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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通道被堵，起火怎么办
德新社区举办居民恳谈会，热谈停车问题

本报11月16日讯 (记者

孔雨童 通讯员 张杰

孙立岩) 16日上午，毓璜顶

街道的德新社区开了一场居民

恳谈会。会上，“小区停满外来

车辆导致消防通道被堵”的问

题引发了大家的热议。

“现在的停车真是个问

题。”恳谈会刚开始，热心的

官瑞芳大姐就提出了一个问

题，那就是现在像德新社区

这样的老小区停车位不足，

而且由于小区的开放性，经

常停满了外来车辆，导致社

区的居民没有地方停车，经

常会发生争执。

“之前有住户家里着火，

消防人员都进不来。”一提起
这个事儿，坐在一边的孙美

娥大妈也显得有点激动。由

于北靠毓璜顶医院，经常有

过来看病的市民把车停在小

区里，造成消防通道被堵，存
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得好好

想想办法。”不少在座的居民

对此议论纷纷。

“老城区的停车难问题一

直以来困扰着我们，也想了很

多办法。”德新社区居委会的孙

主任告诉记者，曾经有人提议

在社区的两楼之间设拉杆，防

止一些外来私家车乱停乱放，

但是在居民中没有达成一致。

对于此次会上再次提出这

个问题，孙主任表示，下一步将

联合交警、消防部门想办法，

“如果老百姓有什么好主意能

给我们支个招就好了。”

16日，恳谈会后，记者对市

区的不少老小区进行了走访，

在向阳、所城等不少小区内，私

家车乱停堵道已经成为一个普
遍现象。但老百姓也有难处，那

就是“停车的地方太少了”。

市民有什么好主意，可

以拨打本报热线 9 6 7 0 6 或
6610123，就停车问题给德新

社区等一大批老小区支支招。

上万风筝 个个有故事

28日，在南迎祥路王竹山

的风筝工作室，记者见到了王

竹山，65岁的他看起来精干又

颇有艺术气质。1984年，王竹

山拜师所城里风筝艺人张春
宴，正式开始学习扎制风筝。

26年风筝路，扎了上万，一个

个风筝串起了王竹山的记忆

画卷。

“第一次扎的是一只蝴

蝶，花了 1个礼拜的时间，当

时不太满意。”真正让王竹山

扬眉吐气的是 8 0年代末，他

做的另一只“蝴蝶”在女儿学
校的运动会上飞得最高，从
此王竹山的风筝生涯才算

“转了正”。

女儿出嫁时，他扎了个“荷

花鸳鸯”做嫁礼；60岁生日时，

他又扎了个2米多高的沙燕风

筝送给自己……

“王竹山！Dragon！”

从一个创意迸发到脑海

中，到开始画图设计，再选优质

竹子做骨架，糊图样……扎制

一只百米长的大龙风筝，王竹

山花了半年工夫。

1999年4月，在法国博克市

风筝节他放飞了一只百米长的

大龙风筝，让全场观众为之震

惊。自此，王竹山成了欧洲、东

南亚、日本、韩国等国风筝节上

的常客。

“老外后来看见我就说，

王竹山！Dragon（龙）！”更让

王竹山自豪的是，后来他还

经常收到世界各地的风筝爱

好者寄来的放不起来的“大
龙”，经他巧手改造，又能飞

上蓝天。

从法国回来后，他又有了

一个新想法，欧洲风筝没有骨

架、携带方便，材质防水，能不

能把这些特点也融汇到中国传
统风筝制作中？

收徒，有喜也有盼

技艺高超的王竹山教过的

徒弟遍布全国各地，其中不乏

外国人慕名而来。

2008年春节前，马牛和艾

美丽这对法国夫妻跑到王竹

山家中学艺，三个月后两人

技成回国，当地不少学校聘

请他们去给学生上风筝制作

课，夫妻俩也有了比较可观

的收入。

收徒是一件高兴的事儿，

但是他仍感到些许失落，“能真

正坐下来安安静静学的，也就

六、七个，并且大部分还是50多

岁的人。”

“我希望年轻人能有更

多时间去感受风筝这一传
统民俗艺术的魅力，也希望

能教一两个懂外语的年轻

人，我的手艺想传下去。”这

是他多年来一个未能实现
的心愿。

60岁生日的时候，王竹山给自己做了个沙燕风筝。

在一个天气不错的下午，如果你不经意间走
过烟台海滨广场，抬头看看天空，有五颜六色的风
筝轻舞飞扬，那么其中很可能就有一只风筝的线
绳牵在65岁的王竹山手中。近日，在一间摆满了竹
子、骨架和绸布的工作间里，刚从法国风筝节回来
的王竹山讲述了他和风筝的故事。

26年做了上万个风筝

其中大半飞出国门

王王竹竹山山：：

风风筝筝人人生生何何其其快快乐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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