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居民和单位之间有了“联络员”
毓璜顶街道建起烟台首家社区协调委员会，专门协调社区里难协调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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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22日讯(记者

孔雨童 通讯员 张杰) 22

日，芝罘区毓璜顶街道办事

处成立了烟台首家和谐社区

共建协调委员会，为社区的

居民和辖区内各个单位创建

了一个坐下来商谈、协商的

平台。“我们希望能更好的为
老百姓解决麻烦事。”成立大

会后，一位社区的居委会人

员表示。

22日，记者在协调委员

会成立大会上了解到，毓璜

顶街道和谐社区共建协调

委员会由该街道党工委、办

事处与驻辖区机关、企事业

单位、部队等各单位相关负
责人组成，下设党建、科学
发展、社会民生 3个专门协
调委员会。专门解决居民最

关心、最现实、最直接的民

生问题。

毓璜顶街道办事处一

位姓张的工作人员介绍，这

个协调委员会汇集了街道

工作人员和辖区内医院、公

园、学校、派出所、市政部
门、企业上百个单位，重在

让居民、单位共同协商参与

社区的建设和处理。“比方

说，社区居民的活动场地问
题。”张先生说，毓璜顶街道

由于位于老城区的中心区，

市民活动的场地较少，有时

居民想搞个活动，只能挤在

居委会或是露天空地里。借

助这一平台，会有更多的企

业单位如南山公园、毓璜顶

公园、工人文化宫广场等免

费为市民提供场地，以方便

居民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

活动。

据介绍，该社区处在老

城区，人口、企业密集，难免

会产生一些纠纷，比如商铺

的噪音扰民、垃圾清扫不及

时和路面、路灯整修难以找

到责任单位等等。这时候，街

道就可以利用这个委员会这

个平台将市民和各单位联系

起来，让双方沟通协商，拿出

一个更高效的解决办法。

“有沟通才有效率。”

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各单

位 的 通 讯 录 正 在 制 定 当

中，委员会成立后将定期

召开会议，日常生活中也

将作为纽带加强居民与辖

区单位的联络，将服务拓

展的更加全面。

个案点击：

早上一看 电脑不翼而飞

21日早上8点，闫成杰跟往常一样
来到自己位于芝罘区福河路的理发店，

走近一看顿时傻了眼，理发店的铁门被

撬开了，店里的价值3000多元的电脑不
翼而飞。闫成杰摇头苦笑的说：“小偷这

次终于也光顾我的小店了，这附近有的

店铺被偷过几万块钱的东西。”

“在这附近居住开店一定要做好防

盗准备，福河路没有路灯，晚上小偷都

组团在这活动，气焰非常嚣张。”闫成杰

说，安上路灯百姓夜间过路也安全，商

铺的店主心里也能安稳点。

记者调查：

没有路灯 附近商家常被盗

记者沿着福河路一路探访，发现一
字画店是仅存的几个没有被盗的商铺，

陈老板向记者道出了防盗秘籍。原来陈

老板为了防贼，平时吃住在店里。“我在

此开店三年了，平日吃住就在店里，条

件虽然简陋点，至少还没被贼光顾过。”

记者来到福河路附近开元新村小
区物业公司，高经理对于该路没有路灯

也是非常苦恼。“小区停车场就建在福

河路路旁，为了保证业主车辆的安全，

物业特地安装了18个探头，不留监控死

角。可惜夜间没有路灯，光线较暗，拍摄

状况并不如意，但至少也能对盗窃分子
有威慑作用。”高经理说。

责任单位：

问来问去 也不知道到底谁管

为何该路10年时间没有路灯，记者

采访了烟台市市政养护管理处，据金科

长介绍，该路并非市政路，不归养管处

管理。今年10月份幸福南路大修时，福

河路作为追加专项整治工程，建设部门

对该道路进行扩展整修。对于路灯问题

当初并没有列入整改项目，具体问题须
向建设局请示。

芝罘区建设局重点办负责人表示，

幸福街道办反映福河路道路破损严重，

建设局的道路维修属于义务作业，该路

并不在建设部门的管辖范畴内。“该路

段路灯应该属于小区开发建设的配套

设施，建议向当地村委反映情况。”

记者采访了开源社区居委会郭主

任，“该路段没有路灯，居民反映非常强

烈，居委会也多次向街道办反映该问

题，已经向人大提议在该路段铺设路

灯。我们也在等相关部门的批示，希望

福河路的夜晚能够亮起来。”

鞠建邦自创木纹画艺术 坚持创作13年如今却担心———

就怕我这独门绝学失传啊！
文/片 本报记者 钟建军 通讯员 耿嫣

连日来，芝罘区东山

街道办事处福山路居委

会，将每部价值100多元

的电子保姆，免费送给社

区80岁以上的老人。老人

只需要按动电子保姆的

一个呼叫按键，就可发送

求救、求助信息。图为居

委会工作人员向老人讲

解电子保姆使用方法。

记者 吴永功 摄
影报道

“电子保姆”

进社区

福河路十年没安路灯

周围商铺抱怨常被盗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毛旭松

“木纹画”艺术对于很多

书画爱好者来说可能是一个

陌生的名词，然而该艺术在烟
台已经存在13年了。所谓“木

纹画”，首创者鞠建邦解释说，

是一种集油画、国画和雕刻为

一体的美工艺术，既不是绘

画，也不是雕琢，而是用各式

各样的木头片层层垒贴而成，

最后用颜料着色，做成一幅具

有立体感的画的艺术。

自创木纹画艺术

国内外屡次获奖

22日上午10点，记者来到

毓璜顶街道办事处所辖的德

新社区鞠建邦老人家里。走进

老人家客厅，三幅造型别致、

色彩鲜艳的木纹画立刻引起

了记者的注意。之前就听德新
社区居委会主任孙立岩介绍

过，“远看就是一副画，近看才

有强烈的立体感。”老人说，这

三幅画正准备下午送到自己

的店铺里去卖。

鞠建邦老先生自幼酷爱

书画艺术，深受著名画家王

板哉先生教诲。之前任职于

某市级机关单位，1997年退

休后潜心研究书画，自创“木

纹画”艺术。2001年国家授予

其《发明专利证书》，同年国

际知识产权中心又授予其

《国际知识产权资格证书》，

其创作作品先后在美国、英

国、法国和韩国等多个国家

展览，并获多个奖项。

老人眼光很长远

想进军国际市场

“因为木纹画艺术我是首

创，无论在烟台市场还是在国

内市场，木纹画店铺仅我一
家，如果能当成一个产业来

做，它将有无限的发展前景。”

鞠建邦显得雄心勃勃。

“拿这幅老鹰画像来说，

在店铺里卖价1500元，而我

一个人做成这样一件作品，

起码要花上半个月。”老人指

着墙角一幅老鹰木纹画说，

“工序比较多，前期准备材
料、创作模型，后期制作、着

色、装裱，都我一个人干，如

果能多人一起干，效率百

倍。”去年老人建立了自己的

店铺，店面不大，还是跟别人

合租的，生意不温不火。

鞠建邦还对国际市场虎

视眈眈，“并不是没有可能，

我的作品几次在国际展览，

反响都不错，比如中东地区，

那里人普遍喜欢鹰这种动

物，如果能将木纹画打进中

东市场，肯定很火。”老人说。

对于鞠建邦来说，若要把产
业做大，最大的困难是找不

到投资伙伴。

担心独门绝技失传

正在寻找继承人

“儿子适合搞经营，他没

有艺术细胞。”鞠建邦告诉记

者，“知道我搞木纹画艺术的

人还不是很多，前来拜师学
艺的也很少，就怕我这独门

绝学失传啊！”如果想学这门

木纹画艺术，最基础的要有

美术基础，有绘画功底，这样

才能制作出漂亮的木纹艺术

画。“想要学一定要懂美术。”

他说。

“我的愿望就是，希望木

纹画艺术能得到传承和发

展。”鞠建邦十分感慨地说，现
在年纪大了，创作的也越来越

少了，希望能认识志同道合的

人，与他们一块努力使木纹画

能更得到更好的发展。

鞠建邦向记者展示他的木刻画。

福河路上一个路灯都不见。

格社区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