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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C05

本报11月28日讯(记者 韩杰杰)寒
亭区65岁的村民杨学永熟记村内数百部
电话号码，比查电话薄更快，被村民称为

“活电脑”。而为方便村民联络，他还自费
出了村内联络簿，上面含有700多个电话
号码。

28日，在寒亭区西杨家埠村委，记者
见到了被村民称为“114”“活电脑”的杨
学永。65岁的杨学永是村内的出纳，他有
个特长就是善记电话号码，村内700多部
电话他几乎熟记于心。因为这项特长，他
成了村里的“超级联络员”。每逢村民家
有喜事，他都被请去帮忙联络。

“我儿子明天结婚，请他来帮着写村
民的电话号码呢。”村民杨成东说，杨学
永记性好，是村里的“活电脑”。以前结婚
都是上门通知，如今有了电话，就成了电
话通知，但一个人一个人按电话簿簿找电
话，既麻烦工作量又大，而让杨学永帮
忙，他对村里的电话都熟，一看名字就能
马上写好电话，比查电话簿簿快多了。

82岁的谭家正跟杨学永在一个大院
办公。“每次问他电话，他都是张口即来，
还报不错。”谭家正说，村里要开会，也愿
意让杨学永下通知，因为他对电话熟悉
啊。别人通知还得按照电话簿簿一点点地
找，他一拨就行了。村里年轻人换电话，
也会去他那里报备一声，因为知道只要
杨学永知道了，村里人就都知道了。

为了考察一下他的记忆力，记者随
机从含有700多个电话号码的西杨家埠
村电话簿簿中挑选了40多个人名。记者一
提人名，他几乎是毫不犹豫地就答出了
电话号码，而且全部正确。连记者的电
话，他看了一遍后，也分析出了其中规
律，立马背了起来。

他说，电话簿簿中的700多个电话，他
不敢说都能正确背出来，但是一半没有
问题。他说，他背电话，也没有很刻意。
1976年起他出任村内会计，后任出纳至
今。因为工作，他平时联系人多，面也广，
收集的电话也就多。很多常用的电话，自
然而然就背过了。而且电话中也有很多
规律，一个手机号，分成三个部分记忆，
就比较好记。

为了方便村民联络，乐于助人的杨
学永还整理了村委、村民的电话700多
部，自费1000多元印制了电话表、电话簿簿
570份(本)，后来又手写了数十本送给村
民。“自己有个特长能帮帮别人，也感到
挺高兴的。”他说。

本报11月28日讯(记者 韩杰杰)

“你对民谣的传承方式有何见解？”“若
被评为传承人，你将如何传承这项技
艺？”28日，来自各县市区的66位非遗
传承候选人齐聚市艺术馆参加面试。
据悉，这是潍坊首次在市级非遗传承
人评审中设置面试环节。

28日，在面试现场，市级非遗传承
候选人依次进入面试室，接受三位考
官的提问。记者注意到，提问最多的几
个问题是技艺特点、目前发展现状、传
承人的责任与义务、如何传承技艺等。

候选人李永先从事草碾子草编制
作已有28年，他说，现在草碾子草编不
再是拿不上台面的手艺了，已经走出
了国门，创造了效益，他希望能通过多
收徒弟来传承这项手艺。仉松三先生
从事龙灯制作已32年，谈到龙灯的发

展现状，他说现在主要还是自扎自用。
目前他已有四个徒弟跟着学习这门手
艺。谈到民谣的传承，候选人郭云善
说，现在民谣唱的少，要抓紧进行搜集
和整理，同时要加大培训力度，走进校
园，让孩子们接受这门传统文学形式，
他还提出，政府部门也要加大扶持力
度，毕竟搞文学投入很大。

记者了解到，潍坊市第三批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申报工
作于今年初启动，经过资料收集、专家
评审等环节，于11月12日结束公示。此
次共有66名传承候选人，其从艺年限
从6年到60年不等，其中超过30年的有
26人。按类别来说，涉及民间文学、传
统医药、传统技艺、传统美术、曲艺、传
统体育游艺与竞技、民俗、传统舞蹈。
其中民间文学有10人，涉及杞国的故

事、庄农日用杂字、丁耀亢的传说、嫦
娥奔月传说等，传统医药有10人，涉及
华疃正骨、通经引药法等。

与前两届评选不同，此次市级非
遗传承人评审中首设了面试环节，及
签订保护和传承非遗项目承诺书。市
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工作人员介绍，
增加面试环节是为了了解传承候选人
身体状况，更直观地了解艺人们对技
艺的感悟，并对其进行一次有关传承
责任和义务的教育。承诺书则就传承
人的责任和义务、传承工作、培养后备
人才等方面进行了书面性的规定。

据悉，目前潍坊有国家级非遗传
承人5名，省级非遗传承人27名，市级
非遗传承人91名，在推动潍坊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方面起到了积极作
用。

六旬老人

数百电话张口即来

被村民称为“114”“活电脑”

按平米计算

这个小鸟笼比房价贵好几倍
在面试环节，来自寿光的王洪吉

为了更好地讲解制作工艺，特地带了
一个鸟笼来展示。让评委吃惊的是，
这个直径26厘米的小小鸟笼，售价竟
然过万元。若按平米计算，比现在的
潍坊房价贵好几倍。

53岁王洪吉是寿光市上口镇西方
吕村人，是方吕鸟笼第四代传人。在
回答面试官关于“鸟笼制作技艺”问
题时，他借着鸟笼介绍起来。他说，方
吕鸟笼的一大特色就是纯手工雕刻，

鸟笼部分在选材上用的是五年以上
的老竹子，而且是上等的一节竹，鸟
镫子则由黄杨和柳木组成。

鸟笼价格贵，主要是贵在精细
上。记者看到，四个笼角，所雕刻的内
容都不一样，分别表现了“耕”
“读”“渔”“樵”四个内容，其
中都有人有景，小到一个树叶，非
常精细。而在鸟镫子上，还附有两
只蝉，其翅膀上的纹路也雕刻得清
晰可见。

他介绍，因为是纯手工，从选材、
钻孔到一刀一刀的雕刻，每一个步骤
都得缓慢进行，就他展示的鸟笼，制
作工期就有2个月，售价11000元。因为
供不应求，他也曾考虑用电脑制作鸟
笼，但鸟笼雕件上深浅不一的精密纹
理，电脑刻不出来，只好作罢。

“我儿子也会这项手艺，但因为
鸟笼制作麻烦，我俩一年也做不了10

个鸟笼子。”他说。
本报记者 韩杰杰

格现场花絮

非非遗遗项项目目
文文学学和和传传说说不不少少
潍潍坊坊第第三三批批非非遗遗传传承承人人评评审审首首设设面面试试环环节节

王王洪洪吉吉借借实实物物讲讲解解方方吕吕
鸟鸟笼笼的的制制作作工工艺艺。。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韩韩杰杰杰杰 摄摄

号号码码簿簿上上的的电电话话，，杨杨学学永永张张口口即即来来。。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韩韩杰杰杰杰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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