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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今日聊城

本报聊城 5 月 8 日讯 (记者
焦守广) 七旬老人晚上散步回家，
突被一辆疾驰的轿车撞倒，肇事轿
车迅速逃窜。车祸造成老人颅内出
血，并出现失忆症状。事发 5 月 1
日晚东昌东路，老人至今仍在医院
重症监护室治疗。

老人的女儿王女士告诉记者，
她母亲今年 71 岁，晚上有出门散
步的习惯，5 月 1 日晚上吃完饭，母
亲像往常一样出门散步，10 点多她

突然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医生说
母亲刚才出了车祸，现在正在医院
抢救。王女士赶到医院后，看到母
亲刚被推出急救室，脸上全是血，
胳膊也骨折了。

“老人身上带着手机，上面有
我的电话，医生一看挺危险，就立
刻联系上了我。”王女士说，车祸造
成母亲颅内出血，情况紧急，医生
说必须做手术。后来又转到脑科做
了开颅手术。手术比较成功，母亲

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但一直昏迷，
直到 5 号才醒过来，至今还在重症
监护室接受治疗。

记者采访了解到，事发东昌东
路光岳宾馆附近，当时老人散完步
回家，从北往南过马路，因修路车
辆被挤到了非机动车道上。据现场
目击者说，当时从西边过来一辆黑
色轿车，速度很快，躲闪不及撞上
老人，随后立即逃离。天黑加上事
发突然，没人看清肇事车车牌号。

“她被撞后，完全记不清当时
的车祸。不知道咋回事，也不知为
啥要住院。”王女士表示，母亲平时
身体很健康，现在母亲这么大年纪
还受这样的罪，他们做子女的十分
着急也很心疼，当时如果有人看到
肇事车或是得知相关线索，希望能
及时联系她。

事后，民警赶到现场后，调取
了路口监控录像。目前东昌府交警
大队正在调查此事。

黑色轿车撞伤七旬老人逃逸
被撞老人颅内出血，出现失忆症状，家人急寻目击证人

6 . 6 米长绣了 3 年半

涵盖原作全部内容
6 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闸口

古玩街的侯贵东女士家中，看到了
这幅展开的十字绣，只见画面上大
大小小的人物栩栩如生，车辆、马
匹、游船轮廓分明，连车辐条都能
看清，重现了汴京城当年的盛景。

“前几天刚刚完工，绣了 3 年
半！”候女士介绍，这幅十字绣长
660cm ，宽 52cm ，是参照《清明上河
图》全本绣的，一共绣了 600 多万
针。

记者了解到，《清明上河图》全
本在 5 米多长的画卷里，绘了 550
多个各色人物，牛、马、骡、驴等牲
畜五、六十匹，车、轿 20 多辆，大小
船只 20 多艘。房屋、桥梁、城楼等也
各有特色，体现了宋代建筑的特
征。候女士自豪地说：“我的作品涵
盖了原作全部内容。”

“因为楼房、人物特别多，绣起

来也很考验耐心。”侯女士说，整个
作品用了 72 种颜色的绣线，连最普
通的一棵树都要用 6 种颜色，最难
的还是绣人物，要先用相应的颜色
绣好方格，再用黑线钩边。候女士
称，一个人物高不过 2 厘米，但要
看到上衣、裤子、鞋子的轮廓，一点
都不能出错。

因为太投入，有时会沉醉到艺
术作品的场景中。一天下午，侯女
士绣到小孩图案时，突然听到有人
叫妈妈，她下意识地作出反应：“这
个小孩怎么会叫妈妈？”后来才明
白，自己完全进入到作品中了，误
把儿子叫妈妈的声音当成《清明上
河图》里的小孩呼喊妈妈了。

每天绣 13 个小时

绣断 50 多根针
2008 年，在方中集团工作的侯

贵东迷上了十字绣。在完成了一些
小型十字绣之后，她决定做一幅难
度大的。当年 8 月她花 3000 元买好

了绣《清明上河图》的材料。侯贵东
说：“开工一年半后，我辞去工作，
在家专心做十字绣，几乎每天都要
绣 13 个小时左右。”

“绣到一半的时候，我和儿子
都劝她放弃，毕竟绣这个既费时费
心，又伤身。”丈夫王振邦说，当时
妻子觉得视力有点模糊，肩周炎、
颈椎病等小毛病也跟着冒了出来，
但妻子仍坚持要完成这个作品。此
后，王振邦就主动承担起家务杂
事，好让妻子专心刺绣。“没有他的
支持，这幅作品不可能这么顺利地
完成。”侯贵东笑着说

“最难过的是夏天，由于手掌
出汗，绣针不好拿捏，被汗水锈断
了 50 多根绣针。”侯贵东说，当时自
己在身边放了毛巾，不停地擦拭
手，尽量保持不让手出汗，不然绣
出来效果会很差。三年半来，手指
被针磨破、扎出血的次数不计其
数，可执着的她贴上创可贴接着
绣。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三年半
的艰辛劳动，一幅长 660cm ，宽

52cm 的《清明上河图》终于完工了。

有人出价 10 万

侯女士不想卖
“十字绣需要的是耐心、细心

和毅力，每天都要坐在这里一针一
针地绣。满绣的图很多，线的数量
和种类也比较多，一旦弄错，就要
返工，很麻烦。”侯女士告诉记者，
读初中的儿子经常晚上在家写作
业，自己就一边绣十字绣一边陪
他。

记者询问侯女士绣图的目的，
她说，自己以前学过绘画，本身对
古人艺术作品比较崇拜，尤其是古
代大型绘画作品。绣这幅《清明上
河图》一方面是自己的爱好，另一
方面是想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完成作品之后，得到了周围人
的赞誉，让她觉得自我价值得到了
肯定。在得知自己这幅作品价格不
菲后，侯贵东表示，之前有人出十
万要收藏，但现在没有卖的打算。

3 年半绣出 6 . 6 米《清明上河图》
本报见习记者 孟凡萧

中国十大传世
名画之一的《清明
上河图》，是北宋画
家张择端存世的北
宋风俗画。在咱们
聊 城 闸 口 古 玩 街
上，一位十字绣“达
人”历时三年半，绣
断了 50 根钢针，终
于完成一幅 6 . 6 米
长的清明上河图绣
品。这幅十字绣可
能成为聊城至今为
止最长的十字绣。

本报聊城 5 月 8 日讯 (记者
刘铭) 5 月 7 日，网上一则求婚视
频引起众多网友关注，短短两天
时间点击率近万，视频中一位小
伙儿利用一家商场城市大屏幕向
女友进行了一场浪漫求婚感动了
很多人。 8 日，记者从该商场了
解到，这样一场求婚过程确实刚
刚发生。

这段视频总长度 8 分 45 秒，
开头以“爱情进行时”开始，然
后场景步入城市街头。从镜头来
看，视频中长发穿红色外套的女
孩像是其中的主角之一，在几个
朋友的陪伴下进入商场。

红衣女孩走出商场，约 10 秒钟
后，视频中传出了一阵异样的声
音，红衣女孩和另一同伴则停下来
回头观看，而此时镜头指向了城市
大屏幕。屏幕上出现一位漂亮女孩
的照片，十余张照片慢慢闪过。红
衣女孩此时发现屏幕上播放的照
片就是她自己，从女孩的表情看，
她显得有些吃惊。

从大屏幕中小伙子的话语中
可以看出，该小伙正是求婚人小
陈。随后，屏幕上出现“亲爱的琼
琼，嫁给我吧！”观看的人群中发出
热烈的掌声。

紧接着，一个小伙子手捧鲜花

快步走来，把鲜花送给了红衣女
孩。小伙单膝跪地，从上衣兜里掏
出一枚戒指，戴在了女孩的右手
上，两人一起放飞了象征爱情的彩
球。据女主角琼琼说，她和小陈是
在大学认识的，到现在一波三折，
终于又在一起了。

“说实话，真羡慕”、“这女孩真
幸福。”“羡慕”二字成了众多网友
发表评论的关键字眼儿。有网友
说，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一对从相
识、相知、相爱应该经历了很多，祝
福二位幸福快乐一生。

小陈的朋友杨欣(音)说，小陈
是一个非常会心疼人，非常会制造

浪漫的人，并表示琼琼和他的相识
相恋，真是非常有缘分。

一位女士说，第一次跟小陈见
面的时候就是在某婚礼策划机构，
感觉他非常朴实、真诚，是一个重
情义、敢担当的好男生。“每当小陈
提到他女朋友琼琼的时候，脸上总
是洋溢幸福甜蜜的笑容。”

记者从城市大屏幕所在的商
场了解到，当时这场求婚在傍晚时
分，是由一家婚礼策划公司策划
的，当事人交了 2000 元的大屏幕使
用费，因为期间需要燃放烟火，商
场也专门提醒注意安全，好在整个
过程非常完美。

城市大屏幕上演浪漫求婚
商场方表示，当事小伙交了 2000 元费用

本报聊城 5 月 8 日讯
(记者 李璇 ) 8 日，离母
亲节还有 4 天，城区不少鲜
花店里康乃馨、百合等花卉
身价渐增，有的较平时翻了
近一番。

城区东昌路一家花店
店主介绍说，目前康乃馨 3

元一枝，白百合 15 元，黄百
合 10 元，花篮和花束的价
格在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

“康乃馨暂时还没涨价，过
两天能卖到 5 元一枝，白百
合平时 12 元一枝，现在已
经涨了 3 元。”

记者走访发现，城区一
些鲜花店的康乃馨已涨到
了 4 元或 5 元一枝，白百合
有的已涨到 18 元。柳园路
一家花店的销售人员介绍，
康乃馨和百合都是从昆明
进的，节日需求使得产地鲜
花进价大幅增长。“虽然鲜
花价格有所上涨，但对销量
影响不大。”

母亲节临近

花卉身价渐增

本报聊城 5 月 8 日讯
(记者 张召旭 ) “花 600

多买的变形金刚坏了，商场
不给修，厂家说没有保修规
定。”吴女士说，儿童玩具未
纳入“三包”范围，不能得到
维修，只能报废。

7 日上午，家住水城华
府小区的吴女士说，上个月
她给儿子花 600 多元买了
个变形金刚，玩了不到半个
月就坏了，再也无法组装。

“我拿着玩具和发票去商场
问了，他们说只负责销售，
其它一概不管。”吴女士又
拨打了厂家的电话，厂家工
作人员说，玩具不在“三包”
范围，无法为她提供维修服
务。“花 600 多块钱买的东
西，说不能玩就不能玩了，
实在太可惜了。”

记者走访城区多家大
型商场、超市、母婴用品店
发现，高价玩具已然成了玩
具世界的“主力军”，但都没
有保修证书。

聊城市 12315 工作人
员介绍，目前国家只在儿童
玩具的安全要求方面出台
了相关政策和法规，但在质
量“三包”方面没有规定。商
品的维修保养主要靠买卖
双方的约定和承诺。

玩具不“三包”

坏了只能报废

冒充国家机关

索要刊物费
本报聊城 5 月 8 日讯

(记者 王尚磊 ) 印制的
《食品安全法》免费发放，但
不法分子却打起它的主意。
近日，市药监局发现有人冒
充国家机关人员，打着收取
刊物费的幌子骗钱。

本月初，市药监局发
现，有人冒用省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或处室名义，要求
各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订购《食品安全法》及相关
资料。市药监局工作人员介
绍，经过核实，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从未发出征订
通知及函件。

市药监局工作人员提
醒，各地要防止不法人员冒
用监管机关及工作人员名
义向企业索要钱物、征订书
籍及赞助等，发现不法分子
应及时报警。

侯女士等人展
示这件清明上河图
十字绣。

本报见习记者
孟凡萧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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