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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民生
服务大众

晚报讯（记者 孔浩）22日，
记者从我市第一届民间绝技绝活
大赛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比赛将
于 9月初开始，目前各项筹备工
作进展顺利，届时市民将一睹近
百位选手的绝技绝活。

大赛自今年 2 月正式启动
后，得到广大民间艺人的积极响
应，目前已有83位选手报名。比
赛项目涉及雕刻、泥塑、面塑、烙

画、编织、剪纸、唢呐演奏等 7个
大类，30余个小类。大型比赛项
目有甩铁花、叉车起瓶盖等，小的
比赛项目有核雕等；传统项目有
木板年画、剪纸、泥塑、面塑、布
艺、舞狮等；唢呐演奏有鼻孔吹
戏，多只唢呐同时吹奏等；民间杂
耍有脚踩钢刀、耍刀、口中喷火、
二人摔等；硬功武术类有腹部顶
巨石、金枪锁喉等。

按照安排，初赛将于9月2日
开始，陆续在滕州、山亭、市中 3
个分赛场进行，决赛将于 9月底
前在薛城万达广场进行，评委将
直接评出一二三等奖。10月中
旬举行颁奖晚会，优秀选手将进
行绝技绝活表演；一二三等奖的
选手还将获得荣誉证书和奖金，
部分选手还将获“民间艺术大师”

“工艺美术大师”称号。

绝技绝活大赛近百位手艺人“亮相”
项目涉及雕刻、泥塑、面塑、烙画、编织等7个大类，30余个小类

光明路、青檀路、文化路、胜利路公铁立交……

这些路段禁鸣，你不要按喇叭了
晚报讯（记者 苏羽 通讯员 王帅）

“上班高峰期，总有司机好像永远都在赶
时间。”家住市中区青檀路附近的秦先生
对一些司机乱按喇叭的行为颇有微词。
22日，在青檀路与文化路交叉口处，警示
牌上标着“禁止鸣笛”字样，可在绿灯放行
时，秦先生驾驶的机动车起步稍慢了一
点，后边一辆出租车就开始不停地鸣笛催
促。随后，半个小时的时间内，在该路口
凡是前面车辆动作稍慢一点，必招致后面
喇叭声一片。

据了解，我市城区部分路段实行禁止
车辆鸣笛已有数年时间。市中区具体禁
鸣路段为光明路（西昌路至东外环路）、青
檀路（光明路至君山路）、振兴路（人民路
至光明路）、文化路（东外环路至西昌路）、
解放路（光明路至文化路）、君山路（建
设路向西），以及青檀路与文化路交叉口、
建华路与青檀路交叉口、胜利路公铁立交
等。

因没有具体处罚，市民对此多不在
意。当日，记者在市中区几个重要路口进
行蹲点走访时发现，汽车鸣笛几乎成了普
遍现象，其中，出租车尤甚。“我刚拿到驾
照不到一个月，昨天中午下班途经青檀路
时，看到前面有位老人过马路，我就刹车
等到老人过去再启动车子，可连续启动几
次都没成功，后面的司机就都按起了喇
叭，可越是这样我越紧张，越紧张越启动
不了，最后还是交警帮我把车开到了前
面。”市民范女士郁闷地说。

根据对城区主要“禁鸣”街道的走访

和观察，记者发现，大多数司机鸣笛比较
随意——交通稍有不畅，就把喇叭按个不
停，包括如下几种情况：提示行人，提速超
车，拐弯，还有无意识或习惯性鸣喇叭。
对此，大多数司机表示鸣笛已成习惯。随
意鸣笛的机动车中，除了私家车、出租车
和客运车外，还有不少摩托车。大多数市
民对频繁鸣笛意见较大，但也无可奈何。

对此，市中区交警部门工作人员表
示，主干道早已设置了禁鸣区，并安装了
禁止鸣笛的标志，但在日常执法中，还是
经常发现有人在禁鸣区内鸣笛。“处理违
规乱按喇叭行为取证比较难。”在文化路
执勤的一位交警说，“按喇叭是否违法比
较难以界定，因为有时候司机按喇叭确实
是为了提醒路人而作出的一个下意识动
作，这主要是一个驾驶人个人素质问题，
我们只能呼吁市民文明驾车，禁鸣喇叭，
主要还是要靠驾驶员自觉遵守。”

相关链接：
日前，济南交警发布消息，8月20日

起，济南市禁止机动车在绕城高速内鸣
笛，同时，部分路段安装声呐抓拍系统。
违者，将被处以 50 元罚款，不计分的处
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
施条例》第六十二条规定，驾驶机动车不
得在禁止鸣喇叭的区域或者路段鸣喇叭；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
十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
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
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立志向国学，少年名士多

晚报讯（记者 王龙飞）今日
21：20，我国首档名校国学少年竞
技养成节目《国学小名士》第二期
将在山东卫视播出。年仅 12岁
的葛天宇被郦波老师称为“华夏
标准后裔”；才女张淑怡画莲花送
给寇乃馨，寓意“出淤泥而不
染”。李山、郦波、马伯庸三位顶
级学者的独家解读也是一大看
点，马伯庸还戏称“庄周梦蝶”为

“盗梦空间”，通俗而不失幽默的
解读引发全场哄笑。

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在本
周《国学小名士》的首轮“百里挑
一”环节中，来自北京文汇中学年
仅 12岁的葛天宇便率先脱颖而
出，取得冲击“七星宝座”的资
格。因为他名字中的“葛天”正与
古代华夏族部落名“葛天氏”相
同，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郦
波老师便打趣道：“葛天宇，葛天

氏之名，华夏的标准后裔！”面对
老师的鼓励，葛天宇也是颇有信
心，更霸气宣言：“不辱我葛天氏
之名！”不过，葛天宇的对手也不
是等闲之辈，当他转动司南确定
对手是“七星团”的施星言时，施
星言放话称：“虽然我很温柔，但
该出手时就出手！”

《国学小名士》考验的虽然是
选手们的国学功底，但他们的才
华却包含了十八般武艺。来自福
建南山学堂的张淑怡将再次秀出
绘画才能，亲手绘制了四件衣服
送给评委和出题官。她在四件衣
服上选用了不同的意象来代表四
位老师。在送给李山的衣服上，
张淑怡画的是代表苍劲的松树，
并以《论语》中的“岁寒，然后知松
柏之后凋也”来形容李山的气质；
在送给郦波的衣服上，她画的是
竹子，只因郦波和竹子一样，“未

出土先有节，及凌云处尚虚心”；
而对于三位老师中最年轻的马伯
庸，张淑怡则选用了代表生机和
活力的叶子；唯一的女性寇乃馨
收到的是画着莲花图案的上衣，
张淑怡称赞她和莲花一样“出淤
泥而不染”。

节目里，108位国学少年间
的激烈比拼紧张刺激，三位专家
学者的解读也可谓是妙趣横生。

本周《国学小名士》中，提及
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的名句“庄
生晓梦迷蝴蝶”时，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教授李山老师指出这一典
故出自《庄子·齐物论》，还现场对

“庄周梦蝶”做出了详尽解读。当
李山道出庄子所思考的这一问题
后，一旁的著名作家马伯庸立刻
接话道：“这个应该算是盗梦空间
吧！”幽默的回答逗得李山连连称
对，在场观众也哄笑一片。

“华夏标准后裔”PK文艺淑女
张淑怡首秀画作 李山、马伯庸“互怼”

“国学小名士”今日战火再燃

晚报讯（记者 王龙飞 摄影报
道）“现在喝扎啤，实在是太方便了，
小区附近都有散装扎啤售卖点，想
喝的时候就买一点拎回家。”近日，
家住市中区中兴花园的刘先生说。
今夏，老城区很多社区内都放置了
这种售卖扎啤的机器，“用塑料袋装
扎啤”也成了一道别致的“风景”。

据悉，这些扎啤售卖机是薛城
一啤酒厂投放的，厂家负责维护，啤
酒保质期为一个星期。家住市中区
华府豪庭的张先生是位扎啤爱好
者，每年夏天还没到，他就开始混迹
于各个烧烤和路边小吃店，为的就
是感受那痛饮扎啤时的爽快，多年
来的历练，也让他练成了扎啤千杯
不醉的酒量。“其实每次喝酒时都不
怎么吃东西，就是只为了喝个扎啤，
有时兴致来了，一晚上就能喝个十
斤八斤的。”张先生说。

几年前，张先生曾在青岛工作
过一段时间，那时小巷子里经常有
卖扎啤的小店，商家会将啤酒接到
塑料袋中，然后再根据相应的斤数
算账。他表示，那时几乎每天晚上
都要买上几斤带回家喝个痛快。虽
然每到夏天售卖扎啤的餐馆也不
少，但每次只能到饭馆喝，比较有局
限性。“现在好了，社区附近有了扎
啤售卖机，喝多少打多少，在家一边
儿看电视，一边儿喝扎啤，惬意得
很。”张先生说。

记者走访了市中区内几个人口
密集的社区，幸福市场、马庄市场等
处均放置了这种扎啤售卖机，几位
售卖点负责人介绍，近几年，扎啤爱
好者越来越多，为了满足更多人的
需要，也为了给更多人提供方便，才
购进了这种售卖机，每斤啤酒卖3.5
元，好喝不贵。

不过，部分扎啤售卖点的卫生
情况还是令人担忧，多数使用的是
食品级的塑料袋，还有个别售卖点
使用的是超市的方便袋，显然没有
达到相关要求。“打散装扎啤的人越
来越多，我们还是希望他们能提供
更加卫生、安全的饮用条件，让老百
姓喝起来也更放心。”采访中，一市
民说道。

随喝随买，3.5元就能装一斤

扎啤售卖机来到家门口

市中区部分禁鸣路段示意图（制图：房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