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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费力收入微薄，师兄弟们大多转行

面塑手艺，他坚守了36年
文/片 见习记者 陈玮

面塑费时又费力

做个面人最长要4个小时

一把刻刀、两块彩色面泥、几根
牙签，在刘刚手里十分钟的时间，一
个“喜羊羊”就基本成形了，刘刚又换
了一把小一点的刻刀，在“羊毛”上轻
轻地一刀一刀刻出些纹理，“羊毛”立
刻显得蓬松起来。

“做面塑是个费时又费力的活
儿。”刘刚说，制作原材料面泥就需要
很长时间，要先把面揉好，加入防虫
剂、防腐剂、防裂剂，然后再给面上
色，醒上一晚，第二天才能用。“卡通
人物的制作是最简单的，要是戏曲人
物就很麻烦了。”

刘刚从自己的收藏柜里拿出一
个“穆桂英挂帅”的京剧面人，这个

“穆桂英”英气十足，身穿红色戏服，
上面还有龙和鱼的图案，背后插着四
面背旗，镂空的发饰和戏服的褶皱透
着精致。刘刚说，制作这个人物用了
四个多小时。

收入仅够维持生计

还兼职当过维修工

“靠面塑手艺赚钱，也就勉强维
持生计吧。”刘刚叹了一口气。经朋友
介绍，刘刚现在在济南一所小学教面
塑课，一个月下来有1000多元的收
入，有时候碰上学校不开课，一个月
就“颗粒无收。”到了节假日，刘刚还
要去景区或者街头摆摊，给家里赚点
钱。

刘刚说，他从10岁开始跟着父亲
摆摊到现在，36年的时间里没有存下
任何积蓄。上个世纪90年代，听朋友
说做活动赚钱，刘刚全省各地跑，哪
里有活动，就去哪里的涉外宾馆摆
摊，虽然卖得不错，但是由于摊位费
高，再加上各种成本，基本没赚到
钱。”后来刘刚便在幼儿园和学校门
口摆摊，周末就去泉城路附近搭个摊
子卖，经常遇到城管队员的驱赶，刘
刚就边躲边卖。由于一段时间实在没
有生意做，家里又需要钱，他还去物

业公司做过一个月的维修工。
刘刚说，当时跟师傅一起学习的

兄弟们基本都转行了，有做面点的，
有做保安的，但是自己还在坚持。“这
个手艺我守了36年，不管用什么方
式，以后我还要继续守下去。”

想开一家“面吧”

让面塑手艺传承下去

由于目前在学校开面塑课，刘刚
走在校园里，就有很多学生主动上前
打招呼，让他觉得很亲切、很温暖。刘
刚说，看着学生们做出来自己喜欢的
卡通人物时高兴的样子，觉得面塑艺
术被大家喜欢，自己也发自内心地高
兴。

因为开面塑课的学校比较少，很
多孩子接触不到面泥制作，刘刚萌生
了开一家“面吧”的想法，让更多孩子
能了解面塑、喜欢面塑。“但是没有资
金，现在只是一个梦想而已。”刘刚
说，他相信梦想会变成现实，让面塑
艺术能够传承下去。

10岁就随着父亲在街头卖面人，到如今进入课堂教面人

制作，由于所得仅仅能维持生计，当初一起学艺的兄弟们都

另谋他职，但46岁的刘刚仍然选择继续坚持自己喜欢的事

业。他说，尽管生活窘迫，还是希望能够开一家“面吧”，让喜

欢面塑的孩子都来制作，让面塑艺术能够传承下去。
本报12月3日讯 (记者

穆静 ) 近日，市民李先
生向本报反映，济齐路上几
家电动自行车和自行车专
卖店为招揽生意，将电动车
和自行车摆在人行道上，占
了大半个人行道。

28日，记者来到2路公
交车交校路站，看到路西侧
有几家经营电动车和自行
车的专卖店，门口摆放着待
售的电动车、自行车。在一
家自行车专卖店，门口约5

米宽的区域摆放了不少待
售的新自行车。除了店门
口，靠近马路牙子的位置也
摆放着一排旧自行车。店主
告诉记者，旧自行车是二手
自行车，对外出售。

记者看到，此处原本约
10米宽的道路，仅剩约两米
左右的空间，其余则被电动
车或自行车占据。由于此处
靠近公交站牌，来往的行人
不少，不少行人被挤到马路
牙子下面的车行道上。

记者发现，不少经营电
动车、自行车的专卖店均将
电动车、自行车摆在了店门
口，有的甚至将整个人行道
占满。在解放路上一家自行
车专卖店，记者看到，门口
约5米宽的道路摆满了自行
车，并占据了盲道。而在洪
家楼西路北段一家自行车
专卖店，门口的人行道则被
待售自行车和来买自行车
的顾客占据，行人无法从人
行道通过，只得从车行道上
经过。

天桥区城管局工作人
员表示，专卖店将电动车、
自行车等摆在店外销售属
于占道经营。工作人员会到
现场了解情况，并依照现场
情况进行清理或劝说经营
者处理。对于洪家楼西路北
段的占道经营，历城区城管
局工作人员表示，他们会派
相关工作人员到现场查看
并劝说经营者不要占据人
行道。

本报 12月 3日讯 (见习
记者 蒋龙龙) 12月 3日
是国际残疾人日，当天上
午10点至12点半，“徐罗锅
煎包”义合街总店举行“关爱
我的兄弟姐妹”活动，向天桥
东办事处辖区内持有残疾证
的市民每人提供10元的煎包
和200斤的唐王白菜。

当天上午9点多，周围
的残疾人就在这里排队，
准备领取煎包和唐王白
菜。家住义合街附近的岳
先生腿脚不大好，听说徐
罗锅店免费送残疾人10元
钱的煎包，就特地赶了过
来。他向记者表示，“原先
没吃过，每次想买的时候
都排很长的队。”

当天，“徐罗锅煎包”
义合街总店共准备了3000多
个煎包和20000多斤白菜。

据了解，“徐罗锅”的
创始人为原国棉四厂的工
人徐波，曾因抢救单位物
资在水中浸泡时间过长而
患上强直性脊柱炎。2008年

国棉四厂倒闭，徐波和27名
国棉四厂下岗同事一起，
在义和街开了第一家煎包
店。因为患有强直性脊柱
炎导致罗锅，徐波将店名
取名“徐罗锅煎包”。如今，

“徐罗锅煎包”在全国已有
400家分店，仅在济南就有
38家分店。

从2009年8月起，“徐罗
锅煎包”店将每月的20日定
为“感恩日”，这天购买煎
包可享受买十赠二的优
惠；玉树地震发生后，“徐
罗锅煎包”店将2010年4月
27日所有店铺的全天收入
捐给了玉树灾区。2010年国
际残疾人日，“徐罗锅煎
包”店开始举行“关爱我的
兄弟姐妹”活动，向持有残
疾证的市民奉献爱心。原
来只送煎包，今年还特地
每人送200斤的白菜。“一方
面可解决残疾人的生活困
难，现在白菜不好卖，送白
菜也可替卖不掉白菜的农
民兄弟解忧。”徐波说。

一些自行车专卖店

蚕食大半个人行道

徐罗锅煎包总店

给残疾人送煎包

刘刚正在整理收藏柜里自己的面塑作品。 见习记者 陈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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