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 本版编辑/王明珠 2014年5月28日 星期三 报料电话：5200110读枣庄·城事

5月26日上午，市中区开展了“捐献造血干细胞 重铸患者新生命”为主题的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者血样集中采集活
动，现场采集样本近200人次。此次活动，意在呼吁人们共同关爱白血病患者，了解捐献造血干细胞的相关知识并积极投身此
项公益事业。 （记者 王震 摄）

捐献造血干细胞

晚报讯（记者 孔浩）5月 25日，市国学
教育促进会在东郊老年公寓举行了第二屇会
员代表大会，李华中当选为会长。

据悉，市国学教育促进会创办于 2009
年。五年来，在“促进国学教育、弘扬传统思
想文化”方面做了大量有益于社会的工作。
促进会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先后到社
区、学校、企事业单位等，开展国学教育讲座，
加大力度扩大宣传推广。五年来，共组织举
办各类活动 50余次，受众人数达十万余人。
这些活动的开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目前促
进会的社会影响面越来越大，教育普及工作
有了新突破。下一步，促进会将继续组织各
种活动，如开设论坛，聘请专家报告，征文比
赛，知识竞赛，汇集研究成果等，广泛宣传国
学教育活动，营造国学教育的氛围，扩大促进
会的影响，努力提高我市的国学教育工作。

国学教育促进会
让十万余人受益

晚报讯（记者 王萍）今年
46 岁家住薛城区匡山腰的种
道将，两年前开始接触铜编，由
于喜欢琢磨、思考，他编制出来
的作品精巧、时尚，颇受人们喜
爱。种道将靠铜编手艺奔走在
全国各大城市，以此为生。

5 月 24 日，记者来到种道
将的家中，在小院里看到地上
摆满了用铜线编制的各式各样
的小车和其他工艺品，有黄包
车、老爷车、三轮车……大的
40厘米长，小的不到 10厘米。
同时，在种道将的脚边还放着
一把钳子、几捆铜线。“这些工
艺品都是靠钳子和铜线做出来
的。”他边介绍边顺手剪下一根
1 米左右长的铜线，拿起钳子
现场给记者示范制作起了自行
车，“这根铜线不能剪断，要整
根铜线连贯圈成一辆‘自行
车’，所以需要从车头开始布
局，两个轮子的制作最难。”他
一边说，一边做，几分钟的功
夫，一根铜线就变成了一辆“自
行车”。看到种道将的手艺，记
者连声称赞。种道将说，“这都
是我没事琢磨研究出来的。”

种道将曾在街头见过这种

手工艺人，看着别人编觉得很
有意思，回到家里使琢磨怎么
编，但一直没动手做。自己曾
经在工厂打工，另外在家养些
兔子，靠这些维持生计，两年前
他在工厂上班不幸摔伤了腿，
躺在床上什么也不能干，心里
很着急，因为家里上有两个 80
多岁的老人，下有三个上学的
孩子，都等着他赚钱吃饭。于
是，他就想到了用铜线编工艺
品。他当即让妻子买来了铜线
和小钳子，开始尝试着做，独自
一人对着单车一做就是一天，
每天都要做到夜里 12 点多。
为了精确地展现出单车的结
构，他不断返工，修改细节，最
后终于“悟”会了这门手艺。

腿好以后，铜编手艺娴熟
的种道将开始全国各地跑。每
月出去一次，每次出去都要在
外呆上二十几天，再回家看看
老人和孩子。妻子在他的游说
之下，也辞去了工作和他一起
走南闯北，并慢慢地跟他学会
了这门手艺。起初种道将编制
的成品种类单一，现在只要是
顾客要求的作品，基本上在他
的手里都能成型，并且成为一

件精巧的艺术品。
两年多的铜编生涯，种道

将已记不清自己究竟做了多少
件小玩意儿，光是最熟练的单
车，他就做了好几千辆了。作
为一名“熟练工”，小件的单车
只需花几分钟便可轻松做成，
而大件的要花两个多小时。除
了车，他还编过摇钱树、餐桌
等。种道将说，“铜编是慢工
出细活，同时又很考脑力，讲
谋略，因为中间不能断，也不
能后期拼接，所以必须在做第
一步时便能预计到接下来的所
有步骤，以及成品的样子。比
例尺寸很重要，不然做到后面
发现铜丝不够用就满盘皆输
了，多了又很浪费，毕竟剩下

的那点长度做什么都不够。”
“虽然靠铜编赚不了多少

钱，但是自由自在，能去很多
城市，还能感受那里的风土人
情，一边旅游一边赚钱，在各
个城市留下自己的足迹。”种
道将说。“我们主要到各大城
市的各大景点、旅游区去卖，
在这两年里，我们也遇到了不
少想要跟我丈夫学手艺的人。
有一次在杭州，遇上一位专做
出口工艺品的老总，他看到我
丈夫的手艺后，想学他的手艺
申请专利，并开出年薪 10 万
的高薪聘他，另外还分给他
10％的股份，他都没答应。”他
的妻子说。

一把钳子、一根铜线编出各种物品

种道将:怀揣技艺走天下

晚报讯（记者 孔浩）近日，市民赵先生
在台儿庄区金光路上行走时，捡到了三张中
奖卡，每张都中了二等奖，奖品是 20多万元
的支票一张。赵先生说，现在这骗子真是可
恶，竟然还满大街的丢“抽奖卡”，希望大家千
万别上当。

当日下午两点半左右，市中区的赵先生
到台儿庄区喝喜酒，在途经金光路某酒店门
前时，看到地上有一个身份证大小的塑料包，
捡起来后，看到里面是四张连在一起的刮奖
卡和一张出库单。刮奖卡上写着“武汉某实
业公司为了回馈客户，特举办大型公益福利
抽奖活动”等字样，而出库单上除了列有货物
名外，还盖着“奖票已领”的印章，并特别备注

“凡购满五万元以上可享受本次抽奖活动”。
赵先生刮开刮奖区，四张卡有三张是“祝君好
运”，一张是四星图案，按照背面的说明，是中
了二等奖，奖品是 26.8万元的支票一张。赵
先生对这种骗人的中奖卡早有耳闻，因此丝
毫不为诱人的奖品所动，正要将其丢到路边
的垃圾箱里，结果又捡到了两包刮奖卡，里面
的东西和奖项如出一辙，奖品均是 26.8万元
的支票。

赵先生说，这些刮奖卡里面有一张伪造
的出库单，给人一种购物后领到了刮奖卡，结
果不小心丢了的感觉，很容易让人上当受
骗。虽然街头捡到中奖卡的事很多媒体都报
道过，但还是有不少的市民相信这种天上掉
馅饼的把戏，最终上当受骗。希望大家捡到
类似的中奖卡时千万别动心，因为这馅饼其
实就是陷阱。

街头捡到中奖卡
奖品诱人是陷阱

晚报讯（记者 邵士营
通讯员 朱建宇 孙红）滕州
市的一位妈妈为了让孩子和
继父更加和睦，决定让孩子
改随继父的姓氏，可是到了
派出所，孩子的亲爸爸却反
悔了，结果会是怎么样呢？

2011 年 8 月，法院判决
张燕和李刚离婚，儿子李小
明由张燕抚养。离婚后，两
人都又各自组建新的家庭。
张燕和现任丈夫王先生的生
活平静、美满，王先生对李小
明也关爱有加、视如己出。
但张燕心中总有些许担忧，
这担忧来自于街坊邻里的闲
言碎语。张燕带着孩子和王
先生生活，可孩子一直随前

夫的姓氏，在老百姓的意识
里，这多少有点给别人养孩
子的味道。

今年 5 月份，张燕在和
丈夫商量后，决定到派出所
将李小明的姓氏更改过来。
而派出所的答复是：更改子
女的姓氏须要孩子的亲生父
母就更名一事进行公证。于
是，张燕找到前夫李刚协商
更改孩子姓氏一事。李刚开
始坚决不同意，认为自己的
孩子当然得随自己的姓氏。
事情一时陷入僵局，这之后，
张燕又多次找到李刚协商。
最后，两人达成一致意见：李
刚同意去做公证，但张燕必
须支付 3000 元补偿费。张

燕随后给了李刚这笔钱，希
望尽快把孩子的姓氏改过
来。

不想，在约定做公证的
当日，李刚反悔了，不愿意去
做公证且不愿归还张燕的
3000 元钱。张燕气愤难忍
和前夫李刚争吵起来。

张燕随后来到司法所寻
求帮助并申请调解。司法所
干警表示：《婚姻法》第22条
规定“子女可以随父姓，也可
以随母姓。”这是指孩子姓名
由亲生父母协商决定。但对
于离婚后更改孩子姓名，最
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人民
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
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

的通知中第19条规定“父母
不得因子女变更姓氏而拒付
子女抚育费。父或母一方擅
自将子女姓氏改为继母或继
父姓氏而引起纠纷的，应责
令恢复原姓氏。”所以张燕想
要更改李小明的姓氏必须经
过其前夫的同意。根据这一
法律规定，司法所干警及时
调整调解方案，从孩子健康
成长以及入学教育的角度对
李刚进行了多次耐心劝说，
希望李刚为孩子的长远着
想。最终，在司法所干警和
家人的劝说下，李刚同意去
做公证。孩子的姓氏问题终
于得到圆满解决。

（文中均为化名）

夫妻离婚，妻子带儿子改嫁

想给孩子改姓须前夫同意

本报日前刊发了市中区解放路某小学的
墙上出现不雅涂鸦文字，许多市民对此表示
气愤，希望能尽快将其消除的消息后，引起了
相关部门的重视。近日，记者途经此处时看
到，“不要上学”的涂鸦文字及办证、贷款、卖
车等野广告均已被粉刷覆盖，该校园墙壁焕
然一新。 （记者 孔浩 摄）

不雅涂鸦消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