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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2日下午，在人民路小
商品城，记者走访了部分酒
店用品店铺，发现用于打包
带走的餐具，目前主要分为
塑料透明餐具和纸质餐具。
多位摊主表示，现在市场上
不让卖发泡餐盒已经有好
几年了，“抓到要被罚的。”

时代广场是潍坊酒店
餐具用品的主要批发市场，
在一家酒店用品店铺内，当
记者咨询有无发泡餐具时，
工作人员表示很久没有出
售发泡餐具了，“现在卖最
多的就是透明塑料餐具，2

毛钱一个。”

对于发泡餐具解禁，老
板告诉记者，就算发泡餐具
解禁了他也不会卖。“发泡
餐具占地方，1件的占地，至
少能放五六件纸盒餐具，运
输也不方便。”

记者在咨询了几家店
铺之后，其中有一家销售酒
店用品的店铺表示有发泡
餐具，可是在店铺内，记者
并没有发现有发泡餐具的
踪影，老板告诉记者，“要想
买就得去仓库里提，批发8

分钱一个，40块钱500个”。
在随后的交谈中，商铺

老板告诉记者，“来我这儿买

餐盒的都是附近摆摊卖快餐
的，泡沫餐具8分钱一个比较
便宜，而开饭店的都用环保
餐具。”随后老板又拿来了一
个白色不透明饭盒的样品，

“这种硬，也贵，10块钱能买
七八十个，也有2毛钱到5毛
钱一个的，快餐是小本生意，
用泡沫的省钱。”

据了解，一个非发泡餐
盒要20-30克原料，而发泡餐
具只需五六克，成本非常低。
1万多元一台的生产设备，8

小时就能生产5000多个。
本报记者 宋昊阳

秦昕

发泡餐具解禁不愁销路
小摊餐饮成为最大潜在客户

下午，记者拨通了该小区物业公司
茗邦物业的电话，关于业主反映的卫生
问题，一位姓于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小
区目前有4位保洁人员，都是在60岁左右，
按照要求是一周清扫两次楼道。

“出租的车位是每月 5 0元的停车
费。”该工作人员说，至于车库和车位冲
突的问题，她并没有听说过，“很多车库

里面没有车，所以在前面划上了车位”。
而对于消防通道的施工问题，该工作人
员答复说，那是开发商负责的，与他们无
关。

记者从物价局房价管理科工作人员
口中了解到，按规定，物业公司应该按照
级别收取物业费，提供几级物业服务，就
收取几级的钱。同时，物业公司还应该把

物业合同(包括提供几级物业服务，对应
收取多少费用)张贴在明显位置，供业主
监督。但是，在茗邦物业办公室内只张贴
了收费标准，却没有公示属于几级服务
内容。对此问题，该于姓工作人员表示，
她也不知道现在物业公司提供的是几级
物业服务内容。

本报记者 王琳

本报5月2日热线消息(记者 赵松刚)36岁
的昌邑市围子镇大官庄村村民刘俊峰一年前
不幸患上舌癌，妻子于素芹瞒着12岁的儿子，一
直为丈夫寻医问药。2日，记者了解到，高昂的治
疗费用已让这个普通农村家庭千疮百孔。

刘俊峰是昌邑市围子镇大官庄村的一名
村民，今年36岁。2012年5月份左右，刘俊峰感觉
舌头有点异样，后来逐渐演化为溃烂，舌根部
又长出两个瘤子。在当地的医院检查时，确诊
为舌癌。

诊断结果，让这个普通的农村家庭步入困
境。从得知丈夫刘俊峰的病情后，妻子于素芹
就支撑起这个家。她带着丈夫四处求医问药，
打听可能治愈丈夫舌癌的方法。

在求医过程中，于素芹始终没有把丈夫得
病的情况告诉12岁儿子，“他还小，怕他知道以
后，没法安心学习。儿子问我，他爸爸得了什么
病，我就说是感冒了。”于素芹说，得知丈夫的
病情以后，自己都是偷偷瞒着儿子和丈夫一起
看病就医。

2013年4月份，刘俊峰的病情加重。限于当
地医院医疗水平有限，4月22日，于素芹带着丈
夫前往济南市的省立医院接受治疗，“我得让
他活着，家里靠我一个人撑不住，孩子也不能
没有爸爸。”

经过省立医院医生的检查，发现刘俊峰的
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胸部。现在的刘俊峰，不敢
说一句话，每天靠妻子于素芹把食物放到喉咙
里，生生地吞下去，“基本上吃不下饭，喝点粥，
好多天才吃一点点，我把面条送到喉咙里，喂
给他，吃一点。”于素芹说。

5月2日，一直在省立医院陪着丈夫治病的
于素芹回到家。“儿子被电动车撞了，哭着让我
回来，我还要筹集给丈夫治病的费用，已经花
了好几万了。”于素芹说。 如果有好心的市民
愿意帮助这个不幸的家庭，可以拔打本报热线
0536-8073110或者0536-8538711。

男子患舌癌用喉咙“吃饭”

妻子瞒12岁儿子四处求医

本报5月2日热线消息(记者 秦
昕 宋昊阳)自1999年起被禁14年后，
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正式在今年5月
1日重返市场。2日，记者走访了潍坊
市的部分小吃街，发现不少小摊一
直在使用发泡餐具，而不少餐馆表
示今后会考虑使用发泡餐具。

2日上午十一点半左右，记者来
到潍坊学院北门银枫路两侧，这时
候正值饭点，不少学生前往购买午
餐带走。记者发现，在打包带走的
快餐中，不少使用了白色发泡餐
具。在一个销售麻辣串的餐馆门
口，不少学生正在排队购买麻辣
串。老板告诉记者，他干这行有三
五年了，一直都在用着发泡餐具，
原因是价格比较便宜。

记者看到，在路边一个做煎包
的小店内，顾客打包带走的煎包都
是被放在发泡餐具里面。对于发泡
餐具解禁的情况，店主告诉记者，
店里一直都在用，并不知道发泡餐
具曾被禁止使用。“现在要是被解
禁了，用着就更放心，本来就是小
本买卖，免费餐具越便宜越好。”

记者走访了部分餐饮店，发现
饭店内很少有用发泡餐具，基本上
都是用较硬的塑料餐盒和塑料袋
打包。但是不少可供外卖的餐馆表
示，由于之前发泡餐具被明令禁
止，因此他们没有考虑使用，而1日
起发泡餐具被解禁，考虑到成本问
题，他们会考虑使用发泡餐具。

40元钱就能买500个

发泡餐具最大优势是便宜
记者
调查

垃圾到处飞 车库外划车位
金丰名苑小区物业惹居民不满

本报5月2日热线消息(记
者 王琳 )“我们小区的房子
已经交房快三年了，可是物业
服务水平一直提升不上去。”2
日，家住高新区金丰名苑小区
的业主孙先生告诉记者，楼道
内到处是沙土和碎屑，很少见
有人来清扫。不仅如此，物业
在很多车库外面不远的位置
又划上了车位，业主之间经常
为了停车问题发生冲突。

上午，记者来到位于银枫
路和桐荫街路口东北角的金
丰名苑小区，在孙先生带领
下，看了几栋楼的卫生清扫情
况，发现几乎每个单元的楼梯
上都积着厚厚的土，还有很多
塑料袋。“这也不能完全怪打
扫卫生的保洁人员，她们年纪
实在太大了。”孙先生说，据他
观察，小区物业聘请的保洁人
员都是60岁左右的老年人，根
本没有体力去认真清扫卫生。

“今年三月份我遇到一位
清扫的老太太，她说自己已经
74岁了。”孙先生说，当时他在
4号楼某单元内看见这位老太
太手里提着一把湿湿的拖把，
从一楼开始拖，到三楼就已经
走不动了，坐在原地休息了一
会，又提着拖把下楼去了。对
于孙先生的说法，记者从小区

其他业主口中也得到了证实。
家住5号楼的庞女士告诉记
者，小区里打扫卫生的都是上
了年纪的老人，自己家住五
楼，老人们根本上不去更别提
打扫卫生了，所以平时都是自
己有空的时候清理一下楼道。

孙先生说，小区物业还在
离车库不远的位置划上车位
租了出去。“1号晚上10点左右，
我回家的时候还遇见楼下两
位业主为了停车问题争吵。”在
4号楼前记者看到，车库的位置

本来就离花坛比较近，现在物
业又在两者之间划上车位，车
位和车库门之间就5米左右距
离，一辆普通轿车从侧面驶来，
想拐进车库十分困难。孙先生
说，小区车库和车位的业主经
常发生争吵，之前还有一次险
些动手，“物业这么做不是增加
业主间的矛盾么。”

“现在小区的消防通道还
没修好呢。”孙先生说，他是在
2010年10月份交的房，在小区
的最东边是一条消防通道，先

前一直堆着建筑和生活垃圾。
在小区居民的多次要求下，现
在终于开始整修，但如今干到
一半又没动静了。记者来到该
路看见，路边上都是湿漉漉的
泥土和石灰，还有一台挖掘机
停在上面，但是却没有人施工。

对于小区物业存在的诸
多问题，小区不少业主表示，
现在每平方的物业费是0 . 45

元，虽然算不上贵，但照目前
所能提供的物业服务内容来
看，根本不值这个价格。

物业公司称对停车问题不知情

22日日，，在在潍潍坊坊学学院院附附近近，，不不少少小小吃吃店店在在用用泡泡发发餐餐具具。。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吴吴凡凡 摄摄

七旬老人免费教刺绣

微博招来三名求学者

本报5月2日热线消息(记者 韩杰杰)“照这
个图案，用直针绣就可以。”2日下午，刚从青岛
赶来的白洁在李素贞老人的指导下，上起了刺
绣第一课。为了让传统技艺后继有人，李素贞
老人的一位朋友替她发微博“招生”，没料到不
几天就来了三位求学者。

“把这门技艺传给有缘人，是我的一个心
愿。”时年74岁的李素贞是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五岁她便开始帮家人穿
针引线，耳濡目染，10多岁便独立刺绣。“那时就
是个赚钱的活计，没有系统地学过。”她说，后
来她被招工进了潍坊刺绣厂，在那里才得到了
系统的培训和锻炼，期间还到中央工艺美术学
院进修了1年。此后，她还在染织厂、戏服厂工作
过，刺绣手艺一直没有搁下。

在她家中，摆着不少刺绣成品。“这些年绣
的，没有卖过，留下来当纪念。”她说。记者注意
到，她的绣品非常细致，刻画入微，在一副《凤
凰穿牡丹》作品中，仅一朵牡丹就由五个颜色
组成，全副绣起来，共有30多个颜色。颜色虽多，
但都融合和谐，看上去既喜庆又精致。

“现在年龄大了，眼睛也不如从前，再不教
给别人，就怕身体状况不允许了。”这两年，她
一直考虑收徒弟，但未能如愿。“我有俩儿子，
都干别的工作，小孙女还稍有点兴趣，但是正
在上学。”她说，现在年轻人真正从事刺绣的很
少，刷碗工一个月还2000多元呢，刺绣没有产业
化，没有专门的公司招这些人，就业堪忧导致
愿意学习这项技艺的不多。再者，刺绣也比较
枯燥，得有耐心。“但是刺绣是传统技艺，与民
俗文化息息相关，应该好好地传承下来。”

她一位朋友听她说起这件事，便张罗着帮
她发了微博和微信“招生”。3天时间，就有了近
300次转发，多位市民致电咨询，一位陕西的妈
妈说想让孩子暑假过来学习。“现在潍坊的两
个孩子已经确定过来学了，今天下午又从青岛
赶来了个小姑娘。”李素贞老人说，看到这么多
人关注，她既意外又开心，“只要她们愿意学，
我就尽心教”。

27岁的白洁今天刚从青岛赶来。她说，她在
青岛一家服装工作室工作，从微信上得知这个
消息，就请假来潍坊“拜师”。她从小就喜欢民
俗的东西，上高中就自己做衣服，觉得刺绣可
以融入到衣服中去。她打算先请假一段时间潜
心学习，希望通过学习能进一步了解刺绣技
艺，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

消消防防通通道道的的修修建建处处于于停停工工状状态态，，根根本本无无法法通通行行车车辆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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