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4月18日讯(记者 张牟
幸子) 近日，吉泰阳光小区的一
位居民向记者反映，他们向小区缴
纳了物业费后，物业公司只给开具
了收据，却没有发票。据了解，目前
滨州市大多数小区均存在这种现
象，滨城区地税局表示物业有义务
为缴纳物业费的居民开具发票。

近日，家住吉泰阳光小区的一
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主告诉记者，
自己所在小区是按季度缴纳物业
费用的，每平米0 . 35元，但是每次
交物业费时都只有收据没有发票，

“物业就是没有发票，收据就可以
了，我们也很疑惑，他们是不是不
交税？那这些税都去哪里了？”家住

瑄嘉名都小区的任先生也有同样
的遭遇，他告诉记者，去交物业费
索要发票时，物业上就说没有，只
给开了一张收据，“不知道是不是
要交税。”上海世家小区业主张先
生则表示，自己交物业费时从来没
有发票，只有物业开的收据。

18日上午，记者来到吉泰阳

光小区物业公司，物业公司负责
人宋经理告诉记者，目前滨州市
大多数小区都不会开具物业费的
发票，“我们这里没有物业费的发
票，我们都是去地税局缴纳定额
发票，就是由小区物业统一去地
税局交税，小区业主就不必再交
费了，所以没有发票。”对于物业

公司的这一说法，18日下午记者
咨询了滨城区地税局相关科室的
工作人员，该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各个小区的物业公司都是按月向
地税局缴纳税款，由地税局统一
开具税单，“物业费也是要收税
的，居民交了物业费就可以索要
发票，不给发票是不合理的。”

交物业费，咋给收据不给发票？
税务部门表示居民可以向物业要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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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滨州

荠菜两块钱一斤，榆钱三块五一斤，曲曲菜到了八块钱一斤

一斤野菜竟贵过两斤鸡蛋
本报4月18日讯(见习记者

赵树行 杨青) “荠菜两块钱一
斤，榆钱三块五，都是自己亲手挖
的野菜。”18日上午，在滨城区六
街蔬菜批发市场内，许多摊贩在
忙活着叫卖野菜。记者采访发现，
市场上多种春季野菜很是热销，
而曲曲菜进入超市后一斤的价格
竟然贵过了两斤鸡蛋。

4月 18日上午，记者在城区
六街蔬菜批发市场看到，十多
家菜摊前摆着待售的野菜，其
中荠菜、曲曲菜、蓬生菜最多。
摊主们告诉记者，卖的最贵的
是曲曲菜，就是平时说的苦菜，
一斤五块钱；最便宜的是荠菜，
也要两块钱一斤，其他种类野
菜要价两到四元不等。大部分
摊位卖野菜都是批发，少数几
个摊位的野菜是附近农民自己

挖来零售的。
一位正在卖野菜的王大妈告

诉记者：“这些野菜都是我自己亲
手挖的，在这已经卖了四五天了，
每天都卖得很快，很多开饭店的
人都来买。”一位在买榆钱的饭店
员工告诉记者：“买回去的榆钱都
是用来做窝窝头的，客人们很喜
欢吃。”在走访中记者看到很多来
买野菜的年轻人，不清楚野菜该
如何食用，都会向菜贩仔细询问
一番。一位买了一大包荠菜的张
先生笑着说：“看着挺新鲜的，准
备买回家做汤喝，不知道好吃
不。”记者在清怡农贸市场等地看
到，不少野菜销售摊点买卖实在
不错。

记者随后又走访了市区内
的几家大超市。在大润发超市内
记者看到，超市专门开辟了野菜

销售区，荠菜、曲曲菜、面条菜、
蓬生菜等都摆在了货架上。曲曲
菜卖到了 8块钱一斤，荠菜 3块 9
一斤，其他种类的野菜也都卖到

了两三块钱一斤。超市一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这些野菜销量挺
好的，特别是荠菜，一天最少能
卖几十斤。”

超市内的野菜专柜。 见习记者 赵树行 摄

德民新小区王先生：
我们小区今年就没有供

上暖，因为小区没有铺设管
道，申请提交了两年多了，还
是没有消息。热力公司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可以等到东区二
级换热站建成之后再考虑管
道铺设的事儿，这样花费比较
少，我想问问今年我们小区附
近确定可以建成二级换热站
吗？我们小区下年能供上暖
吗？

“小鱼儿”：
鑫谊热力公司办公室工

作人员表示，能不能供上大暖
要看几个条件，首先是德民新
小区现有管道辐射范围，还有
规划新建管网和二级换热站
辐射范围，最后还要看小区提
交供暖申请的早晚。针对换热
站的建成问题，住建局相关工
作人员表示，今年10月份前后
会陆续完工，东区将建立40个
左右的换热站。

77岁老先生演“丑角”

用彩笔当化妆笔

刘云谱个头不高，眼神和蔼
慈祥，跟他说第一句话的时候，他

忽然站了起来，不知所云。身旁的
邻居说他上了年纪了，耳朵有点
背。在邻居的示意下，他开始变得
健谈起来。

原来，这位远近闻名的“丑
角”今年已经 77岁了，十四五岁
的时候，刘云谱曾在村子的儿童

团里扭秧歌。“一看就会扭。”刘云
谱说，他对于秧歌的痴迷和熟练
似乎与生俱来。后来，经过一系列
的变故，村子里的秧歌队渐渐解
散，2000年的时候，秧歌队才重
新活跃起来，那时候的刘云谱已
经60多岁了。

“一打鼓，我就开心。”刘云谱
说，“现在日子越来越好，为啥不
开心啊。孩子也很孝顺，也不跟俺
生气。”秧歌队组织者之一刘富友
介绍，后来因为角色表演比较到
位，刘云谱的反串“丑角”得到了
大家的一致认可，渐渐地，他成了
村里秧歌队的“台柱子”。“村子秧
歌队获得的许多大奖，刘云谱都
功不可没。”刘富有说。

因为要给记者展示自己的
“丑角”表演，刘云谱开始自己化
起妆来，红色的胭脂、艳丽的服
装、翘起的小辫儿、可以垂下的
红腰带，让刘云谱立刻从一个农
民变成了十足的演员。但看到刘
云谱手中拿着的化妆笔，记者发
现，那是画画用的“彩笔”，刘云
谱说这是家里的小孩子给的，他
不介意，“用什么东西化妆都不
管事儿啊，画上好看，俺扭得开
心就中。”

“太扭捏了不好看

越自然观众越喜欢俺”

“丢丢锵、丢丢锵”，谈起扭
秧歌做“丑角”，刘云谱开始活跃
起来，他嘴里不停地跟邻居说些
笑话和秧歌节奏，并不时停下来
比划上两把，非常陶醉的样子。
刘云谱说起自己对秧歌的看法，
非常骄傲，“心里欢乐，我不用站
队，就放开地扭啊。”刘云谱说，

自己是文盲，不懂很多大道理，
但是他对秧歌的理解是这样，

“太扭捏了不好看，越自然观众
越喜欢俺。”

因为刘云谱的角色不同，这
给了他很大的发挥空间，如果让
他舞起中规中矩的秧歌，他反而
受束缚，表现不出应有的效果。秧
歌队刘富友说，“他是一个例外，
是秧歌队里的‘自由人’，这让真
正的刘云谱站在了观众面前。”

“丑角”展现的只是形式上自
由的步伐和不拘泥的神情，但真
正的自由在刘云谱的内心，他说，
扭起秧歌来，他啥也不管，自己开
心，旁人开心，他就成功了。

狮子刘村的“活宝”

给记者表演了一段秧歌后，
刘云谱还没有过瘾，接着又唱了
一曲富有乡土气息的歌和秧歌配
合，让邻居的小院好不热闹。“他
活得很滋儿，天天乐呵呵的，不管
别人怎么看他，只要有人要求，不
管多少人，他都会跳一段，或唱一
段。”其中一位稍年轻的村民说。
队友刘富友说，他平时爱开玩笑，
非常乐观，“啥烦心事儿都不放在
心上，村民也都喜欢听他说话逗
乐，他就是俺村的一个‘活宝’
啊！”

说起刘云谱，村民还说起关
于他的一个趣闻，“他自制的卷
烟，20多公分长，非常带劲。”原
来，刘云谱平时喜欢抽烟，而且都
是自己亲手卷制的，“这么大的一
个卷烟，抽得过瘾。”说起吸烟的
危害，刘云谱说，“人家不说嘛？吸
烟有害，健康！”周围村民听了他
的话都笑了起来。

走近杜店街道办事处南海社区狮子刘村“丑角”刘云谱

77岁老人演“丑角”一点不扭捏
文/记者 于荣花 片/见习记者 吝海滨 通讯员 胡鲁生

红红绿绿的秧歌队向着观众走来了，这时，鼓点声好像更
加密了些，铜锣也欢快起来，一个手持花伞、“老妪”打扮的“丑
角”像火把一样在观众眼前被点燃。他进退有致的脚步和手中
的花伞配合得严丝合缝，深深的皱纹、红红的胭脂让这个“老
妪”更加可爱，眉毛一挑、小辫一翘、步伐一拐，对面的观众都鼓
起掌来……

他就是杜店街道办事处南海社区狮子刘村“丑角”扮演
者——— 刘云谱。

穿上秧歌服，拿起道具，刘老先生马上笑开了，挪动着自由的脚步，
嘴里哼着小曲马上跳了起来。 见习记者 吝海滨 摄

沾化县大高镇王先生：
我和邻居仅一路之隔，靠

近他家的路边放上了水泥柜、
各种柴火，前段时间墙倒了之
后，占了大半个路，很长时间
都没有清理掉，给我家造成了
很大的麻烦。也找过邻居、村
里的工作人员，但一直没有解
决。这样下去，我们感觉很别
扭，希望“小鱼儿”帮忙想想办
法。

渤海五路一小区居民：
位于黄河六路渤海五路

以南的一段公路损坏了很长
时间了，给来往车辆造成了很
大的不便，已经向有关部门反
映过，但还是没有人过来修
补，我觉得安全隐患不小，况
且渤海五路来往车辆很多，上
下班时间也有很多家长带孩
子经过，希望“小鱼儿”帮忙反
映一下。

新兴市场商户孙先生：
黄河四路渤海四路新兴

市场附近的红绿灯坏了，本来
过往车辆就很多，现在更给来
往车辆增添了不少的苦恼，希
望交警部门赶紧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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