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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的家乡叫老潍县”
近四年，三万字，一市民毛笔撰写《潍县杂谈》

2012年初，潍坊市民
于龙清看着刚刚完成的新
作《潍县杂谈》，满脸欣慰。
这本近3万字的“书”，从形
式到内容，都是由这位70

岁的老人独立完成。从
2008年至今，历时近四年，
毛笔写就。

1月31日下午，在苇湾
社区一所简朴整洁的居民
房中，于龙清把《潍县杂
谈》的原稿小心翼翼地拿
出房间。这本A 4大小的

“书”封面为牛皮纸装订，内页对折向内
装订，为正反两面，白底红色竖格，全部
由毛笔书法写成，59页，共计近3万字。
于龙清这本《潍县杂谈》的内容涉及老
潍县的地理划分、历史人文、著名事件、
游览景点等，相当于一本老潍县县志。

自小被母亲影响，于龙清擅写毛笔
字，由于对潍县历史感兴趣，工作时曾
有过写写潍县历史的想法，但是，由于
忙工作，无法安心写书，只好作罢。十年
前他退休后，经常与老友约在一起闲
谈，熟悉的人都知道他深谙潍县历史，
经常向其打听旧事，打听的人多了，于
龙清便又有了自己专门写一本潍县历
史作品的想法。没想到，他刚刚说出这
个想法，便得到了众多老友的一致支
持。

2008年，于龙清开始了自己的晚年

创作路。他自己买了多年《老潍县县
志》，参考其内容，一有空闲就找附近的
老人闲谈，向他们打听老潍县的要闻趣
事，并对书中的内容进行反复考证，每
天回到家就在自己的房间里不停写作。
于龙清记得，光是把自己要写的内容全
都顺起来，列个纲，就花了整整一年时
间。令他欣慰的是，这次老伴儿和孩子
们都非常支持自己专门创作这本大家
随时可以取阅的《潍县杂谈》。2011年
冬，《潍县杂谈》创作完成。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自己的
家乡老潍县的历史，要想知道潍县故
事，还得去档案馆查阅。”于龙清说，自
己的这本《潍县杂谈》要比老潍县县志
更加通俗。他已经把原稿复印了十份，
赠送给老朋友。

本报记者 杨万卿

齐鲁晚报：您为什么有了
写老潍县历史的想法？

于龙清：现在很多年轻人
都不知道自己的家乡老潍县
的历史。俗话说得好，忘记就
意味着被判，我比较了解老潍
县历史，退休了也不想闲着，
就做点贡献吧。

齐鲁晚报：能把老潍县历
史写成一本书并不简单，准备
起来是不是很麻烦？

于龙清：确实不简单，我
这里存了一本《老潍县县志》，
多年阅读，很感兴趣。这次主
要是以它为参考，从纲要到故
事，再向老人家进行打听，结
合起来，考证书中的内容。光
是把自己要写的内容全都顺
起来，列个纲，就花了整整一
年时间。把《老潍县县志》进行
简化、通俗化，就成了我现在
这本《潍县杂谈》。

齐鲁晚报：《潍县杂谈》完

工后，您打算印刷售卖吗？
于龙清：写这个老潍县故

事只是根据个人喜好，并没有
其他的目的。除了原稿以外，
我暂时复印了十份，送给我的
老朋友，谁感兴趣都可以看
看，这是促进对家乡的了解，
赠阅而已。

齐鲁晚报：写这本书很费
工夫，也不打算靠此赢利，周
围的人都怎么看？

于龙清：其实最开始是一
起闲聊的老友给我的建议，虽
然我工作的时候有过这个想
法，但太忙了，没有下笔写。退
休后一直也是培养了些别的
爱好，并没有决心写书，大家
都知道我熟悉老潍县历史，有
什么想打听的事儿都过来找
我，时间久了，在一起的人就
说，不然你干脆写出来你知道
的，大家就不用每次都来找你
打听了。我这才下决心起笔

写。
齐鲁晚报：家里人都支持

你吗？
于龙清：起笔写《潍县杂

谈》之前，我就经常在家里给
后辈讲，咱家乡叫老潍县，老
潍县的四大家族，老潍县的名
胜古迹……这次写出来，老伴
儿和孩子们都特别支持，还要
帮我去印。

齐鲁晚报：孩子们都很有
心，您有什么想对年轻人说
的？

于龙清：我觉得，现在潍
坊已经分了好多区，以前就是
老潍县，从地理划分到历史人
文，都是一部好听的故事。大
家要多对家乡故事进行关注，
不要当成任务来了解。你看我
在家，放过风筝，拉过二胡，现
在又开始养蝈蝈。这些与家乡
有关的文化，应该自然而然的
去发扬光大。

“历史就是好听的故事”
——— 对话于龙清

本报2月1日讯(记者 张浩)本想凭
学生证购买动车票能便宜些，没想到
却贵过成人价。1日，家住潍城的罗先生
向记者反映，他帮上大学的女儿购买
了动车票，用学生证购买的价格比成
人价还多了12块钱，这让他很费解。

1日上午，记者在罗先生家见到了他所
购买的动车票，是2012年2月10日22:06从上
海虹桥开往长沙的D641次车，罗先生购买
的是二等座，票上还有学生票和网络订
票的图标，车票上的价格为272元。

罗先生告诉记者，他女儿在湖南
上大学，寒假快过去了要准备返校。因
为可以提前12天拿到票，他1月30日用
女儿学生证从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
的网站上购买了车票之后，当天就去
火车站拿了票，让他费解的事也发生
了，网上查询D641次动车二等座的票
价为260元，手里的车票却是272元。“学
生票不是享受七五折优惠吗？怎么比
成人票还贵了呢？”

罗先生说，除了这一张，他给女儿
订购的还有同一天从潍坊到上海虹桥
的G228次高铁二等座，原价是465元，因

学生票享七五折优惠，票价为349元。
D641次动车二等座，原价是260元，若享
受优惠的话是195元，而现在的票价不
但没有优惠，反而比原价还高了12块
钱，“早知如此，还不如按原价买。”

罗先生就此事拨打了上海铁路局
的咨询热线，工作人员表示不清楚此
事，让他拨打12306铁路客服电话。然而
客服电话人工服务一直处于占线状
态，罗先生多次拨打没有接通。

记者在网上查询了一下，D641次
车二等座的票价仍为260元。而有网友
也遇到过跟罗先生类似的情况。在网
友提问的回复中，有人称，铁路票价有
一定的计算公式，动车二等座的定价
为0 . 3095元/公里。依此计算，上海虹桥
到长沙大约1173公里，算下来票价应该
为363元，现在260元的售价应该是折后
价，而学生票优惠是在基础票价上打
七五折，算下来正好272元。

对于这种解释，罗先生并不接受。
“网站上并没有说明是折后价”，而且
即便是折后价，学生票价高过成人票
价也不合理。

网购学生票

竟贵过成人价
市民质疑官网车票价格标注不明

安丘民警跨市救助 茌平女子寻回亲人

流浪5年，

终于回家了
本报2月1日讯(通讯员

苑国强 记者 李涛)一患有
精神疾病的中年女子，离家出
走5年后流落到安丘市，1月30

日一场大雪过后，该女子禁不
住严寒冻倒在路边积雪中，幸
好被巡逻民警及时相救，并与
聊城警方联合展开救助，帮助
该女子联系到其家人。

1月30日18时许，安丘市
公安局官庄派出所副所长朱
干在带领民警巡逻至官庄街
时，发现路边积雪中蜷缩着一
身穿红色棉袄的中年女子。民
警迅速将该女子用警车接到
派出所内，并为其找来热水和
棉衣，还专门准备了饭菜，让
其御寒取暖。

“当时天正下着大雪，气
温低达零下11度，人要是站在
室外不活动，2分钟就能冻个

透心凉。当时她蜷缩在需窝
中，如果不及时相救，时间长
了肯定会被冻坏的。”参与巡
逻的民警告诉记者。

在民警的悉心照料下，
女子慢慢恢复正常。经询
问，民警得知该女子姓梁，
并得知其年龄和家庭住址、
然而当民警通过公安户籍管
理系统查询该女子信息时，
却没有查询到。

在交谈过程中，民警发
现梁某神情有些恍惚，而且
其所述年龄与其实际相貌相
差甚远。为了帮助梁某回
家，民警又耐心与其交谈，
每当她讲出一个名字，民警
就立即通过公安户籍管理系
统查询。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
几个小时的聊天，民警终于

获知了梁某父亲的真实姓名。
民警通过公安户籍管理系统
查询发现，梁某老家是聊城市
茌平县的。1月30晚上，在安丘
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和聊城市
茌平县公安局指挥中心的大
力协助下，官庄派出所的民警
终于联系到了梁某的家人。

“感谢公安民警帮俺找回
了女儿，让俺一家团聚。”1月
31日，梁某的家人从茌平赶到
了安丘，年过六旬的孙某在离
家近千里的安丘市公安局官
庄派出所内，见到了已在外流
浪了5年的女儿梁某。

据梁某的母亲孙某介绍，
今年40岁的梁某患有精神障
碍，2007年从家中出走后就
杳无音信，家里人为寻找梁
某花费了大量的人力、财
力，都为她的安全悬着心。

本报记者 杨万卿

于龙清的《潍县杂谈》就是这样手写出来的。

票面价格与网上显示价格明显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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