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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社区达人秀”栏
目为广大社区群众提供了
一个展现自己的平台，无论
您是身怀绝技的绝活达人，
还是品味独特的时尚达人，
只要您有自己的特色和与
众不同之处，就可以参与我
们的栏目。

如果您或者身边有这
样的达人，欢迎拨打本报热
线967066，也可通过新浪微
博直接@今日烟台来推荐
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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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鞠平 田连锋 报道
qlwbjp@vip. 163 .com

本报12月17日讯 17日，家住
南山公园附近的鞠国强大叔带着
几个长相奇怪的地瓜来到本报，说
是给记者看个稀罕，让大家看个
乐。今年2月份，鞠大叔所种的地瓜
中长出了一只“天鹅”。这次他都带
来了些什么呢？

鞠大叔说，他每年都种点地
瓜，发现“天鹅”后，他对地瓜的外
形格外关注，没想到今年收获的地
瓜中竟有不少外形很特殊。富有想
象力的他用这些“奇怪”的地瓜摆
出了一个鸭群，越看越乐，忍不住
想跟大家一起分享。

除了地瓜“天鹅”和地瓜“鸭
群”，鞠大叔说，他家还有好玩的，
平常日子他都会把好玩的东西拍
下来。在大叔的相机里，记者看到
了长着两个果子的水灵灵的大青
椒，还有一条带着三个孩子的鳐
鱼。鞠大叔说，这些都是他在市场
上偶然买到的。

“当时买那条鳐鱼时看到它尾
巴处有条小尾巴，我一拽就拽出了
条小的，拽完了发现又有一条尾
巴，又拽出了一条小的。第三条我
就没有全拽出来，赶快拍了这张照
片。据说鳐鱼是胎生的，这张照片
也算个证明吧！”鞠大叔笑道。

鞠大叔种地瓜种出一群“鸭”
他家的稀罕物还有不少呢，有“两个头”的青椒，还有带着三个娃的鳐鱼

□记者 李相澎 报道

本报12月17日讯 歌声飞扬，
成就梦想。16日上午，烟台好声音·

“喜旺杯”烟台市首届网络歌手大
赛暨山东省第二届网络歌手大赛
烟台赛区首场海选，在烟台世茂
广场激情唱响。当天共有38人从
100余位参赛选手中成功晋级。

本次大赛由烟台市网络文化
办公室、烟台市音乐家协会指导，
大众网烟台站(烟台大众网)主办，
烟台世茂广场、烟台大学、鲁东大
学、山东工商学院、滨州医学院、
烟台职业学院、中国农业大学烟
台研究院、星光大道KTV、国际标
榜美容美发学校、烟台天马栈桥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上谷郡等单
位协办。

16日上午9点30分，启动仪式
开始。烟台市网络文化办公室副
主任程显福、烟台市音乐家协会
副主席刘鲁民、喜旺集团副总经
理侯世松、烟台世茂百货总经理
杨保生、大众网烟台站站长吴磊、
烟台天马栈桥文化发展公司副总
经理孟凡军等有关嘉宾参加了启
动仪式。

本次网络歌手大赛自11月26

日活动正式报名以来，已有300余
名“歌唱达人”报名参赛，不少选
手实力非凡，有着丰富的参赛经
历。在当天的第一场海选中，共有
100余名选手参加，选手获得五位
评委中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对号即
可晋级，反之即被淘汰。

烟台首届网络歌手大赛启幕

比赛首日38人晋级

本报12月17日讯 随着新教
学楼的逐步建成完善，宁海中心
小学近期进行了一系列的校园文
化建设。凝聚各位老师心血的文
化墙首先亮相，引来许多学生的
驻足欣赏。

据介绍，这些刊板采用先进
的玻璃喷绘技术，涵盖“惜时篇”

“名言篇”“激励篇”“名人篇”“成
语故事篇”等丰富的内容，向孩子
们展现了一个个鲜活生动的画
面。

这些异彩纷呈的刊板，充分
展现了宁小勤奋、守纪、求实、创
新的校园风貌，营造了温馨文明
校园，构建和谐教育，把学校深厚
的文化底蕴和教师的创新艺术构
想相结合，培养学生高尚道德情
操以及儒雅的礼仪素养，把教育
的触角延伸到课外。

通讯员 杨兰芳 王保华

宁海中心小学

多彩文化墙推进

校园文化建设

□记者 苑菲菲 报道
qlwbyff@vip. 163 .com

本报12月17日讯 从小喜
欢画画却没能如愿，只能拿根树
枝在地上临摹，到50多岁时才终
于通过老年大学，开始系统学习
画工笔画。如今，老人不仅成了
老年书画研究会的会员，被亲朋
好友争相约画，还被评上了老年
画家。她，就是海港社区现年78

岁的赵淑珍老人。
走进赵淑珍老人的家里，一

眼就能看到客厅的墙上挂着一
幅大大的工笔画《牡丹图》。《牡
丹图》下是老人画画的书桌，一
边摆着宣纸和报纸，另一边放着
十几只毛笔和各色的颜料。桌子
上，还有一幅未完成的《双兔
图》。老人笑着说，这图是为朋友
家属兔的孩子画的，这只是预约
中的一张，还有好几个属兔的朋
友也来让老人给他们画兔子。不
论是牡丹还是兔子，都惟妙惟
肖。

“小时候就喜欢画画，那时
候没有学画的意识，都是用跟树

枝在地上画图。”老人笑着告诉
记者，那时候家里人的观念就是
好好读书，画画啊唱歌啊什么的
都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好孩子
是不能碰的。

后来工作了，画画的事就被
放在了一边。直到退休后，赵淑珍
老人才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当
时，老人跟在广场上一块儿跳舞
的朋友去老年大学，她打算报名
学跳迪斯科的。碰巧那天学校工
笔画班正在举办画展，“我看到那
些画就觉得画得真好，太好了！朋
友说这个也是有老师教的，我就
说‘我不学跳舞了，我要学画
画’。”那一年，赵淑珍老人56岁。

工笔画班每天都有作业，可
是老人除了上学还有很多家务
事要做，每天忙完了都到晚上八
九点了。赵淑珍老人为了做好作
业，每天都画到深夜一两点，家
里人和周围邻居们都休息了，她
还在灯下画画。

“哪笔画错了我就重新画，
要强啊，就为了第二天交作业的
时候，老师能在上面批语：这是
一幅好作品。”回忆当初学画那

会的情景，老人忍不住笑了起
来。

在老人的阳台上，种了几十
盆的盆栽，这些都是老人写生时
的道具。而在老人的橱子里放满
了这种各样的工笔画，有数千张
之多。

去年，省里面评老年画家。
老人凭借着一幅《松鼠图》，成功
获得了这个称号。不过画家不画
家的，老人不在乎，她只知道，自
己的画又被人喜欢了，就很开
心。

在记者采访的时候，老人总
是会问，“你喜欢画吧？你知道工
笔画吧？”听到记者的肯定回答，
老人才松了一口气，“不喜欢的
都看不进去，喜欢了才能真正看
进去。”

如今，老人的眼睛大不如前
了，画画时手也经常抖，可她还
是每天都会拿起笔画上一会儿，
老人的几个孩子手中都留有老
人的画。老人说，画能保存很久，
等她没了，这些画都是留给孩子
们的念想，也是她曾经存在过、
努力过的见证。

小时候的学画梦56岁圆了
海港社区78岁的赵淑珍去年还被评为山东省老年画家

▲老人一脸专注地为
孩子画双兔图。 记者 苑
菲菲 摄

鞠大叔买回的鳐鱼带着三个娃。 这青椒有俩“头”，没见过吧。

“鸭子”妈妈带着它的小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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