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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手艺上街 引来众多年轻客
一些“80后”称，街头手捏糖人可勾起小时候的记忆

本报枣庄12月29日讯
(记者 杨霄 ) 28日，在市
中区吉品街一个捏糖人的
摊位前吸引了很多的市民，
不少市民表示，看到手捏糖
人回想起了小时候吃糖人
的味道。然而手捏糖人艺人
程民桂告诉记者，这门技艺
已经面临失传。

28日，记者在吉品街见
到了正在捏糖人的程民桂。
记者看到，程民桂的三轮车
上面放着一个木制的柜子，

上面有个架子，专门用来插
捏好的糖人，侧面的抽屉里
放着制作龙须糖的材料，下
面有两个小抽屉和两个柜
子，正面有一块玻璃板，下
面有带字的表盘。据程民桂
讲，波动指针就可以抽奖，5

角钱就可以抽一次，奖品有
龙须糖、吹糖人和小狗形状
的糖等等。

“上次吃这种糖已经是
20多年前的事情了，没想到
现在还有卖这种糖的，这个

糖还是小时候吃的那个味
儿。”一位从聊城来枣庄游
玩的女士告诉记者，在她上
小学的时候，学校附近就有
卖这种糖的。记者在采访的
20多分钟里发现，不少市民
购买了程民桂的糖人，他们
大多数是80后，而且都表示
回想起了小时候吃糖人的
感觉。

据程民桂讲，他今年67

岁了，已经捏糖人 4 0多年
了。“我一直都在小学附近

卖糖人。像北门外小学、红
旗小学、矿三中，这几所学
校是我最常去的。”程民桂
告诉记者，捏糖人的手艺是
家里祖传的，到他这已经是
第三代了。但是他的孩子们
已经不学这门手艺，这门手
艺已经面临失传了。他现在
也只是在农闲的时候出去
做糖人，每个糖人根据制作
工艺不同价格也不同，分为
一元、两元和三元，一般一
天能卖出去30多个。

本报枣庄12月29日
讯(记者 袁沛民 通讯
员 徐子棋 张茜) 29

日记者了解到，截至目
前，薛城区已完成2012年
度新农合筹资工作，已参
加2012年度薛城区新农
合总人数为26 . 4万余人，
较2011年增加6159人，参
合率达到99 . 9%，行政村
覆盖率达100%，个人筹资
总额为1586 . 28万元。

据了解，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简称“新农合”，
是指由政府组织、引导、
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
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
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
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采
取个人缴费、集体扶持和
政府资助的方式筹集资
金。此次筹资工作自2011

年12月8日开始，历时半
个月。

新农合

薛城区

26 . 4万余人参与新农合

本报枣庄12月29日
讯 (记者 李淼) 29日，
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
自12月15日新农合筹资
工作开展以来，峄城区
委、区政府精心组织，周
密部署，各镇 (街 )党委、
政府、区直有关单位紧密
配合，落实有力，圆满完
成了全区新农合筹资工
作。

在筹资初期，峄城区

成立了专门的新农合管
委会，推出了分管镇长、
卫生局分管领导负责的
参合筹资工作分包责任
制，并通过召开动员会
议、发放宣传单、广播、
报纸等多种途径进行广
泛宣传。截至12月28日，
峄城区缴费农民人数已
达 3 0 . 5万余人，全面完
成了2012年度新农合筹
资工作。

峄城区

30 . 5万余农民完成缴费

 街 头
手 捏 糖
人 引 市
民驻足。

本 报
记 者
杨 霄
摄


	Z08-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