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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女士最近在薛城刚刚
买了套108平米的新房。她开
心地拿到了房子钥匙，打算
在天变冷前装修完入住。所
以在大楼还没有安装好电梯
的时候，她就开始找人给 17
层的新房装修了。谁知这装
修过程让李女士十分郁闷。

拖拖拉拉麻烦一堆
李女士讲述，大部分人

在铺地砖时是直接让销售地
砖的人来负责，一条龙服
务。由于她的瓷砖是从亲戚
那里买的，得另找人来铺，
所以铺每块瓷砖的价格要比
市价高一点，她对这个价格
表示能够接受。虽然正规装
修公司管理严格，运作规
范，但是得2万元起价。为了
便宜，李女士找来了一支私
人装修队。可谁知，装修队
还带了个小孩子过来。“这下
可好了，他们给我铺着地
砖，我还要帮他们看孩子。
电梯没修好，电梯门临时用
了个木板简单地一挡，我还
得提防着孩子掉下去。”李女
士说，“因为我不是天天去监
督着他们，他们就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的，不过来干活。
有时我过去看时，新家里却
没人。我给他们打电话，他

们就讲出各种理由，然后答
应待会赶过来，结果每次都
是一整天都没有来。我猜由
于现在是装修旺季，他们应
该是同时承接着好几份活。
就这样，本来一周能干完的
活，他们干了半个月。要是
正规的装修公司干活的话，
晚一天完成都是要赔钱的。”

结账时漫天要价
“装修队干完活之后，给

我打电话谈结工钱的事，说
他们家里出事，急需用钱什
么的。我当时就纳闷了，结
工钱就结工钱呗，哪还需要
这么多理由。”李女士说，随
后装修队告诉她铺地砖的工
钱为7300多元，“他们还很大
方地说，就算我 7200元吧，
那100多块钱不要了。但是我
自己心里盘算着不应该这么
多啊，就要求他们给我拉出
张清单来，当时他们就拒绝
了。”由于李女士一直没有结
账，几天后，装修队通过短
信把清单发给了李女士。“他
们给我发过来的清单中，小
地砖的数量为 10箱零 15块。
可是我小地砖一共就买了 10
箱，怎么可能多出 15块来？
并且我清楚地记得，铺完地
砖后，窗台上还剩有一箱半

的瓷砖。我问他们怎么回事
时，他们便改口说是 10箱剩
15块。可是就算如此，账还
是对不上，价钱还是高出很
多。”在铺瓷砖时，除了地砖
之外，还有腰线、踢脚线、
导角等。“在铺瓷砖之前，我
们说好了腰线为 20 块钱一
米，结账时却成了 22块钱一
米，由于之前只是口头说
的，没有书面凭证，我也没
办法找他们理论。而踢脚线
和导角等的价格事先没有提
到，在结账时的价格都高于
我打听到的市价。怪不得他
们要钱的时候给我说那么多
理由，就是怕我和他们细细
算账。”李女士气愤地说。

装修后遗症严重
不仅是李女士，同在装

修的李女士的邻居也面对着
一堆装修带来的麻烦。同样
面积的房间，同样大小的地
砖，李女士家用了110块，而
邻居家却用了130块。这就意
味着，邻居家有 20块地砖被
损坏了。“我从他们家门口经
过时，看到他们门口堆了一
摞废砖。这样的一块砖是 60
元，20块就是 1200元。但他
们找的装修队却拒绝赔偿地
砖的钱。”李女士说，“我家

没有给装修队结账，他们家
也在拖着不结，就是希望能
有个让我们满意的解决办
法。现在我不图便宜，只图
不受骗就可以了。”

装修遇到麻烦的还不止
李女士和她邻居，很多人在
装修时都很窝火。已经住进
新房多年的张女士提到当初
的装修，也是一肚子气：“当
时还是我老公专门找的熟人
来装修的。铺的地砖有很多
块下面都是空的，踩起来嘎
吱嘎吱响，门和壁橱才用不
到一年就开始掉皮，弄得非
常难看。更严重的是，壁橱
的门现在都关不上了，抽屉
也很难拉，一拉还容易错
位。我串门的时候看到别人
家装修的多年以后还是很结
实、好用，就一肚子火，真
是熟人坑熟人啊，有火也只
能压下去。”记者在此提醒市
民，在装修之前最好调查清
各种项目的市价，并与装修
队事先定好价格，形成书面
的字据。结账时，核对装修
清单与书面字据。当双方出
现纠纷时，建议找有关仲裁
单位协助协商。

（特约记者 杨晓斐
实习生 金亮）

一周活干了半个月 结账时漫天要价

“装修游击队”制造问题一大堆

在台儿庄古城内，一对年轻夫妇现场制作的糖
画，造型简约，形象生动，深受游客们的青睐，这对夫
妇就是台儿庄糖画第七代代表性传承人陈伟、曾超
敏夫妇。

陈伟告诉记者，台儿庄糖画已有三百多年的历
史。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泇运河开通后，四川的
浇糖人来到台儿庄谋生。清末时，台儿庄的陈姓艺
人学习糖画制作并以此为业，目前台儿庄陈氏糖画
传到他已经是第七代。糖画的制作工艺并不是太复
杂，将熬制后的麦芽糖置于铜瓢内加热溶化，然后以
铜勺为笔，以糖液作墨，凝神运腕，在光洁的大理石
板上抖、提、顿、放、收，时快时慢，时高时低，随着缕
缕糖丝飘下，诸如飞禽走兽、花鸟虫鱼、神话人物等
形象便栩栩如生地呈现在眼前。

谈及来到古城专门从事糖画经营，陈伟、曾超敏
说，他们从小喜欢画画，也曾有过当画家的梦想，几
年前来到古城专门制作糖画，不管是在经济上还是
技艺上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即使现在专门制作糖画
了，可没事的时候他们也画画人物花鸟，为了提高造
型能力，现在更多的是画简笔画。糖画采用刚柔、粗
细、走向各不相同的线条来表现物象的形状、神态
等，类似国画的白描、西画的速写，又略带民间剪纸
的韵味，他们俩一有时间就到古城内的山亭皮影、卢
雪剪纸艺术馆去观摩学习，以求提高技艺。
“我的‘师傅’就是我的丈夫，他出身于糖画世家，

从小就耳濡目染接触糖画，经常参加各种糖画展示
活动。为使祖传的糖画技艺不致失传，我听取他的
建议跟他学习糖画。刚开始觉得画糖很难，先要在
纸上练画，每个形象都必须练得烂熟于心，才敢直接
用勺子画，学习的过程中手上都是老茧和被糖烫的
大水泡。我现在画糖有八年了，掌握的图案已有四
五十种，已经完全可以根据游客的要求随心所欲地
进行创作了。”曾超敏一边接受采访，一边为游客制
作糖画。

现在，陈伟、曾超敏夫妇在复活了的台儿庄古
城内从事着糖画制作这项甜蜜的事业，他们深爱着
糖画艺术。希望能通过努力，将台儿庄糖画艺术传
承下去，赋以糖画更深刻的内涵，让更多前来古城
旅游的海内外游客，都能认识糖画、了解糖画、品
尝糖画。 （记者 孔浩 通讯员 时培京）

铜勺为笔 糖液作墨

石板上写意

传承甜蜜技艺的
糖画夫妇

16日，在台儿庄区
长安路某处的桥上，几
根水泥柱子钢筋裸露，
横架在上面的水泥杆不
知去向，部分护栏已经
向外倾斜，破损的栏杆
高度不足半米，行人走
在此处确实有些危险。
然而在缺口处，一位老
人“泰若自然”地坐在马
扎上钓鱼，不少市民通
过时都为老人担心，希
望有关部门对桥身护栏
进行整修，确保行人安
全。
（记者 苏羽 刘一单

摄）

护栏缺个口

老人来钓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