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本版编辑/冯克宁 2014年8月13日 星期三 报料电话：5200110读枣庄·社区

这位吸人眼球的糖画艺人叫苗传
科，今年 45岁，家住滕州市羊庄镇东顶
山村。说起作糖画，他高兴地告诉记者，

“我从上小学就爱好美术，初中毕业后，
就在家给街坊四邻画墙壁，贴瓷砖，还加
工过工笔画。五年前，在无锡景区无意
中发现了一位糖画师傅在作画，我被吸
引住了，回家后一心想学糖画，我先在网
上查资料，看视频，后来我又去外地认了
老师。”苗传科先学会了熬糖，再用糖稀
在石板上练习画鸟、虫等，因为糖画与其
它画不同，糖画必须先练拿勺的腕力，还
要练倒糖，为了练好这门手艺，他天天

练，甚至好几个通宵不睡，累得胳膊都抬
不起来了，练得食指、中指、拇指麻木，有
时还会失去知觉。

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苦练苗传科
终于掌握了一些技巧。他一开始在学校
门口做糖画，后来在公园，广场等人多的
地方摆摊作糖画，他赶过庙会，还参加了
很多暖场活动，还在苏州市为市民献
艺。他现在不仅创作了糖画十二生肖而
且还有花、鸟、马、龙、蝴蝶等栩栩如生的
糖画作品。在十里八乡很有名气，他用
一把小勺、一个小煤炉、一块石板，给人
们带来糖画的文化。在灯光下，闪着晶

莹光亮的糖蝴蝶、马、鸟、花等栩栩如
生，令围观的人惊艳。一位市民高兴地
拿着苗传科刚做好的糖蝴蝶告诉记者：

“太神奇了，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
蝴蝶竟然是用糖画出来的。多年没有看
到这古老的糖画了，太好了，我很喜欢。”

“虽说挣不了几个钱，但是我喜欢作
糖画，因为它是老一辈留下的一种文化，
现在快失传了，会的人也少了，所以我打
算坚持下去，在咱枣庄这一带传给更多
的人，来继承和发扬中国的古老文化。”
苗传科如是说。

（特约记者 侯志龙 文/图）

近日，市中区文化

路街道龙凤社区的工作

人员全员出动，与社区

环卫工人们一起除草清

理垃圾，防止垃圾过多、

野草茂盛滋生蚊虫。

（记者 刘一单 摄）

家里招待客人时，为了卫生和方便，很多人会选择
一次性纸杯。家住市中区东郊小区的朱女士跟记者反
映，她买的一次性纸杯，在招待客人时，纸杯底无一例
外地漏了水，这让朱女士十分尴尬。

在挑选一次性纸杯时，朱女士说她专门挑选了有
生产许可标志的：“我觉得有那个标志的东西，一般买
来都会比较放心。我买的还是价位比较高的那种，一
次性用品还是买好一点的比较好，毕竟纸杯是喝水用
的。”

上周末，朱女士邀请了几个朋友来家中做客，正好
家中有刚买来的咖啡豆和咖啡机，朱女士就迫不及待
地想给友人煮上一壶浓浓的咖啡。由于家中杯子有
限，咖啡只能用一次性杯子来盛。哪知，咖啡刚倒上没
多久，就有朋友反映说杯子漏水。

“我本来以为只是有很少的水往下渗，我一看还不
是那么回事，渗水渗得很厉害，都快往下滴了。而且，
不光是一个杯子漏，一共有四个好朋友来我们家，四个
人的杯子都漏。一个我可能觉得是偶然，四个杯子都
漏就肯定是质量问题了。”朱女士说。

有朋友提出，可能是水太热的缘故，朱女士于是又
拿出一个新杯子，里面加了些温水，没过十分钟加入温
水的杯子也开始渗水了。待朋友走后，朱女士又拿出
几个杯子来试验了一下，个个都漏水，朱女士只好把新
买的一包一次性水杯全部扔掉。

“这事儿真挺让人心烦的，请朋友来家里喝杯咖啡
吧，杯子还都漏水。有一个朋友的手还被烫了一下，幸
亏当时水已经不是那么热了。我本来想去买杯子的超
市找他们理论，又觉得他们不一定认账，而且他们也不
一定知道杯子的情况。我就按照杯子包装袋上提供的
生产厂家电话打了过去，谁知道却没人接。没办法，只
能自认倒霉，幸好几个杯子也值不了几个钱，扔就扔掉
了。只是拿个漏水的杯子给朋友喝水，让我觉得有点
尴尬。”朱女士说。

（记者 孙雪）

刘先生说，那日早晨他从冰箱里
把隔夜的剩米饭拿出来用鸡蛋炒了
炒当做早饭吃。到单位上班以后就
感觉有些肚子疼，原本以为是夜里着
凉了，多上两趟厕所就好了。因为以
前也会把剩米饭炒着吃，所以根本就
没想到是米饭的事。

那日肚子实在疼痛难忍还有些
恶心，刘先生吃了同事给的两片止泻
药，但是症状还是不见好转，刘先生

中午提早下班，去了附近的医院。经
过医生的检查，刘先生被确诊为食物
中毒，这时他才知道是剩米饭惹的
祸。

医生告诉刘先生，他把隔夜的剩
米饭炒着来吃，在饭后出现恶心、呕
吐、腹痛、腹泻等症状，这是食物中毒
的症状，而发生这种状况的罪魁祸首
就是米饭内的蜡样芽孢杆菌。夏季
经常会有吃隔夜饭中毒的患者，患者

出现腹泻的症状也很容易被忽视，觉
得吃几粒止泻药就可康复。但是随
着时间越久，毒素在体内的伤害就越
强，致使患者出现脱水等症状，严重
了还可能出现生命危险。

挂着吊瓶的刘先生说，“以后一
定注意，夏季剩饭最好别隔夜，剩饭
要吃尽量在5至6小时以内。都怪我
自己不注意，花钱打针真受罪。”

（记者 张琛）

近日，家住市中区立新小区的王先生后背被虫子
咬伤，皮肤通红一片，还起了水泡，又痛又痒非常痛苦。

王先生的后背上有两道黑里透红的伤疤，面积有
茶杯口大小，有的地方已经开始起皮，露出了里面粉红
色的嫩肉。王先生说，这就是被虫子咬伤后留下的。
大概在一周前，他感到后背上火辣辣的难受，用镜子一
照，这才发现通红一片。刚开始他也没在意，因为他不
是过敏体质，也没接触过什么化学物质，用肥皂水洗了
洗就没再过问。但第二天，后背上红色的皮肤开始慢
慢地变成了褐色，衣服蹭上后颇感疼痛。

王先生遂到了一家小诊所就医，大夫看后说极像
烫伤，但不排除是什么原因诱发的皮肤病，建议找皮肤
病专家看看。王先生坚信自己不会得皮肤病，就到了
另一家社区的小医院。大夫看后仔细询问了他的相关
情况，说估计是被毒性较大的隐翅虫所咬，因为皮肤起
泡、感染，遂开了两支红霉素眼药膏让他回家抹抹。抹
了几天的药膏，王先生后背上的伤这才逐渐好转。

据某社区大夫介绍，夏秋季节，是各种昆虫活跃和
大量繁殖的时期，在居室防蚊方面，最重要的是注意搞
好室内卫生，防止家里的地漏、下水道、花盆等处积水，
并时常喷点杀虫剂，不给蚊子创造生存的环境。外出
时尽量穿长袖衣衫，避免行走在蚊虫聚集处。如过敏
应及时就医。被蚊虫咬后不要抓挠，可用牙膏、苏打、
肥皂水等对皮肤进行处理，然后用清水洗净。之后及
时涂抹牙膏、芦荟胶、清凉油、红霉素、花露水等，以减
轻红肿疼痛，一般一周左右即可痊愈。也可以用炉甘
石洗剂处理伤口，效果不错。

（记者 孔浩）

一把小勺绘出甜蜜味道
糖画艺人苗传科街头作画手艺高

近日晚，在滕州市
市政广场上，一位 40
多岁的中年男子手拿
勺子，舀起一勺热乎乎
的“糖稀”，飞快地将勺
中的“糖稀”洒在石板
上作画，经过他的舞
弄，十秒钟就能变成一
只飞舞的蝴蝶或马等，
他的糖画艺术，吸引了
众多的市民驻足观看
和拍照。

吃碗蛋炒饭竟然中了毒
刘先生因吃隔夜米饭进了医院

近日，家住市中区马庄社区的刘先生就因为用隔夜的米

饭炒蛋炒饭吃，导致食物中毒进了医院。听了医生的解释刘

先生才知道，隔夜米饭内含蜡样芽孢杆菌，加热时间不够就

会引发食物中毒，严重还会危及生命。

“秋蚊子”发威
王先生中招

一次性纸杯漏水

主人待客真尴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