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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鹭湖、东海社区今天成立
梁才街道办事处社区总数增加到6个，有4个社区进行了调整

本报2月26日讯 (通讯员 李
鸿雁 记者 王泽云) 经滨城区
政府同意，2月27日，梁才街道办
事处新成立白鹭湖、东海社区，梁
才街道办事处社区总数由4个增
加到6个。白鹭湖社区所辖西吴、
东李、东赵、宋庙、邢桥、北高、大
李、北石、魏家、谷家10个村(居)。

东海社区所辖南赵、苗家、王
贤、梁才、北程、闫家、西宋、西刘、
刘家、索家、高井11个村(居)。

新成立的白鹭湖、东海2个社
区将进一步加强社区办公场所建
设，选配社区干部和工作人员，完
善社区服务体系，增强社区服务
功能，为居(村)民提供文教体育、

医疗卫生、计划生育、扶贫救助、
社会保障、法律咨询等公共服务
和各类便民服务，让居(村)民更多
更好地享受社区服务带来的实惠
和便利。

另外，瑞安社区由原先所辖
的19个村(居)调整为宋黑、周马、
崔位、方家、官庄、崔货郎、王花、

西赵、大辛、小辛、徐庙 1 1 个村
(居)。

祥虹社区由原先所辖的20个
村(居)调整为孙家、东五里、赵寺、
八里、大高、杨沟朱、菜园、滩郭、
宋滩、小高、东韩墩、西韩墩、龙王
崖、王大夫14个村(居)。

程口社区由原先所辖的18个

村调整为后刘、西玉、东玉、张王、
大郑、程口、东刘、南崔、皂张、李
家、东石、刘口、牛王、刁家14个村。

马店社区由原先所辖的17个
村调整为马店、梨园张、小马、田
家、瓦李、北崔、小赵、小郑、贾庄、
毛里、东王、西王、大赵、小牛14个
村。

最近都在提倡厉行节约，六街
居委会居民张吉尧作为民间书法
爱好者，为响应这个号召，特意将
两首小诗带给社区居民。图为张吉
尧的创作的书法作品。

本报记者 于荣花 摄

居民作品 >>

晒晒我的书法

居民话题 >>

昨日有居民反映，他所住黄河
十路一小区单元楼门上不知被谁
贴上了一个纸条：“谁在楼道门口
放垃圾死全家”。

谈及此种现象，不少小区居民
气愤，但也有很多小区居民表示可
以理解，“乱放垃圾确实让人厌恶，
但最好邻居之间能够面对面说
开。” (记者 于荣花)

话题一：

如此小纸条

话题二：

孔明灯能不能少放呀？

市东街道办事处张皮村村民李
女士是一名小区保洁工，26日早上，
她在财税花园高层楼房打扫卫生
时，发现有两盏孔明灯飞向隔壁北
海花园小区的楼房顶部，其中一盏
落到了一太阳能的管道包装层上，
并将其点燃，幸亏及时发现，将火扑
灭，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李女士表
示，都是孔明灯惹的祸，能不能过年
过节时，少放甚至不放孔明灯呀？

网友油条和包子：孔明灯太危
险了，每当过年过节时，总会看到
满天飞舞的孔明灯，如果它们恰好
掉在一些易燃物上，岂不是成了酿
成火灾的罪魁祸首？希望广大市民
从安全角度出发，尽量少放甚至不
放孔明灯。 (记者 刘涛)

网友“南宫邵阳”反映，黄河四
路渤海二十五路的清江花园小区
在2010年就已经建成，根据房屋买
卖合同，居民应于2010年底办理交
房手续，但开发商迟迟不交房，一
直推迟到现在。开发商给出理由是
当时在建房时没有向滨州市规划
局办理土地证、施工证、规划许可
证，所以现在还不能交房，房子建
好却不能住，请问小鱼儿我该怎么
办？

(记者 刘涛)

为了帮助社会中有需要的人们，张红果八年前重新拿起毛笔

终生义卖自己的书法作品
文/片 本报记者 王泽云 实习生 李晓月

拜齐白石入室弟子

刘永泰先生为师

张红果介绍，自己从小是跟着
爷爷长大的，爷爷特别喜爱书法，由
此，她从小耳濡目染地也喜欢上了
书法，从刚开始认字时就在爷爷的
教导下练习书法，一直练习到她小
学六年级时爷爷去世。

“那个时候，我特别想念爷爷，
我就天天在案几前学着爷爷的模样
写字，我觉得这是怀念爷爷的最好
方式。我经常一边写，一边流泪。”张
红果告诉记者，“但是，后来随着年
龄的增长，学习越来越忙，在我初中
的时候，我就间断了。只是偶尔写写
练练。”一直到8年之前，因各种原因
张红果又重新拾起笔，开始了她的
书法生涯。

2012年9月份，在临沂市王羲之
故居那里认识了齐白石入室弟子刘
永泰先生，刘永泰非常看好张红果，
经常指导她。经过长时间交流，刘永
泰决定收张红果为徒，于是，张红果
便成了齐白石再传弟子。

几年前的一次经历

使她决定终生义卖

“我之所以有这个决定，是来源
于我多年以前的一个经历。”张红果
说，大约是在2001年的时候，张红果
跟同事一起来到潍坊市临朐县的一
个村里，那个村子坐落在大山里，出
入很不方便，出门赶趟集市都需要
步行20甚至是30公里才能到。“中午
吃饭的时候，我那个同事告诉我说
我们正在吃的芹菜是这户人家早晨
4点钟起来去集市上买的。”听完后，
张红果就感觉不可思议，更让她觉
得不可思议的是该户人家的12岁大

的孩子居然早已经不上学了。
“当时我万万没有想到就在咱

们身边居然还有这么穷的地方。”张
红果感叹到，2013年1月份张红果加
入滨州市培风书院之后，便和领导
商量决定要终生义卖自己的作品，
把自己义卖所得这些资金用于社会
中那些所需要的人们。

经了解，张红果最近已经开始
做了一些准备义卖的作品，并希望
能和企业或者个人当面谈，“我觉得
现在也有很多爱心企业和爱心人
士，希望能和他他们一起帮助这些
有困难的人们。”

曾接到央视《国宝档案》

栏目组邀请

2013年1月份，张红果接到了中
央电视台《国宝档案》栏目组的邀
请，希望她能到该栏目讲讲如何写
好毛笔字以及自己的一些心得体
会。张红果曾在一次书法交流会上
遇到了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她按照
央视记者建议往《国宝档案》栏目组
投稿，“没想到他们真的选中了我。”
张红果高兴地说。

但是张红果现在还没有决定具
体什么时间去《国宝档案》交流，“因
为那里肯定聚集了很多名家，我觉
得自己的写作能力还没有那么好，
还得需要提升一下，等我准备好了
我再去。”张红果说。

张红果觉得现今的孩子们多数
课余时间提笔写毛笔字的已经不多，
大多数孩子都已经习惯于用电脑打
字，于是两年前她办起了毛笔字练习
班，不少学生利用寒暑假期间都到她
那里去学习毛笔字，有的还在省里得
过奖。“我觉得毛笔字这种传统文化
应该得到更好的传承，应该保存好自
己的传统文化。”张红果说。

滨州市第一批卖冰糕的生意人杨守贞———

当年为了卖冰糕，自己做一冰糕箱

本报2月26日讯 (记者 刘涛)

滨州市东街道办事处张皮村村
民杨守贞，今年已81岁，作为滨州
市第一批做冰糕生意的人，说起当
年卖冰糕的经历仍然历历在目，至
今他仍保留着当年卖冰糕时的木
质箱子，他说：“本想只卖几天让儿
子去，结果自己一卖就卖了一年”。

上世纪70年代末，当时恰逢滨
州市召集第一批卖冰糕的生意人，
由于杨守贞家庭贫困，村里给予特
殊照顾，于是就把一名额给了他的
大儿子，“儿子比较内向，说什么也
不肯去，于是我暂替儿子去报名，
没曾想这一卖就卖了一年多”。

据杨守贞介绍，当时卖冰糕，
公家没有统一配发冰糕箱，箱子是
杨老先生亲手做的，“我把家里的
一个破衣柜卸下来，重新改装制成
的”。说着，他就把当年的冰糕箱拿
了出来给记者看。虽然已过去了30

多年，但箱子仍像刚刚用过一样，
表面没有裂缝，上面粉刷的白漆也
没有消褪，就连当年在箱子背面写
上的“冰糕、东宝罐头厂”等字样依
然清晰可见。

据他介绍，当时卖冰糕分为室
内和室外，室内卖冰糕一次最多批
发300支，批发价为3分，质量好；室
外则一次最多批发500支，批发价
为一分八，质量稍微差一点。杨先
生室内室外都干过，自然对冰糕生
意的经营也更熟悉一些。

杨先生跑外卖冰糕，每天都
要跑县区，像沾化、博兴、阳信等
地他都去过。“一天能挣个五六块
钱，虽然累点，但心里乐滋滋的。”
杨先生笑着说，有一次，黄河岸边
搞工程，他在那里一天卖了三箱，
挣了十多块，“我在那负责卖，一
个亲戚负责给我送，那天甭提多
高兴了”。

张红果是中国教育学会书法教育专业委员会委员，也
是中国王羲之书法艺术研究院山东分院研究员，2013年1月
14日，开始担任滨州市培风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一职。多年
前的一次经历，促使她决定终生义卖自己的作品，把所筹
集的资金捐赠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们。

张红果在展示自己的书法艺术。

帮问

晒晒家中的老物件

这这个个木木质质的的冰冰糕糕箱箱子子是是杨杨守守贞贞自自己己做做的的。。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刘刘涛涛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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