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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C07
城事

民政局长表示同情并感愧疚
呼吁爱心企业仍需加油

本报8月6日讯(记者
李小凯)在本报与众多网友
以及爱心市民关注白血病
女孩李海迪的过程中，潍
坊市民政局以及潍坊市慈
善总会也开始对李海迪展
开救助，但最终官方号召
爱心企业募捐的预期效果
并不太理想，日前潍坊市
民政局局长吴海源在接受
采访时表示：潍坊爱心企
业仍需加油。

8月5日，白血病女孩
李海迪在微博上公布了最
新的善款总额：268111 . 41

元，距离骨髓移植手术所
需费用仍差30余万元。自7

月23日，本报与广大关注
李海迪的爱心人士和媒体
开始号召为其募捐，8月1

日又为李海迪举办了首场
慈善募捐义演，但筹集善

款 的 进 度 愈 显 缓 慢 。 6

日，潍坊市民政局局长吴
海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面对李海迪目前的处
境，他倍感同情之外更是
深感愧疚，虽然民政局与
慈善总会已经向潍坊的爱
心企业发出号召，但目前
仅 仅 收 到 7 万 余 元 的 善
款，这距离李海迪的手术
费用仍相差甚远。同时，
吴海源局长还指出，潍坊
的爱心企业仍须加油。

针对为李海迪筹集60

万医疗费用的情况，潍坊
市慈善总会会长马全海也
接受了本报的采访。面对
此前曾向潍坊爱心企业发
出为白血病李海迪募捐的
号召，马全海坦言面对不
少网友以及爱心市民的质
问，他们压力很大。他

说，最开始没有想到募捐
会这么不顺利，但事已至
此只能更加努力，虽然近
几年，潍坊市民、企业的
慈善之心都表现比较积
极，但慈善环境还远没有
达到大众预期的水平。

由于潍坊的医院达不
到为李海迪进行骨髓移植
手术的技术条件，在协调
就诊医院方面也面临着不
小的困难，马全海建议除
了慈善募捐外更要寻找多
渠道解决李海迪的医疗费
用，目前新农合医疗保险
的新形势下，李海迪应该
可以享有最高额度30万的
医疗保险，但按规定必须
要求本人垫付之后再行报
销，希望能够协调潍坊相
关部门为李海迪先行垫付
30万的医疗费用，让她能
尽快进京做手术。而且马
全海更是坦言慈善总会面
临着不小的尴尬，“不能一
个人占用大部分的善款，
希望寻找多渠道解决”。

本报讯 近日，潍坊银行在
“包村联户”活动中包扶的峡山
区董家套村村民遇到了蛋鸭限时
销售难题。潍坊银行多方联系，
仅用两天时间就让鸭农完成了从
销售到收款的全过程，受到村民
一致好评。

潍坊银行包扶的峡山区董家
套村紧邻仙霞湖，水资源丰富，
村民们借助这一有利条件饲养蛋
鸭、腌制咸鸭蛋。2012年6月中
旬，因当地产业政策调整，村民
急需将这些蛋鸭销售出去，却为
找不到买主发起了愁，纷纷找村
干部反映：快想想办法吧！

潍坊银行领导得知这一情况
后，要求办理人员利用潍坊银行
的资源优势，向有业务联系的相
关单位广泛发布信息，寻求蛋鸭
销路。潍坊银行迅速动员，联系
了多家与之有业务关系的单位，
一天之内便找到了接收这些蛋鸭
的企业，几百只鸭子在村民反应
问题的当天被全部拉走。

第二天，董家套村的村民全
额拿到了卖鸭款。村民们非常感
动，一位养鸭户激动地说：“真
是多亏了潍坊银行啊！”

昌乐县房管办举行了“强责
任、转作风、提效能”的学习教
育活动。通过开展活动把职工的
积极性调动起来，思想行动统一
起来，以教育活动的开展推动各
项工作的进行。

田璐

随着房地产业的发展，房地产与业
主间的纠纷越来越多，而纠纷多数与房
屋质量有关。因开发商履行保修责任不
到位，无法解决保修问题。昌乐县房管办
实行物业质量保修金制度，确保了开发
商履行保修责任，切实保障了业主权益。

田璐

潍坊银行帮助

包扶村销售蛋鸭

潍坊男科论坛

举办成功

物业质量保修金举办转作风活动

县域快报

本报讯 3日，“2012中国·潍
坊男科高新技术论坛活动”在潍
坊仁和医院圆满成功，此次论坛
会的召开将在潍坊掀起治疗男科
疾病一个新的高度，会议产生的
深远意义也将辐射整个潍坊泌尿
外科领域。

此次会议仁和医院特邀北京
协和医院泌尿外科中心宋宗禄教
授，北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官景印教授，北京大学吴阶平泌
尿外科医学中心张志宏教授、潘
晨钟教授出席。

活动现场特邀专家针对潍坊
男性健康状况及仁和医院情况进
行专题讲话，并对潍坊生殖泌尿
研究所及男科高新技术进行了揭
牌仪式，仁和医院被授予北京协
和医院泌尿外科中心(临床协作
单位)、北京大学吴阶平泌尿外
科医学中心(技术合作单位)、中
国医师联合会诊单位等，并由院
领导为特邀教授颁发了长期合作
聘书，这也标志着仁和医院一个
新的开始，现场赢得与会人员一
致喝彩。

本报8月6日讯 (记者 丛书莹 见
习记者 王述)6日，记者从慈善总会了
解到，“2012年幸福潍坊·爱心救助贫
困大学生”慈善捐助活动已全面启动。
山东恒易投资集团首出资50万元，计划
救助150名贫困大学生，帮助他们解决
上学难问题。

自2012年7月27日至9月10日期间，经
山东省高等学校招生办正式录取的2012

年潍坊籍高中应届毕业，因家庭困难无
力支付学费的(特别是孤儿考生)，都可
以申请一次性慈善资助。考取师范类大
学、军校的学生不享受此项资助。每名
学生视贫困情况资助3000-5000元。

凡申请救助的特困大学新生，需由个
人提交书面申请，出具村(居)、镇(街
道)的贫困证明，到当地慈善总会办公
室领取、填写《2012年贫困大学生救助
申请表》(一式两份)，并附身份证、大
学录取通知书 (或网上录取信息 )复印
件，交各县市区慈善总会办公室审核
后，报市民政局慈善总会办公室。名单
确定后，在潍坊市慈善总会网站公布。

50万救助150位贫困大学生

高密扑灰年画
发展空间很大
在在商商标标注注册册、、产产权权保保护护方方面面有有所所欠欠缺缺

本报8月6日讯 (记者 韩杰杰)6日，
记者采访获悉，苏州大学三名大学生近
日利用暑期实地走访调研高密扑灰年
画，探索其在市场化道路下的发展模
式，或能为其他困境中的民艺发展提供
参考。

7月30日晚，苏州大学大一学生王楚
澄、朱静波、朱一帆从学校出发，乘坐14

个多小时的火车来到高密。此次前来，他
们将进行为期四天的实地走访，探究扑灰
年画在市场化道路下的发展现状和前景。
四天时间，他们走访了扑灰年画聚集的姜
庄镇，采访了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吕蓁立、
民间艺人王俊波，高密文化馆馆长牧文，
不仅对扑灰年画有了较深刻的理解，还参
与了扑灰年画的制作。

“来这一趟，太值了。”朱静波
说，以前只听过潍坊的风筝，对扑灰年
画并不了解，来之前在网上查阅了很多
资料，但实地走访中，却发现事实与网
络的东西出入不小。可见只有实地走
访，才能获得第一手真实的资料。走访
中，他们了解到，随着扑灰年画知名度
的提高及各级部门的重视和挖掘，发展
势头挺好，有名气的艺人肯本不愁销
路，干得好的一年收入能达10多万。现
在有的艺人正致力于扑灰年画的分档，
高档的、中、低档的渐渐有了分层，产
品畅销各地。

据他们分析，像衡水内画，当地有
专门的学校开设内画班进行教授和传
承，还有专门的公司进行市场化运作，
产业化程度较高。东阳木雕，已经成为
东阳市的支柱产业之一，品牌的影响力
也越来越大。相比较而言，高密扑灰年
画在产业化发展上空间还很大，此外在
商标注册、产权保护方面也有所欠缺。

吕吕蓁蓁立立老老师师向向学学生生们们介介绍绍百百年年前前扑扑灰灰年年画画的的特特点点。。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韩韩杰杰杰杰 摄摄

吕蓁立

吕蓁立谈扑灰年画：

“钱对我来说并不重要，
就想创作几个好作品”
8月2日，记者跟随苏

州大学三名学生来到国家
级非遗传承人吕蓁立家中
进行采访。谈到扑灰年画
传承和保护时，59岁的吕
蓁立提出，发展是对其最
好的保护。

吕蓁立说，高密扑灰
年画是世界上独特的画
种，是高密三绝之一。在他
看来，年画要发展，就要在

原有民间艺术的基础上进
行再创造，传统的工艺流程
不能丢。“现在孩子都成人
了，钱对我来说并不重要，
就想创作几个好作品。”吕
蓁立笑着说，他如今就是耐
下性子创作画稿，往往一幅
作品就得花费三四个月的
时间，不像批量生产的，一
天能做十多幅。“市场不缺
扑灰年画，缺的是好作品、

精作品。”
“一个作品上了网，谁

都能看见，谁也可以模
仿。”他并不反对模仿，反
倒认为借鉴是正常的。当
然，也不能无秩序复制，要
有规范，若大家为了利润，
都粗制滥造做年画，或是
无序的低价竞争，对行业
发展很不利。

本报记者 韩杰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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