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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摊8年，玻璃手工艺人罗守华———

“别人喜欢，爱好才有价值”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赵辉

同服药两药店价差近9倍

药店：大夫的秘方也有价值

本报威海6月21日讯 (记者
陶相银) 孙女士在沈阳中路的一
家药店买了两服中药，每服69元。
而在距离这家药店不远的另一家
连锁药店里，同样的一服中药却
仅需7 . 4元。记者调查中，这家药
店的工作人员坚称，因为药有秘
方，秘方也有价值。

6月7日，家住张村镇的孙女
士到沈阳中路张村镇路段的一家
小型药店看病，坐诊的医生为她
开了两服中药，并收取了138元的
药费。孙女士曾干了30多年的村
医，对中药有所了解，她发现这些
药物中并没有贵重的药材，于是
当场抄下了药方，并于两天后到
长江路的一家大型连锁药店照方
抓药。而结果令孙女士难以接受，

“同样的药，只花了7 . 4元钱。”
记者来到这家小型药店，药店

工作人员称，孙女士抓的药之所以
如此贵，是因为“这是我们大夫的
秘方，秘方也有价值，就含在这138
元里”。但对于秘方的价格，她却说
不清楚。这位工作人员又给药店
经理打了电话，经理则说自己对
业务并不了解，但可以把钱退给孙
女士，并会追究大夫的责任。药店
工作人员还为记者展示了中药的

“明码标价”，拉开抽屉，而标签贴
在抽屉内的挡板上，这位工作人员
若想看清价格要弯下腰，更不用说
站在柜台外的顾客了。

距离这家小型药店仅300米的
连锁药店内醒目位置悬挂着写有
偏方、秘方的展板。店内工作人员
介绍说，药店内没有大夫，只有中
药咨询师，偏方和秘方也都是免费
的，在中药柜台的玻璃罐上贴有药
价标签，“抽屉上不容易贴标签，但
价格会在小票上显示出来。”

买药时，小型药店只给了孙
女士一张刷医保卡后的医疗证消
费单，而连锁药店还为孙女士出
具了购物小票，小票上详细地列
出了每类药物的价格和分量。

一道菜收了4份钱

酒店算错账，最后为消费者免单

本报威海6月21日讯 (记者
齐璐 通讯员 林京炜) 20日，
荣成张先生和朋友在当地某酒店
就餐，结账时发现服务员多收取
了自己68元。但酒店不但没有及
时进行核查，还认为张先生酒后
闹事。最后在消协工作人员调解
下，酒店最终赔偿了300元并向张
先生赔礼道歉。

20日下午，荣成消协接到市
民张先生投诉，称自己与朋友在
某酒店就餐，被收取了300元就餐
费。结果自己在对账时，发现酒店
多收了他68元钱，于是找服务员
理论。由于张先生刚喝完酒，情绪
有些激动，酒店人员认为他是酒
后闹事，没有仔细查看结账单就
坚持说收费不会有错。

随后，酒店负责人赶到现场，
在仔细检查过结账单后，发现本
只点了一份的一道菜却收取了4
份钱，因此导致张先生多支付68
元。酒店负责人承认是工作人员
的失误导致双方发生争执，在向
张先生赔礼道歉的同时，愿意退
还全部就餐费作为赔偿。此时，张
先生认为酒店服务员最初没有仔
细核对账单，反而认为自己滋事，
不愿接受酒店负责人的和解提
议。

经过调查取证，消协人员证
实张先生所说属实，经过一番调
解之后，张先生最终接受了酒店
的赔礼道歉，以及300元赔偿。消
协提醒广大消费者：一定要养成

“先看账单，后结账”的良好习惯，
以确保自己的权益不受损害。

◎小小玻璃棒转眼变成艺术品
近日，记者来到夜市罗

守华的摊位前，他正戴着墨
镜在制作一只 小 兔 子 。在
约 2 平方米的摊位上摆满
了 1 2生肖、虾、麒麟、玫瑰
花等工艺品。割炬枪的火
焰打在玻璃棒上发出“嗤
嗤”的声音，罗守华右手拿
一把长镊子开始捏烧软的
玻璃棒，没用 5分钟，兔子
头的形状就出来了。

据罗守华介绍，在捏
制时，比较有难度的是拼
接及上色。拼接关系到动
植物整体形象的完整性，
上色关系到两根不同玻璃
棒的连接性，稍有疏忽，就
得重新过火捏制。“小兔子
还是比较容易捏制的，一
般不用 2 5分钟，但是制作
个头大一些的如牛、虎、凤
凰等会花近 1个小时。”罗

守 华 说 ，动 物 类 小 挂坠是
最容易制作的，一般7分钟
就能搞定。

罗守华每次摆摊制作，
总能吸引众多过往市民观
赏。市民郭女士说，自己喜
欢惟妙惟肖的小动物，更喜
欢看罗守华的制作过程，

“看着玻璃棒转眼间变成带
有三种颜色的玫瑰花，真是
太神奇了。”

◎不顾家人反对，40岁选择创业
2004年，罗守华40岁，当

时他还在青岛平度一乡镇干
苦力活。当他看到一个关于
手工艺制作的电视节目时受
到启发，“我也可以试试呀！”

当他把自己要制作玻璃
手工艺的想法告诉家人时，
没有一个人支持。“人到40不
学艺。”这句话是盛行民间的
俗语，他也知道自己没有任
何美术功底，没有老师指导，
也没有充裕的资金。但是，他
看完那个节目后，突然就喜
欢上了玻璃手工艺制作，决
心试一下。

他在青岛市找到了一位
老师，每逢休息日，他天不亮
就骑着自行车到平度，再坐
车去老师那学习基础知识，

“去一次顶多能学习3个小
时，天就有些黑了，不得不返
回。”他说，白天工作，晚上挤
时间制作，再抽时间摆摊卖
制作出来的小动物。“由于自
己制作出来的小动物不是很
好看，所以销量并不好，但是
已经选择了当时大家都反对
的路，自己只能坚持下来。”
回忆起过去，罗守华情绪有
些激动。

坚持手工艺制作，终于让
自己吃到了一次甜头。2005
年，他在青岛租了个门面，只
卖自己制作的手工艺品。“三
八”妇女节，很多小学生来到
他的店里购买动物肖像，结果
当天收入700多元，自己制作
的工艺品差点不够卖，这个结
果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尝到

甜头的罗守华更加坚信，手工
制作动物肖像这条路完全能
养活自己。

“以前，我制作的动物肖
像以12生肖为主，现在还独创
了情侣类、全家福类组合肖
像，制作也更加精致。”罗守华
告诉记者，他已经突破原来制
作动物肖像的固有模式，努力

探索属于自己的路子，能根据
顾客的要求现场制作，也能制
作出颜色各异的动植物肖像。

现在晚上摆摊每天收入
近400元，他希望自己的作品
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对于未
来，他说自己仍会坚持走自己
的路，希望在年老时能创办一
个小型个人博物馆。

鲸园大讲坛开课啦！
抗日老战士江波接到聘书，成为首位主讲人

本报威海6月21日讯(记者
吕修全) 21日上午，“和谐鲸园
大讲坛”活动在实验二小鲸园社
区教育学院礼堂启动，环翠区鲸
园办事处自此开展了党的理论
政策、技能知识培训及回忆红色
经典等大讲坛主题活动。启动仪
式上，抗战老党员江波接过聘
书，成为大讲坛的首位主讲人。

21日上午9点，实验二小鲸
园社区教育学院礼堂内出现了
感人的一幕，89岁的抗战老战士
江波与环翠区人武部政委姜洪
伟同志互敬军礼，洪伟同志向老
党员江波颁发了“和谐鲸园大讲
坛”荣誉讲师聘书。江波于1923
年6月出生于威海市环翠区温泉
镇，1944年参加威海独立营抗击
日寇；1945年8月，江波随部队开
进东北地区，后参加了解放战
争；1948年调入东北军区边防一
团总站；朝鲜战争爆发后，江波
带兵进入朝鲜抗美援朝，保家卫
国。在革命战争中，江波历任战

士、班长、文化教员、团政治部主
任，边防总站站长，战功赫赫。
1966年，江波转业到齐齐哈尔市
交通局，1977年调入冶金部昂昂
溪机电厂，1982年离休(享受厅
局级待遇)。1985年，江波回到老
家威海定居，2008年荣获山东省
健康老人称号，现任威海老干部
休养所党支部宣传委员。在活动
大讲堂的现场，江波向参加启动
仪式的300多名办事处工作人员
及居民代表讲述了那炮火纷飞
的战争年代。

“和谐鲸园大讲坛”活动是
鲸园办事处为向广大党员群众
宣讲党的理论政策、提供技能知
识培训、回忆共叙红色经典及引
导居民投身和谐社区建设的一
主题活动。按组织者设想，在街
道一级设立“和谐鲸园大讲坛”，
依托鲸园社区教育学院等场地
资源，每月集中举办一期，每期
选取一个当前政治及社会热点，
聘请市区领导、专家学者、优秀

基层工作者、老红军、老党员等
人，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宣传党
的理论政策，传授知识及技能。
依托鲸园街道公共服务网，设立

“网络大讲堂”，为社区居民提供
便捷的学习资源。此外，在社区
一级将建立“社区大讲坛”，在楼
宇一级设立“楼宇论坛”，开展摄
影展、歌舞表演、志愿服务等活

动，丰富居民生活。
21日“和谐鲸园大讲坛”活

动启动同时，光明社区居委会同
时举行了“追寻前辈足迹 争当
时代先锋”的红色摄影展，着重
介绍了江波、张振美等24名目前
居住在鲸园办事处的抗战老战
士、老党员的先进事迹，其中有
15人原籍为威海。

一把割炬枪、几条水晶玻璃棒、一把镊子、一副墨镜，这几乎就是
罗守华现场制作动植物肖像的全部“家当”。一根玻璃棒，转眼间就变
成了一朵玫瑰花、一只小兔子。罗守华从40岁开始学习手工艺制作至
今，每件工艺品都凝聚了他的良苦用心，当别人赞赏他手艺高超时，
他总说：“大家喜欢，我的爱好才有价值。”

◎坚持走自己的路，并不断创新

罗守华正在制作工艺品。

每次出摊，总有很多市民围过来欣赏。

很多市民在摊位前挑选
心仪的工艺品。

洪洪伟伟向向江江波波颁颁发发荣荣誉誉讲讲师师聘聘书书。。 记记者者 吕吕修修全全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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