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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1日，百余名老年摄影爱好者，来到山亭区汉诺庄园、石板房
风景区进行采风活动，参加活动的爱好者年龄最大的已年过九旬。

（记者 王震 摄）

新房子装修完毕已有几个月了，为了怕有
装修残留的有害气体，李先生特意把新房晾了
几个月，等气味散尽打算近期入住。不承想，他
每次来到新房子收拾卫生时，在主卧室里总能
闻到一股刺鼻的味道。

“我们原本打算上个月入住新家的，可到现
在也不敢入住。”近日，家住市中区的李先生向
记者说，“后来发现是窗帘散发出来的味儿，现
在又过了一个多月，味儿还是没有散去，所以至
今也没法入住。”

“房子装修好，家具也都买齐了，由于家里
有小孩子，就想着多散几天味儿，对身体健康有
好处。可是两三个月过去了，别的房间都没有
味儿了，只是卧室还有股怪味，起初也没想到是
窗帘发出来的味儿。因为其它房间的窗帘都没
有什么味儿。后来闻着有怪味却找不到源头，
便一件一件物件开始排除，最后发现竟然是窗
帘的散发出的味儿。”李先生说。

李先生选购的窗帘，材料好价格也不便宜，
这布料的窗帘怎么能有味儿呢？而且在工人安
装完后，李先生还特意把窗帘布拆下来清洗了
一遍。为了能够尽快消除掉这刺鼻的味道，李
先生先用温水泡窗帘，然后再用洗衣机清洗，洗
完后再拿到室外晾晒，但收效甚微。“为了搞清
楚原因，我们还特意去了窗帘店询问，可是店员
说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而且那批布料已经卖
完了。无奈之下，现在只能再多洗几遍，以求能
够尽快地让味道消失。以后买窗帘，不仅要看
价格、质地，一定要注意这个味道，以免出现我
们家这样的情况，家里小孩子小，窗帘的味道除
不掉就不敢带着小孩子入住，毕竟不能拿孩子
的身体健康开玩笑吧。”李先生最后说道。

（记者 李帅）

家住薛城区龙潭巷的王老太太，因为二十
年前患过腰疾，所以一直不能够直立行走，但是
她为了减轻子女的负担，仍坚持每天拄着拐棍
到市场买菜，并且悉心照顾失明多年的老伴。

王老太太今年 80岁，她的老伴 84岁，患有
眼疾失明，他们有五个子女，都已各自成家。王
老太太和老伴住在龙潭巷的一所旧房子里。由
于子女们生活条件也都不富裕，每日也都在为
生活奔波，为了减轻子女们的负担，照顾失明老
伴的担子就落在了王老太太的身上。

在王老太太年轻的时候，由于劳累过度，一
直有腰疼的毛病，60岁的时候已经不能够挺直
腰杆走路，现如今，只有拄着拐棍才能够慢慢行
走。由于王老太太家中已是四世同堂，几个子
女也都成了爷爷奶奶。王老太太体谅他们的忙
碌，总是自己操持家务，照顾老伴。

由于王老太太的老伴多年前患过眼疾，现
在已经失明，而且由于年事已高，没有了劳动能
力，日常生活全靠王老太太照顾。每天，王老太
太都会拄着拐棍慢慢走到离家不远的市场买菜
买饭，正常人五分钟走完的距离，王老太太总要
一手拎着饭菜、一手拄着拐棍走上十几分钟，，
而且每天都是往返好几次。买了菜以后，王老
太太还要自己做饭，伺候老伴吃完饭以后，她还
要再收拾卫生。由于弯着腰、拄着拐杖，行动不
方便，即使是这简单的一日三餐，也能让王老太
太忙乎一整天。

每次子女们带着饭菜来看望他们时，王老
太太总是告诉子女们：自己还能走得动，让他们
各自照顾好自己的家庭，不用为他们老两口操
心。

（记者 杨舒）

在日前济南举行的第三届全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博览会上，谢爱军制作的几
把古琴一经展出便受到人们的关注，枣
庄市市级非遗项目鲁滕派传统古琴制作
技艺，从而也走进了人们的视线。

41岁的谢爱军出生于滕州市滨湖
镇，其伯父是一位巧手木匠，大小家具信
手做来无不精美，而其最拿手的还是古
琴制作。谢爱军打小受伯父的影响，经
常跟着干些拉锯、刨料的小活，对伯父制
作古琴的整个过程有所了解。谢爱军从
12岁开始拜师学戏，滕州柳琴戏名家王
传玲等均对他有过耳提面命，使其受益
匪浅。1988年谢爱军考上了徐州艺校，
在戏曲专业学习四年，毕业分配到了枣
庄市艺术剧院，专业从事演员工作。虽
然后来谢爱军调到了金融部门工作，离
开了他所喜爱的戏曲舞台，但对于艺术
的追求一直没有停步。业余时间里他研
究摄影、收藏、红木等，在不少领域均取
得了不小的成绩，虽然如此，但在谢爱军
看来，利用自己的所能，传承鲁滕派传统

古琴制作技艺，才是他心中的梦想。
从 2008年开始，谢爱军真正着手鲁

滕派传统古琴的制作和研究。虽然从艺
多年，并且秉承家传的工艺，但重新拾起
这门濒临失传的技艺，难度可想而知。
从古至今，古琴制作技艺一直因人而异，
因流派不同而不同，并且秘不外传。为
了破解古琴制作的密码，谢爱军买来书
籍，搜集了大量资料，利用业余时间到全
国各地遍访名师、购买制作古琴所需要
的百年木料，并租了一间房子，在妻子的
帮助下开始了他的古琴制作。谢爱军告
诉记者，虽然古琴的制作工艺复杂，但从
一开始到现在，从摸索到能熟练地制成
成品，都还比较顺利。他说，古琴制作要
经过选材、备料、面板制作、底板制作、合
琴、灰胎、安装附件、髹漆、装足、打弦眼、
装弦等 300多道工序，历经 12至 18个月
才能制成。还要根据不同的使用者进行
铭文篆刻，然后加盖斫琴师和制作坊号
火漆印章，才算完成整个制作工序。

谢爱军说，古琴的制作工序繁琐，它

要求制作者要精于抚琴，深谙斫琴之道，
只有根据古琴特有的音色及音律特点，
结合现代科技，加以切合实际的创新，才
能制作出一架精美的古琴。虽然目前古
琴制作行业遍布，但因缺乏足够的工艺
传承，以及商家压缩成本，不重视选材，
甚至使用石膏粉、化学漆，粗制滥造出来
的所谓古琴，弹出的腔调早已不是远古
的声音。但他相信，经过自己的不懈努
力，一定能使鲁滕派传统古琴制作技艺，
在当今众多斫琴技艺中独树一帜，并且
发扬光大。 （记者 孔浩）

“不知道什么缘故，这里的墙皮开
始脱落，现在已经掉了有一个多平方
大的地方了。而且是从底部开始脱落
的。”近日，家住市中区光明新村的一
位小区居民，带着记者来到了该小区
15号楼前，指着脱落的墙体说道。

根据这位居民的指引，记者看到
这面墙底部脱落的墙体，露出里面的
石灰。走近发现，脱落的墙皮散落在
墙角下，大小不一，拿起一块墙皮可以
看到这墙皮较厚，每一块都沉甸甸
的。再看墙上，已经脱落的墙体周围
的墙皮开始向外鼓起。而且这附近的
墙皮有许多的裂痕。记者走向前去，
用手一碰就会有一小块墙皮掉落下
来。

“如果这面墙的墙皮都开始鼓起
来，然后脱落，那可存在不小的安全隐
患。如果有小朋友在这里玩，恰巧掉
下一块墙皮砸到小朋友，该找谁负
责？真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是不是
为了以防万一，现在就把所有的墙皮
给敲下来。可是，如果敲下来后，这裸
露的墙体如果遇到下雨就会进水，时
间长了这墙也就不坚固了。”该小区居
民说。

“以后带着孩子可要注意，不能让
小孩子在这里跑来跑去了。更不能让
孩子在墙根下玩耍，这墙皮存在着这
么大的安全隐患。如果现在不采取措
施，恐怕会有意外发生。”一位带着孩

子在小区里闲逛的老人看到后说道。
“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尽快把墙皮修补
好，还给小区居民一个安全的生活环
境。”

（记者 李帅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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