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刘士福坚守琴书技艺40余载

要要把把浑浑身身本本事事都都传传授授给给后后人人

打车软件带来便捷的同时，也
有安全隐忧。目前在司机端，呜呜用
车采取实名制，并设置准入条件，严
格把关车辆和司机。

“现在一天能有五六单，还有从
济宁到嘉祥的乘客。”用了打车软件
半月有余，上白班的的哥王记超，比
平常一天能多干三四个活。呜呜用
车上线那天，提交驾驶证、行驶证、
及个人身份证信息，完成实名认证，
王记超便成为了首批呜呜用车司
机。

“打车软件刚开始流行时，用软
件打车的市民，也多在繁忙路口、地
段，这些地方比较难打车，现在市民
的打车习惯也再改变，不少乘客直
接在家中叫好车，出门之前就约
车。”在的哥王记超眼里，如今，乘客
出行，也愈加注重出行的便捷及体
验。

为进一步提升出行体验，张培
表示，除建立实名制外，呜呜用车还
将完善定位功能，通过培训制度及
安全审查制度，进一步规范健全服
务体系，同时设置乘客投诉渠道，维
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采取实名认证

严格把关安全

上线半月，5000名司机用上“呜呜打车”

济济宁宁人人有有了了自自己己的的打打车车软软件件
本报济宁10月15日讯

出门打车，尤其上下班或阴雨
天，不少市民都遭遇过路边等
候十几分钟打不到车的尴尬。
最近，一款名为“呜呜打车”的
本土打车软件，在济宁市民悄
然走红。

41岁的私家车司机刘登
江，对打车软件并不陌生。当
滴滴打车软件登陆济宁市场
时，他便成为尝鲜的第一批乘
客。“刚开始用软件叫车当乘
客，后来有了便车服务，也时
常客串司机，载载乘客。”听说
济宁本地打车软件上线后，刘
登江便迫不及待下载了该软
件，索性当了回兼职司机。

刘登江口中的本地打车
软件，便指的是“呜呜用车”。
这款便捷的租车服务软件，由
北城集团旗下公司——— 北京
呜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历时
数年研发，于2015年9月23日
正式上线试运营。

上线运营刚满半月，包括
出租车及私家车在内，目前已
吸引5000多名司机加入其中。
通过打车软件拓客源。同时，
在乘客端也吸引了千名乘客
加入，成为准客户。

“通过打车软件，乘客出
发前就可下单，无需长时间等
待。此外，顺风车、快车、专车
等不同的出行模式，也能够满
足不同的消费需求。”在呜呜

用车相关负责人张培看来，在
互联网潮流下，打车软件蕴含
的市场潜力不言而喻，目前，
滴滴快的已获国内首张专车
牌照，作为新的一个业态，打
车软件正迎来新局面。

其实，早在2009年，北城
集团便开始致力于打车软件
的研发与应用。随着国家对移

动互联网的政策支持以及智
能手机的普及，北城集团再次
发力打车软件市场。

2014年，北城集团成立北
京呜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这
一家集软件研发、互联网应用
等专业的互联网IT公司，专注
于传统行业与互联网技术的
结合及应用。

迎来全面升级的呜呜打
车软件，将出租车及私家车囊
括其中，深植济宁本土市场，
为济宁市民带来全新出行体
验。随着呜呜用车上线，济宁
本土有了首款打车软件，也标
志着，山东第一款打车软件诞
生。

记者：您何时发现自己有曲
艺天赋的？

刘士福：十来岁时，上高中
要靠推荐，可当时家里成分不
好，没机会再去读书。正好那时
生产队里有师傅会琴书，唱琴书
时，生产队管饭吃，还能发给1元
钱。当地农村街坊邻居有不少会
坠琴和扬琴，跟他们学了两年，
就都学会了。后来又拜师琴书名
家朱何堂，又跟着坠子艺人王朝
会学习山东琴书和河南坠子，正
式开启了职业琴书艺人生涯。

记者：学成后发展是否一帆
风顺？

刘士福：自从学成后，就开始

了“跑江湖”的日子，火车站、集市、
庙会、田间地头……每到一处，都
吸引成千上百的村民来看，十分热
闹。除了在济宁本地，还去过徐州、
枣庄、东北等地方。后来曾经在金
乡县和几名艺人一起组成了一家
民间组织，自负盈亏，没多久因为
一些原因解散了，从此和妻子又开
始走南闯北唱琴书。直到2002年，
济宁艺术团把我调过来。

记者：目前琴书技艺发展是
否也面临一些问题？

刘士福：随着琴书被越来越
多的人所喜爱，发现不同层次的
人对琴书的口味要求也是有区
别的。比如，这场老人多，就得多

唱些老人爱听的传统琴书。年轻
人多，就得唱有“笑点”的琴书。
为适应时代发展，我经常写琴书
段子。多看新闻，结合最新的热
点，比如儒家文化、太白湖、济北
新城等都出现在新的琴书作品
中，越来越贴近听众生活。

在演出活动中，我也收获了
多项荣誉。2004年9月创作演出
的山东琴书《苦乐娘亲》荣获第
三届中国曲艺牡丹表演奖；2005
年3月创作演出的山东琴书《逛新
区》，在济宁市新创作文艺汇演中
荣获表演一等奖及创作一等奖；
2010年获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
园创作一等奖、表演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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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岁的刘士福作为
山东琴书 (国家级 )传承
人，与山东琴书打了一辈
子交道。练嗓子、看新闻、
写段子、教徒弟，是他来
到济宁后的生活。在琴书
市场越来越弱的背景下，
他依然坚持着将这项技
艺传承下去。

记者：现在整个唱琴书的
市场如何？

刘士福：相比以前愿意听
琴书的人少了很多。即使有演
出机会，我们也仅仅能唱一小
段，再也没有以前那种几天唱
完一部书的机会，非常可惜。

记者：年轻人们学习琴书
的状态是否满意？

刘士福：通过教徒弟，以
及指导一些年轻艺人，发现很
多并不是从骨子里热爱琴书。
学起来有些浮躁，甚至仅仅只
学需要演出的那一部分内容，
更别说自己写段子了。不是每
个人都适合唱琴书，它需要好

的天赋，再加上表演、唱腔，非
常苦。当然，年轻人也有长处，
接受能力非常快，一段琴书，
不长时间就学会了。

记者：你对现状还有哪些
期盼？

刘士福：希望更多人关注
到琴书或其他非物质文化遗
产。对琴书来说，多给一些艺
人们登台演出的机会，利用好
每一个露天大舞台，在市场环
境较弱的情况下，只有自己主
动多上舞台演出，才能有所进
步。

记者：成为非遗传承人
后，和以前有何不同？

刘士福：2005年我被评为
山东琴书省级非遗传承人，
2013年成为国家级的传承人。
在2002年前，一直都是“跑江
湖”卖艺，完全不受约束。所谓
传承人，主要是担负着“传”得
任务。我要把这门剧种让更多
人学会、了解、掌握，不然有可
能就断了。这几年我也收了几
名徒弟，怎么才能把他们教
好，把琴书传承下去，我每天
都在思考。

记者：是否感觉压力非常
大？

刘士福：是的。山东琴书
是民间草根艺术，我们想把能
唱、能拉的青年才俊都吸收进
来。而且，每年国家会拨付给
传承费用，作为传承人，一定
要对得起这份费用。

记者：对每个徒弟都得口
传心授？

刘士福：教徒弟就不能含
糊，这也和我的经历有关系，
年轻时跟随琴书名家朱何堂、
坠子艺人王朝会学习山东琴
书和河南坠子。取得今天的成
就，主要归功于这两位老师的
教导。现在自己教学生，也应
把会的全部传给他们。

本报记者 贾凌煜 汪泷 市场弱多上台才有进步

徒弟少非遗传承压力大

相关链接

为吃口饱饭走上曲艺路

刘士福在演出当中。

市民体验呜呜打车。

▲呜呜用车，本土打车软件已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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