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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社区

八八旬旬老老人人，，从从电电工工改改行行磨磨菜菜刀刀
心疼老手艺面临失传境地，愿意免费传授磨刀技艺

王俭鹏，你的钱包

在爱加倍茶餐厅

本报8月19日讯(见习记者 田甜)
19日，莱山区万象城步行街爱加倍

茶餐厅的工作人员给本报打来电话
称，他们上周五在烟大北门附近捡到
一个黑色钱包，希望本报能帮忙找到
失主。钱包里的一张建行卡背面写着

“王俭鹏”三个字，疑似失主姓名。
烟台爱加倍茶餐厅以“聋人文化

主题餐厅”而出名。19日，记者来到爱
加倍茶餐厅，见到了捡到钱包的餐厅
厨师杨应峰。杨应峰同餐厅的大多数
工作人员一样，不能开口说话，却始
终以微笑示人。

餐厅前台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钱
包是杨应峰上周五下午在烟大北门
散步时捡到的。钱包里现金不多，还
有3张银行卡、2张会员卡和一些票
据。钱包里快餐店的小票是在济南和
潍坊消费的票据，一张餐厅的会员卡
也是济南的会员卡，工作人员猜测可
能是外地的游客来烟台不小心丢失
了钱包。

钱包中没有证明失主身份的证
件，但有一张银行卡背面写着“王俭
鹏”三个字，而钱包中有一张被折得
很小的工资条，工资条上的姓名也是

“王俭鹏”。
失主看到本消息可以拨打本报

电话6610123找回您的钱包。

本报8月19日讯 (记者 孙健
通讯员 许鸿梅 ) 18日下午1点左
右，18路公交车驾驶员傅传高在收拾
车辆卫生时，在车座下捡到了一个男
式手包，里面有名为王存增老人的驾
驶证、老年证、现金若干、药品等物
品。

傅传高怕失主着急，便把手包上
交公司帮助查找失主。因手包中没有
老人的联系方式，至今未寻得失主。
请失主见到报道后，尽快到18路公交
场站(位于宫家岛的公交一公司)认
领，联系电话：2917802。

王存增老人请到

18路场站领手包

荆条连续三年

只长“绣球”

本报8月19日讯 (记者 刘杭慧
通讯员 马德秋 孙政黎) 荆条

能长出“绣球”？15日，在莱州市文峰
路街道碓臼李家村东山上有一棵小
荆条树，连续三年不长叶也不开花，
节节长出毛绒绒的绿色“绣球”！

15日上午，记者在文峰路街道碓
臼李家村村民李广聚的带领下，在村
东一条通往云峰山的小山路上看到
了这棵“绣球树”。树高约一米三，长
着7层互相对应的绿色“绣球”。每一
节的节骨眼处，都长出一朵毛绒绒的
绿球，大的有一个小孩的拳头大，小
的也如乒乓球大。这棵“绣球树”与许
多荆条树长在一起看起来很扎眼，因
为除了它，周围所有的荆条树枝上都
长着翠绿而茂密的叶子。

“已经连续三年了，年年长成这
个样。这些‘绣球’说花不像花，说叶
不像叶，也不知是些什么东西。”碓臼
李家村70岁的护林老人李德仁说，他
管护这片山林好几十年了，这种怪树
还是头一次见到。

难道是荆条变异？记者咨询了莱
州市花卉协会的专家朱志奇。“这是
荆条因受了某种刺激而产生的‘疯
长’现象，如同玉米的粗缩病。”朱志
奇解释。

19日下午，记者来到了磨
刀匠王占世老人的家中。王占
世老人告诉记者，他今年已经
84岁了，年轻时候在黑龙江林
业部门和铁路部门做电工，主
要负责电力设计，已经是八级
电工。

“我之前的工作是电工，
与磨刀差得很远。我的父亲和
叔叔是木匠，而我弟弟则是磨
刀匠，磨了一辈子的刀，耳濡
目染我也就学会了磨刀这门
手艺，磨刀的技艺都是平常练
出来的，第一次磨剪刀时磨了
2个钟头，手都磨出了血。”王
占世老人说道，“因为老家是
胶东半岛这边的，所以在我退
休之后就来到了烟台定居，到
现在有10年了，给邻里街坊磨
刀也有10年的时间了。”

刚开始的时候是免费给

小区的街坊邻居们磨刀，在邻
居们的建议下，王占世老人从
去年开始做起了磨刀的营生，
成了一位走街串巷的磨刀匠。

“因为年纪的原因，我每天工
作的时间也就是6个小时左右
吧，其实我做磨刀匠并不为了
能赚多少钱，只是想老有所
为。”王占世老人说。

10年来，王占世老人的
磨刀工具换了好几茬，他也
在平常的磨刀工作中不断改
进。“磨刀的工具变化很快，
最早是用磨刀石，后来是手
摇砂轮，再后来是变速砂轮，
直到现在的定速砂轮，不过
我还是用磨刀石。使用定速
砂轮需要一定技巧，稍有不
慎，不但刀没磨成，反而会把
刀刃打出一个缺口。”王占世
老人说。

本报记者 王龙

“磨剪子来……戗菜刀……”这熟悉的吆喝声多年没
有听过了，那些身背装满磨刀工具的小木箱和长条凳的
磨刀师傅的背影，已经越来越稀少，但这古老的绝活儿并
没有消失。19日下午，记者在莱山区绿色家园小区，见到
了年过古稀的磨刀老人王占世。老人退休之后闲不住，一
直免费给邻居们磨刀，从去年开始做起了磨刀的买卖。

>> 退休老人给邻居磨起刀

在王占世老人的家中，记
者看到他的磨刀家什很齐全：
一个改装过的行李箱里装着
一个砂轮外加两块磨刀石，还
有一个矿泉水瓶，不同的磨刀
石用于不同的刀具，在一旁的
一个箱子里还摆着不少菜刀。

对于新买的刀具，王占世
老人会用自己特制的工具将
菜刀先包一下，然后再用砂轮
铲削一层。“我这个矿泉水瓶
子作用特别大，一般的磨刀匠
都是一边磨刀一边往磨刀石
上蘸水，我的这个矿泉水瓶在
改装后可以挂到行李箱上，然
后自己往磨刀石上滴水，省下
一道工序。”王占世老人在跟
记者交谈时，将菜刀蘸了点
水，分别用粗砂石和细砂石仔
仔细细反复打磨，一边打磨还
一边用硬木块试验刀剪够不
够锋利。如此这般，一把菜刀
往往要磨上半个小时。

“磨一把刀收5块钱左右，
比较难磨的要价高一点，不过
也不算贵，很多人都会把刀放
到我这里，等一段时间再来
拿，所以我就整理了一个小
本，小本上边记录着我每天在
哪个地方磨刀、磨了几把刀、
这一天赚了多少钱。如今我也
有不少的回头客，有的饭店让
我一个月去给他们磨一次
刀。”王占世老人说道，过去像
他这样走村穿巷的磨刀师傅
有许许多多，现在会磨刀的匠
人却是少得可怜，每天的生意
也不是特别好。

在记者问到对自己磨刀
的数量有没有一个估算的时
候，王占世老人笑着说：“这个
没有办法计算，应该磨了上万
把刀了，一块磨刀石差不多能
用3个多月，我这10年来光磨
刀石就不知道废了多少块
了。”

>> 磨把菜刀得半小时

“十几年前的时候，不管是
村里还是城里，走街串巷的磨
刀匠人到处都是，可能是因为
磨一把刀赚不了多少钱，年轻
人都不愿意学，不愿意做。现在
小区里很难听到那种吆喝的声
音，如今很多人都是菜刀用钝
了就去超市换一把新的，就是
想磨刀也找不到磨刀匠。”在谈
到磨刀手艺的未来，王占世老
人满脸愁容，“现在会磨刀这门
手艺的人也不多了，四五十岁
的中年人都不会，就更别提你
们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再这样
下去，这门手艺很有可能彻底

消失。”
“因为已经磨了10年刀，对

磨菜刀有了难以割舍的感情，
现在也放不下，一闲下来就难
受，总是想着磨菜刀的事，我想
着只要还能走得动，就继续干
下去。”王占世老人告诉记者。

为了能保住这门老手艺，
王占世老人还专门找过残联，
希望免费教残疾人磨刀技术，
但是最后无果而终。“如今我的
岁数也大了，想天天走街串巷
磨刀也没有那么多精力，我倒
是希望能收两三个徒弟，教授
他们这门老手艺。”

>> 心疼老手艺 愿意免费传授

无论菜刀、剪刀，均属耐
用消费品，不可能卷刃或生锈
便一扔了事。

如今，尽管商店里各种钢

质菜刀、剪刀应有尽有，但存
在使用年限，有的是两年，有
的是四五年，到时必须重新打
磨。

王占世老人告诉记者，菜
刀重磨并不是质量问题，宽厚
的刀面，本身就留出了重复磨
用的空间。

暑暑期期数数码码特特惠惠季季 优优惠惠礼礼包包送送不不停停
本报8月19日讯(记者 李

相澎 ) 振华精品商厦六楼家
电卖场推出了暑期数码产品特
惠活动，学子9月1日前持高校
录取通知书，到店即可享受优
惠。

据悉，位于振华精品商厦六
楼的振华电器在暑假期间推出
了手机“全场直降+送礼”的优惠
活动，为莘莘学子的新学期生活

添彩。9月1日前持高校录取通知
书的学子，到店消费享双重优
惠。三星手机直降100元到300元
不等，联想手机直降300元，凡是
购买OPPO、步步高就送移动电
源和蓝牙耳机。

为了抵御8月高温，振华电
器还有“战高温”活动。8月底前
购买任一款手机，享受一切优
惠后，还加送价值68元的清凉

随身杯一个。
电脑方面：联想品牌，购买

双卡3G带通话功能的平板电
脑，可享受1599元的优惠价格，
还将赠送联想价值888元平板
礼包；苹果产品，购机专享免费
贴膜；三星平板电脑NOTE8特
价3488元，还赠送皮套；10寸4

核带电话功能的最强平板电脑
N8000推出特价只需3599元。学

生凭录取通知书即可享受100-
1 0 0 0元专享优惠，更有最大
3000元直降特价产品。

单反相机最高直降1000

元，学生凭录取通知书再优惠
50-300元不等，并有好礼赠送。

活动期间，如此高额的让
利和巨大的优惠，广大学子定
要抓住时机，打好新学期的电
子装备准备战。

好刀也需
重新磨

小知识

失物招领

在王占世老人看来，这是门需要珍惜和传承的老手艺。
本报记者 王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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