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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晚7时许，薛城区沿河广场人
头攒动，银屏闪烁。冒险喜剧影片《愤怒
的小孩》吸引了上千名社区居民前来观
看。古灵精怪淘气包智斗笨贼的爆笑故
事不时引得现场观众哈哈大笑，不仅为千
家万户带来了欢乐，也为广大群众送上了
夏日的清凉。

据该区电影公司王经理介绍，当天晚
上，同样的场景，仅城市社区就有 2处，农
村5处。广场电影不仅提升了城乡居民的
文化品味，也映亮了群众消夏“夜生活”。

“看消夏电影，享惠民大餐”如今已成为薛
城区文化惠民的一张新名片。

“夏天，家家屋里都挺热，在外面看露
天电影，不光凉快，心情也舒坦，街坊邻居
们都喜欢！”说起消夏电影，东丁小区居
民张延义不由地竖起了大拇指。

每年入夏以后天气持续高温，为关注
文化民生、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给辖

区群众营造一个乘凉消夏的好去处，1996
年夏天起，薛城区启动了“消夏电影惠民
行”活动，每年夏季，集中 100天左右的时
间，精心挑选了近百部优秀电影，同步在
城区、农村、学校、敬老院、社区、军营、农
民工地免费放映，为群众送上了一道道

“电影文化大餐”。
为将这项“惠民工程”做好、做实，该

区组建了 10支电影放映队伍，其中，农村
配备 8支队伍，城区 2支，投入 10万余元，
统一配备购买了电影放映车、放映银幕和
数字放映设备，制作了宣传横幅和标语，
统一设置了电影放映标识。每天晚上，各
放映队奔赴全区各地巡回展映。为满足
不同群众的需求，进入6月份以来，该区积
极协调健全完善影片库，订购了大量优质
片源。既有老年群众喜爱的《憨憨公子扳
倒爹》、《七品知县卖红薯》等戏剧片，又有
年轻观众喜欢的《大话天仙》、《河东狮吼

Ⅱ》等喜剧片，也有儿童爱看的《熊出没》、
《冰雪奇缘》等动画片，还有能够引导群众
健康生活的《低盐饮食保健康》、《秸秆还
田》等科教片，更有《致命的诱惑—赌博》
等宣教片，让更多人能够享受到公益电影
带来的方便和快乐。据了解，截至目前，
该区共放映科教片 337场次、故事片 1070
场次，受惠群众达20余万人。

围绕便民利民，薛城区在各行政村设
立了长期固定的放映场所，做到“一月一
村一场电影”；在城区沿河公园建立电影
文化广场，开展百部红色经典电影展映活
动；为了让更多的人享受电影的乐趣，该
区还投资20万元，建成了2个可容纳40余
人的公益电影放映厅，每天发放免费电影
票，接受“电影点餐”，引导群众根据自己
的喜好，点播自己喜欢的电影。

（记者 邵士营 通讯员 万照广 张生）

建立观影广场 放映近百部影片

惠民电影映亮消夏夜生活

提到米粉，肯定很多人首
先会想到是南方的特色美食，
其实，在咱们市中区柳峪村，
制作米粉的历史已经超过了
200年，至今仍有好几户人家
在经营米粉生意，60岁的王福
才和冯兆云夫妇就是其中的

一家。
柳峪村位于市中区东外

环的东面，属于城乡结合部的
村子。进了王福才的家里，一
股清香迎面飘来，作坊棚底下
热气腾腾的，王福才夫妇正在
忙活着，一个往漏子里装面

糊，一个则往烧开的锅里挤米
粉，配合得非常默契。不大的
院子里摆着两个泡满了小米
的大砂缸，一座用砖垒起的老
式灶台前堆着煤，两口缸里在
不停地注入自来水，王福才
说，这些就是做米粉的全套设
施。院内还有一辆上面放着
各种调料的机动三轮车，这是
王福才叫卖米粉时的交通工
具。

“有人说柳峪米粉是从山
西传来的，我觉得有这个可
能，当年大移民，估计把米粉
制作技艺也带了过来。”王福
才家祖上三辈都是做米粉的，
据说村里做米粉的历史已有
200多年了。至少在解放前的
时候，村子里有七八十户人家
专门制作经营米粉，那时候都
是挑着担子到处叫卖。20多
年前，村里最多的时候有42辆
地排车拉着米粉满枣庄城兜
售。可惜现在因为米粉的制
作工艺复杂，每年经营的时间
短，也就是夏天的三个月，收
入不高，很多家庭就不再制作
了。谈及米粉的制作工艺，王
福才说，先将小米放在大缸里
浸泡半个月左右，以泡掉里面
的酸性。之后用石磨磨成糊
子，把糊子里的渣子过滤掉晾
晒，做米粉时再把晒成块状的
粉子打碎和成糊状，把面糊装
进漏子，利用漏子底下的小
孔，将面糊挤出变成条状，放
到烧开的大锅里，立马就变成
了米粉。在挤面糊的同时，还

要求锅里的水是旋转的，不然
米粉容易结在一起。片刻工
夫，要把热米粉从锅里捞进筐
子，放到一旁的水缸里浸泡一
下，使其迅速变凉。捞出来后
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放进
醋、蒜汁、麻汁、辣椒等调料，
享受这一美味佳肴了。

王福才说，柳峪米粉采用
纯小米制作而成，滑润爽口，
营养丰富，并且不含任何添加
剂，因此保存的时间较短，要
是当天卖不完的话，第二天就
不能吃了。他和妻子冯兆云
每天早上三四点钟就起床加
工米粉，忙活到八点钟有的时
候，由他开着三轮车到胜利路
老邮电局附近摆摊，一般不到
中午12点就能卖完，这三十多
年来一直如此。前年一位老
先生来到他的摊子前买了一
碗米粉，在品尝后连声称赞，
说又找到了小时候的感觉，这
米粉还是当年的味道。原来
老先生解放前去了台湾，在台
湾一直想念着小时候吃过的
峄县米粉，这次回家探亲，专
门慕名前来品尝，以了却自己
多年来的一个小心愿。谈及
将来的传承，王福才说，三个
女儿已出嫁，只有儿子没事的
时候帮助做米粉，算是掌握了
这门手艺。
（记者 孔浩 王龙飞 文/图）

200多年技艺濒临失传

60岁夫妇坚守“柳峪米粉”

近日，家住薛城区的小陈因为在地摊吃
饭时菜里进了苍蝇而惹了一肚子的气。

“吃得好好的，可是一只苍蝇在我们眼
皮底下‘光明正大’地飞进汤里了，这下一点
食欲都没了。”小陈表示，他还是更喜欢在户
外吃地摊，用他的话说，这叫亲近大自然。

遇到这样扫兴的事情，小陈便把商家找
来，要求免费换碗汤。可商家表示这样的事
情不是他们的原因造成的，因此拒绝免费换
汤。“对方竟然说出‘腿长在苍蝇身上，又不
是我们炖汤的时候它跑进去的，我们上汤的
时候里面可没有苍蝇的，不是我们的失误我
们不会免费换汤的’这样的话来，实在太气
人了。”小陈表示，首先商家有义务保证顾客
在消费过程中的任何卫生问题，有问题就以

“不是他们的原因”推脱了事实在让人寒
心。再者虽然夏季户外蚊虫多是常事，但商
家也有义务塑造一个良好的就餐卫生环境，
以做到尽量减少蚊虫的出现。很明显这两
点商家都没有做到。最后小陈在与商家理
论了好一会儿，才决定双方各退一步，商家
愿意半价换汤，事情才得以解决。

（记者 寇光）

地摊吃饭飞入苍蝇
要求换菜摊主拒绝

光明路维修
请减速慢行

马上就要放暑假了，我市中小学及高校
的学生也将陆续离开校园，开始假期生活，
部分中小学及高校周边的商家也加紧了促
销的步伐，赶在学生放假前将“尾货”甩卖，
也有不少商家提前撤离。

“本店所有冷食、新鲜水果一律八折”、
“部分奶制品低价零售”、“夏装清仓”。近
日，不少学校附近的店家都打出了这样的标
语，一些放假较早的学校附近一下变得“冷
清”起来，有的门店甚至没有开门，还有的店
门上贴有“短期出租”的字样，不少店主无聊
地玩着电脑或摆弄着手机，面露倦意，就连
平日里人头攒动的狭窄巷子也变得宽阔、冷
清了，稀稀拉拉的路人，与零星营业的店铺，
和未放假前热闹的景象形成鲜明对比。“没
放假那会儿，等不到放学，学生们就迫不及
待地往后街钻，不少从外地来卖服装的、卖
水果的、经营特色小吃的商贩们各自操着家
乡方言的吆喝声、讨价还价声、叫卖声一浪
高过一浪，同学们‘撤’了，商家们也不陪着
耗了。”突然安静下来，居住在市区某学校附
近的让小辛有点吃惊：“平时这里是一片火
热，自从学生们离了校，不少商店都冷清了
下来，很多流动摊点也不再到这里来了。”

“一到寒暑假，人就很少，有时候两三天
没有一个人，也不指望这暑假能挣钱。虽然
学院商圈的消费者并非只有学生，还包括学
校里众多的教职工、定居周边小区的市民
等，但这些消费人群数量屈指可数。”其中一
家特色小吃摊的老板告诉记者，“像这样的
情况每年都有，大家都心知肚明，有的这边
学生刚走，那边商家也跟着离开。”“一年到
头，这段时间大家的生意都‘很惨’，却一样
要交房租，很多商铺都在‘倒贴’，有的干脆
关了门，趁机找点‘兼职’干干，赚点外快，以
减少损失。”一家服装店的店主说。

“学生走后，就基本上没什么生意了，能
处理就处理了，便宜点卖也是卖，总比存货
要好，这些夏季服装说过时就过时，下个学
期就不一定卖得出去了。”在学院后街经营
一家服装铺的女老板说，学生们陆续回家，
她也想早点把“尾货”处理掉，然后自己去市
区商业街找份导购的兼职来干。

（记者 张莉萍）

学校放假没生意
周边商家甩“尾货”

光明路辅道维修了近一个月，1日，记者在光明路看到，有的辅道路段已维修完毕，养护人员正在
对路面采用半幅封闭方式保养，过往的车辆纷纷减速慢行。据悉，此次光明路维修路段属于中修工
程，工期为三个月。 （记者 马高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