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冬病病夏夏治治，，来来壹壹家家免免费费贴贴三三伏伏贴贴
15日、16日走进大众嘉园和顺河西街小区，还能免费测血压血糖

本报7月7日讯（记者
孙业文） 三伏天贴“三伏
贴”，是治疗、调整肺脏疾患
的最佳时机。壹家联合宏济
堂名医馆将于15日、16日走
进大众嘉园小区与顺河西街
小区，为广大读者免费贴三
伏贴，活动中还为读者免费
测血压和血糖。

“三伏贴活动对老年人
真是太好了，许多老毛病
都可以通过贴敷缓解和治
疗，社区内的老人很欢迎
这样的活动。”拄着拐杖来
参加活动的张大爷说，他
今年90岁，家住伟东新区，
活动还给社区居民普及了

在三伏天里预防多种疾病
的知识。

据悉，本次活动为“冬病
夏治·免费三伏贴”活动的第
三站，前两站分别走进了伟
东新都与名士豪庭等社区，
活动得到了社区居民的热烈
欢迎与积极参与，不少家长
还携孩子积极参与，可谓场
场爆满，活动深得社区居民
的喜爱。

宏济堂名医馆80多岁的
专家位龙祥，拥有几十年的
诊治经验，用一上午时间诊
治70多人，连水都来不及喝。

“来到社区就是为社区居民
诊疗治病的，要尽可能多地

为前来问诊的居民诊治。”位
龙祥说，“三伏贴”是以中医

“冬病夏治”与“春夏养阳”等
理论为依据，借助药物对穴
位的刺激，使局部皮肤发红
充血，甚至起泡，以激发经
络、调整气血而防治疾病的
一种方法。

三伏贴进社区活动第三
站：15日上午9:00-11：30，大众
嘉园店（环山路3号壹家社
区服务中心店），联系电话：李
18663791660；16日上午9:00-
11:30，顺河西街壹家店（天桥
区顺河西街363号），联系电
话：尹15966311085；名额有
限，需预约报名。

本报7月7日讯（本报记
者 孙业文） 家长们如何
给孩子过一个健康、有意义
的暑假？即日起，壹家在济南
市区范围内公开招募暑期小
报童，并于7月下旬举行暑期
卖报纸活动，让孩子在淘到
人生第一桶金的同时，锻炼
交流沟通能力，收获珍贵的
友谊。

小报童暑期卖报纸活动
壹家已连续举办多届，活动

受到了老师、家长和孩子的
一致好评。应广大家长朋友
要求，壹家今年将继续组织
小报童暑期卖报活动，为中
小学生提供一个展现自我，
增长见识，锻炼胆量的平台，
让孩子们在暑假中收获不一
样的社会体验。在实践活动
正式启动前，我们将请专业
人士对小报童进行培训，同
时为参与活动的每一名小报
童免费提供T恤衫、太阳帽等

物品。
活动结束后，每一名坚

持完成卖报任务的小报童都
可以获得荣誉证书，壹家将
根据售报的数量和小报童的
表现，对表现优异者给予丰
厚的奖品。小报童也可把自
己的卖报感想写出来，我们
将择优在报纸刊登。活动咨
询报名电话：15588816097，
15610157028；QQ咨询群：
162072246。

本报记者 于悦

笙这种民族乐器在流行
乐充斥的当下已不被人熟悉，但
在济南却有这样一户制笙人家世
代传承下来，并成为非遗受到保
护。代表性传承人王俊卿已年过
七旬，仍每天守在案前耕耘这一
份事业，为各大剧团和民间爱
好者制作高质量的笙，让“笙
王”的美誉源远流长。

笙的形制犹如凤凰展翅

鞭指巷45号的老院子里，
传来一阵清脆嘹亮的吹奏声，
这是72岁的王俊卿在试吹他刚
做好的一把笙。桌案上摆着一
支打好孔的笙斗，旁边依次排
列着21支笙角，每支笙角上都
被王俊卿仔细写上了编号。

“笙角是笙苗和笙斗的连接部
件，每支笙角要依次对应笙斗
的每个孔，顺序不能错喽。”

将笙角严丝合缝地插入笙
斗前，还要镶嵌上簧片，貌似不
起眼的小簧片可是笙最重要的
组成部分，有了它才能发声。21
个簧片能从低到高发出21种音，
还能产生和声的效果，这在传统
吹管乐器中是独一无二的。

不仅笙斗上有孔，笙苗也要
打孔，每根的位置还不一样，这也
是有规矩的。“这些孔能影响音的
高低，低音打孔位置则高，反之则
低。”王俊卿说，笙苗连接笙斗后，
还要把它们紧紧箍起来，使得造
型远看如一只凤凰，这也是古人
做笙时创造出的意象。

制笙世家历经六代传承

王俊卿是王家笙制作技
艺的第六代传人，从清末到如
今，这项技艺已传承了百余
年，王家成为泉城唯一保留下
来的制笙世家。

“到我爷爷王凤林那一
代，制笙技艺最为出名，他老
人家当时在天津就被尊称为

‘笙王’。”
祖祖辈辈与笙打交道，王

俊卿从小便给制笙的父亲打
下手，也颇擅长吹笙。在他18岁
时，一次偶然的机会，北京的
铁道文工团慕名来到王家定
做一把笙，王俊卿当场吹奏了
一首当时流行的《凤凰展翅》，
赢得了他们的赞许。经过一番
考察后，王俊卿被吸收到文工
团，专门从事笙乐演出。

“笙王”名号声名远播

现在上门找王俊卿做笙
的多是济南当地的柳子剧团、
吕剧团、歌舞团等艺术院团，
民间的吹笙爱好者也会来找
他修笙和调音。在历下区传统
技艺的非遗传人中，王俊卿是
年龄偏大的一个。

每个登门定做笙者都会给
王俊卿画一份制笙“草稿”，标记
着不同的指法，这摞厚厚的草稿
里有来自各省市的联系人，足见

“笙王”名号之响。“只要是想做
质量好些的笙，一般都会来找
我。”他骄傲地说。

王俊卿的家中还珍藏着
一把他在1996年精心制作的
笙，每当有人来拜访，他总拿
这把笙演练一番，“这是儿子
刚考上大学时我给他做的，在
学校表演节目用得到。”王俊
卿的大儿子如今已跟父亲学
习做笙，甚至孙女也常在演出
和比赛中吹奏笙乐，这门精细
的手艺将如悠扬的笙乐一般
流传下去，笙声不息。

笙笙声声不不息息传传民民乐乐文文化化
制制笙笙世世家家美美誉誉流流长长

暑暑期期义义卖卖报报纸纸，，招招募募““晚晚报报小小报报童童””

此前参加免费贴三伏贴活动的居民。 本报记者 孙业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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