不仅是硬件设施的更新换代，更是潍坊城市
温度与文化魅力的生动传递，让旅客每一段旅途都
成为美好相遇的开始。

暖心服务让旅客更舒心

　　本报讯（记者 刘燕）在第32个国际家庭日
到来之际，5月15日，2025年国际家庭日“注重
家庭 注重家教 注重家风”中华好家风传习工
程暨“家文旅”启动仪式在潍坊市工人文化宫举
行。本次活动以“传习经典·传播文化·传承文
明·传递大爱”为主题，通过专家讲座、非遗展
演、家风旅游推介等多元形式，弘扬新时代家庭
文明新风尚，助力家文化创新性发展。
　　启动仪式上，举行了孔子学堂揭牌和授牌仪
式。孔子学堂推广人吕荣起向潍坊家庭文化研究
会捐赠《千字文》书法长卷。同时，为首批“家
学堂”示范家庭授牌。当天，还举行了舞蹈、太
极、茶道、书法等展演。会场外则设置了书法、
汉服、中国画等互动展示区，为广大市民带来传
统文化的视觉盛宴。
　　本次活动由中国孔子基金会孔子学堂推进委
员会、潍坊市妇联、潍坊市文明办、潍坊市总工
会、潍坊市文旅局等指导，潍坊家庭文化研究会
主办。

传承文明家风

共筑和谐未来

鲜蒜大量上市价格亲民

市民纷纷购买腌制糖蒜
□本报记者 刘晓梅

 　5月15日，记者在城区部分农贸市场发现，
本地鲜蒜开始大量上市，个头大、蒜瓣饱满，且
价格亲民，十几元就能买到40头大蒜。不少市民
大量购买新蒜，腌制可口的糖蒜。
　　当日上午，在城区早春园南巷，菜商摊位前
堆有一捆捆鲜蒜，不少市民正在选购。“我们家
的蒜头大，价格实惠，8元一捆20头，15元两捆
40头。”一位摊主正介绍。
  奎文区舜都花园小区的刘女士一下买了4捆
80头大蒜。“我打算腌一部分糖蒜，然后再留一
部分晾干，慢慢吃。夏天吃个凉面，拌上蒜泥，
味道是真不错。”刘女士说。
  “回家时一定要把大蒜从塑料袋里拿出来，
放在通风处的纸箱内晾干，千万不能放在阳台
晒，这样才能把大蒜保存好，可以保存很长时间
不变质。”摊主还贴心地嘱咐。
　　记者来到城区玄家朱茂便民市场看到，同样
有很多卖菜的商户在出售成捆的鲜蒜，多为每捆
20头。由于新蒜的个头大小不同，价格也略有差
异，每捆售价5元、7元不等。还有的鲜蒜按斤销
售，价格多为3元一斤，前来买鲜蒜的市民络绎
不绝。
  家住高新区东方世纪城小区的贺女士全家人
都爱吃糖蒜，每年这个时候她都腌制100头鲜
蒜，能吃一年，今年也不例外，她又买了100头
鲜蒜用来腌糖蒜。
  一名商户表示，目前市场上在售的鲜蒜主要
来自安丘市，今年大蒜的价格与往年同期差不
多，但今年的大蒜品质格外好，这个季节的鲜蒜
特别适合腌制、蘸酱食用，每天来买鲜蒜的市民
非常多。
　　受新蒜上市、市民忙着腌糖蒜的影响，市场
上的香醋、酱油、白糖等销量都有所提升。

  5月15日上午，阳光透过玻璃幕墙洒
落在潍坊北站候车大厅。记者在现场
看到，旅客们在电子听书墙前扫码
听书，孩子们围在“潍坊象”雕
塑前嬉戏，商务旅客正用免
费 充 电 设 备 给 手 机 充
电……这座刚刚完成升
级改造的高铁站，
以全新的面貌迎
接着南来北往
的旅客。

□文/图 本报记者 周晓晴

候车旅客在潍馨便民餐桌处办公、充电、用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