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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杨树树长长得得太太高高，，枝枝子子都都碰碰窗窗了了
文化五巷的几棵大杨树让居民们犯了愁

本报12月2日讯(记者 吴江
涛) 小区树多绿化好，原本是好
事儿。然而芝罘区文化五巷的于

女士却一直深受屋外茂密的杨
树困扰。原来，于女士房子附近
的杨树枝一直生长到了窗口，都
碰到玻璃了。

近日，家住文化五巷的于女
士向本报反映，她家所住的楼东
面，有几棵杨树枝叶过于茂密，
已经严重影响了生活。

记者在楼下看到，确实有几

棵大杨树，长势很茂盛，但文化
五巷的道路却比较窄，树枝碰到
了好几户居民的窗户。

在于女士家中，记者看到，客
厅朝东的窗户外，满眼都是杨树
枝。除了客厅，一间卧室的窗户外
也被枝叶遮挡。于女士介绍，卧室
外的树枝已经被弄断几根，不然树
枝可以直接伸进窗户里。

更让于女士头疼的是，夏季
枝叶最茂盛的时候，一些毛毛
虫、“臭老鳖”啥的还会顺着树枝
爬到窗户上，弄得于女士一家不
敢开窗。

现在虽然好了一些，但树上
仍有少量虫子，家里也不敢开窗
透气。

由于杨树严重影响了生活，

于女士和邻居曾试图把杨树枝
挪动一下，或者干脆折断，然而
三层楼的高度让他们望而却步，
且杨树属于公共财产，居民不敢
擅自行动。

记者将这一情况反映给了
芝罘区园林处。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他们近期将派工作人员前去
调查，并妥善解决。

用的柳条

是从老家带来的

谈到如何编花篮，老于一点
都没有避讳所谓的“商业秘密”。

“吃饭靠的是别人替代不了
的真手艺。”老于介绍说，要编好
篮子首先不可或缺的是好柳条，

“老家种的柳条剥皮晒干，我这里
储备下一些，每次用之前需要把
细柳在水里泡一泡，这样柳条编
起来不容易折。”

指头粗的柳条要泡水，而后
用塑料布捂两天才能拿出来用。

“像今天风大就不太行，拿出来的
柳条还来不及编就干了。”老于说
着，从塑料布下拿出一根潮湿的
柳条编篮座，底座是一个圆形柳
筐。

老于说，之前在老家，一堆人
一起做活儿，来烟台后就他自己，
开始的时候有点孤单，但现在已
经习惯了，他经常一坐下就是一
天，这样已经过了近10年。

本报记者 张晶

学生讲给学生听

授课新理念受认可

本报12月2日讯 (记者 李静
通讯员 孙永艳 孙惠红) 近

日，莱山区举行中小学校本研修现
场会暨养成教育观摩活动在永铭
中学隆重召开。会上，“先学后教，
当堂训练”授课理念受到不少老师
的认可。

“先学”就是学生带着一定的
疑惑和思考去做某件事情，从而达
到激活思维、主动探究的目的；“后
教”就是学生教学生，在独立思考
的基础上，先小组讨论，再把难题
拿到班级里研究，老师负责引导和
点拨，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学习
能力。

观摩活动后，莱山区教体局局
长宋吉伟点出了一些学校的亮点，
强调了加强教育科研、开展校本研
修以促进学校内涵发展的重要性
和必要性，希望全区教育工作者能
扎实推进，有效落实，抓好养成教
育和新课程理念下的课堂建设。

开展营业厅

规范化服务培训

本报讯(通讯员 赵冬) 为切
实强化营业窗口规范化服务和标
准化建设，11月28日，莱州市供电
公司客服中心举办“供电营业厅
规范化服务”培训班，该公司各供
电所所长、业扩人员及窗口营业
员全部参加培训。

为为了了编编花花篮篮，，一一坐坐就就是是一一天天
朝阳街的于季胜老人有着30多年柳编手艺，照着模子一看就会

本报记者 张晶

在朝阳街一个不起眼的胡同里，住着一位六旬老人。
老人做手工柳编已经30多年，在如今机器生产的大时代里，
他依然在城市的一个角落坚守着自己辛苦练就的老手艺。
您在商场庆典时看到的裹着红布的花篮，或许就出自这位
老人之手。近日，记者探访了这位拥有30多年柳编手艺的老
人于季胜。

无师自通，有着30年老手艺

如果不是漫不经心地游走
于烟台的各个街道，你绝对发
现不了这个藏在街角胡同的老
楼。

拨开老楼临街门面的白塑
料门帘，后面的小门头房里别
有洞天：10多平方米的小房里
堆满了柳编用的柳条，一位老
人头也不抬地坐在小马扎上编
着花篮底座，脸上带着庄稼人
特有的拘谨和淳朴，嘴里叼根
烟都忘了抽。他就是我们今天
的主人翁于季胜老人。

老于背有些驼，腿上有毛
病，走起路来不太灵便，所以只
能坐着编花篮底座。墙角还堆
着已经编好的花篮，每个花篮
都有一米多高并裹上了喜庆的
红绸。

“我老家编这个的多，烟台

市里不多。”老于话不多，大多
数情况下记者问一句他就答一
句。

老于说，临沭柳编人家很
多，浸染在这样的环境下，他无
师自通。带着从“中国柳编之
都”临沭老家带来的手艺，老于
跟随儿子来烟台谋生已近10

年，一直做着柳编买卖。
老于告诉记者，现在很多

商场庆典和商业活动都会用到
立地花蓝装饰门面，所以他现
在手头的活儿大多是给商家做
庆典花篮；篓子、簸箕都很少用
到了，销路不好就逐渐不编了。

“别人给的模子看看就会
了，编的道理都一样，只是变换
的花样不同。”万变不离其宗，
有着30年手艺的老于说起自己
手中的花篮，眼里泛起了光。

一个花篮只能卖6块钱

当天，他正在冰冷的门头
房里忙活着，他要赶制商家预
订的大花篮。

老于说，前一天编好的花
篮商家不满意，要求重做。老于
无奈，第二天清晨5点就起床忙
了。

记者见到了已经编好的三
米高的手工大花篮，看起来很
精致，应该费了一番工夫。老于
的儿子却告诉记者，这样一个
纯手工的立地花篮却只要100

块钱就能买到。
记者在老于房里还找到几

个做工精致的手提花篮，本以
为这样的做工一个至少二三十
块钱，但老于笑着用手指比划

出个“6”——— 一个手提篮才卖6

块钱。
“纯手工的篮子，为什么不

提价呢？”记者问。老于边做活
边说：“嫌贵，人家不买你的。这
个活儿就是耽误工夫，还卖不
上价钱。”

看着柳条轻快地在老于手
里蹦来窜去，记者纳闷了，“那
么多缝隙，你怎么知道该穿插
哪个空隙？”老于看着迷惑不已
的记者笑了起来，脸上的褶子
荡漾着，溢满整个脸庞。

半个小时后，一个轻便结
实的小花篮底座诞生了。老于
告诉记者，冬季天黑得早，就着
光亮能编近20个，夏天编更多。

天冷了，却开着门干活儿

老于和儿子来烟台打拼
10年，至今还租住在朝阳街
一栋老楼里，老于单独一个
人在门头房睡，下雪的天不
生火，屋里除了挡风之外并
不比外面暖和多少。不生火
的房本来就冷，敞着门就更
冷了，记者坐了一会儿冻个
透心凉。

老于说，节省惯了，干活
尽量不开灯，像这样的冬天也

没办法关门，因为关门光线
暗，他舍不得这点自然光，宁
愿敞着门。到掌灯的时候老于
停了一天的活儿，陪孙子耍，
回儿子的屋里暖和暖和。

说起以后的打算，老于
说天大冷之后就要回老家
了，来年开春再回烟台做自
己的柳编，“干这个活儿，哪
有退休的说法儿啊。”老于哈
哈笑着。

年年末末给给职职工工发发苹苹果果，，既既经经济济又又实实惠惠
不少企业拨打订购电话，想订购栖霞苹果作为年末奖励

本报12月2日讯(记者 李
静 ) 2日，北京一企业采购人
员打来电话，订购40箱苹果作
为员工年末奖励。

2日，本报工作人员接到一

个显示归属地是北京的号码，
一位企业采购人员一口气订购
了20箱红富士、20箱小国光。采
购人员告诉记者，这些苹果是
作为年末奖励发给员工的。

据采购人员介绍，今年全国
大环境都要求节俭，企业费了好
多心思也没找到合适的东西。他
们无意间得知本报关于栖霞苹
果的销售活动，便决定年末奖励
发苹果，既经济又实惠。

近些天，工作人员接到不
少企业的咨询电话，很多企业
都有年末奖励发苹果的打算。

本报推出的“爱心苹果”全
部选用80级别(直径80毫米)以
上的优质红富士苹果，由烟台
最有名的苹果产地——— 栖霞市
蛇窝泊镇产地直供。

如果您也想尝尝正宗栖霞
苹果，可以到烟台振华量贩超
市7家分店购买，包括烟台振华

量贩超市购物中心店、振华商
厦店、开发区店、福山店、新天
地店、台湾村店和南山世纪华
府店，也可以通过本报订购电
话6879078、15668099162购买，或
者 到 淘 宝 网 店 h t t p : / /
shop106287839 .taobao.com/直接
订购。

喜欢酸甜口味的市民还可
订购正宗的栖霞小国光，订购
电话15275567096。

国网莱州市供电公司

大冷的天，老于经常一坐就是一天，有时候烟点上了却忘
了抽。 本报记者 张晶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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