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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郭继伟
通讯员 张明凯 报道
本报潍坊讯 11月11日，记者在潍坊市潍城

区自怡园内的小广场上看到，伴随着音乐节拍，
一群热爱健身的“大妈”翩翩起舞。而在不远处
的体育器材处，不少市民正在适合自己的健身器
材上锻炼身体。随着“10分钟健身圈”工程的不
断推进，潍城区出家门步行10分钟就可以找到健
身场地的设想已成为现实。

今年以来，潍城区多方筹措资金100多万
元，陆续在安顺广场、巨力公园、自怡园等8处
绿地广场和部分小区添加了400多件体育健身器
材，建设和完善9处健身场地，进一步改善了辖
区居民健身条件。截至目前，潍城区中心城区体
育设施覆盖率达到100%，农村体育设施覆盖率达
到60%以上，各类健身站点已达313处。

潍城建成

“10分钟健身圈”

□记者 张 鹏
通讯员 周显江 报道
本报诸城讯 “大展村董淑秀2000元，东郝

戈庄村翟春510元，大庄村孙仲堂1500元，上康
岭村陈启全1500元……”11月16日，诸城市皇华
派出所民警一边对前来领钱的村民进行登记、核
对信息，一边宣传防盗、防抢、防骗等知识。前
来领钱的村民都是近期被盗牲畜的失主，领的钱
是派出所缴获的赔偿款。董淑秀从派出所民警手
中接过2000元钱时，笑得合不拢嘴：“真没想到,
我家被盗的羊没回来，赔偿羊的钱却来了！”

今年8月份以来，皇华派出所经常接到报警
称牲畜被盗，人心惶惶。9月16日，皇华派出所
民警经过缜密侦查、走访摸排，锁定了两名嫌疑
人，并将其成功抓获。经审讯，两名嫌疑人对结
伙窜至皇华镇盗窃禽畜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为
挽回失主的财产损失，民警在办理案件的同时积
极开展追赃行动，调查清楚嫌疑人所犯案件之
后，民警将失主丢失的家禽能退还的退还，被销
赃的将犯罪嫌疑人的赔偿款退还给失主。

董淑秀说，当时家里被盗一只大羊、三只小
羊，一家人非常着急，虽然报了警，但对追回被
盗的羊没有抱太大希望，后来听说小偷被抓，羊
却被卖掉了。11月16日上午，当她接到民警电话
时还不敢相信丢了羊还能要回钱。

被盗的羊没追回

赔偿的钱回来了

□记者 张 蓓
通讯员 李国辉 报道
本报昌邑讯 日前，在省质监局批准的全省

13个项目创建2014年度山东省农业综合标准化示
范区中，昌邑市一处家庭农场综合标准化示范区
榜上有名。

该示范区总占地面积100多亩，采用现代生
态循环农业发展模式，综合养殖、种植、沼气等
多个农业项目，集“猪—沼—菜—暖”四位一
体，由昌邑市宇林生态园承担，省标准化研究院
和该市质监局共同参与建成。获批后,对于维护
昌邑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提升农产品的产业层次
和品牌价值，都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昌邑一家庭农场

获批建省级示范区

□记者 都镇强
通讯员 李增明 报道
本报昌乐讯 “通过税企文化共建这一平

台，不仅增进了税企间沟通与交流，拉近了双方
的距离，也实实在在地帮助我们企业解决了一些
难题。”近日，在昌乐县举办的税企文化融合培
训班上，山东乐化铝塑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建
文说。

近年来，昌乐县通过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富
有成效的共建活动，使国税文化更加贴近税收、
贴近纳税人，搭建起了“税企连心桥”，极大地
促进了纳税服务工作的优化升级。这个县以“阳
光国税”文化共建示范基地和2处干部实训基地
为依托，积极为纳税人提供零距离、个性化贴心
服务，开通微博、微信、QQ群，及时为纳税人
释疑解惑。基地定期举办税企培训班和座谈会，
组织开展文化讲堂等活动，面对面向企业开展税
收政策宣传，了解企业发展难题以及税收执法服
务方面存在的问题。

与此同时，这个县还定期组织国税干部到企
业开展实训，真诚征求纳税服务、税收执法、税
收征管、税收稽查、廉政建设等方面的意见建
议，尽最大努力把握执法服务的突破点，今年以
来先后收集各类意见建议98条，为企业解决实际
问题42个。

昌乐税企文化共建

促服务优化升级

□ 本报记者 宋昊阳
本报通讯员 刘家麟

“壮志西行追古踪，孤烟大漠夕阳中。驼铃古
道丝绸路，胡马犹闻唐汉风”。诗词中描绘的是丝
路驼铃阵阵、商贾相望于道的繁忙景象之美。丝
绸，在中国历史上作为贵族阶级荣耀的象征，丝绸
之路也是中国古代商业繁荣的重要标识。而在潍
坊，有一位艺人孙海东，他把丝绸作为自己一生的
事业，将工艺传承作为使命，几十年如一日，悉心
研究。

11月12日下午，记者在孙海东的作品展览室
里看到，一块块色彩斑斓、做工细致的丝绸丝巾整
齐地摆列其中。孙海东拿出了他的获奖作品：一块
手织丝巾。“这块手织丝巾在第六届中国（山东）工
艺美术精品博览会上获得‘鲁绣杯’山东省工艺美
术现代创意金奖。”孙海东说。

记者看到，这块丝巾绸面呈现特有的疙瘩花
纹，粗犷豪放中不失活泼自然，具备东方艺术品特
色。触摸丝巾，不仅手感丝滑，而且纹路清晰。“在
以前，这称得上是奢侈品。”孙海东说。

孙海东于2013年8月被授予“潍坊市工艺美术
大师”荣誉称号，2014年10月被授予“山东省工艺
美术大师”荣誉称号。“我母亲是从事养蚕行业的，
我从小就对这项工艺感兴趣，也比较喜欢，在学校
里学的也是这个专业，从山东省丝绸工业学校毕
业后，我就从事这项工艺的研究。”孙海东说。

“大约在1997年前后，我有很多同行因为市场
不景气都选择其他行业了，大家觉得这项工艺没
有前途，看不到任何希望。”孙海东说，从业近30年
来，他一直坚守着自己的职业，从未放弃研究，最
终迎来了转机。2004年，孙海东组建了潍坊海孚丝
绸有限公司，投资200万元，发展木机100台。“在保
护传承的基础上，我们公司注重传统工艺和现代
技艺相结合，相继研织出大条绸、海孚绸、料绸、色
织丝巾等系列技艺创新产品，以独特的质地、身
骨、手感、光泽和产品风格，维持着特定的消费市
场，受到国内外高端客户的欢迎。”孙海东说道。

虽然丝绸看似朴实无奇，但制作过程却十分
复杂。“制作成丝绸成品一般要经过缫丝、络丝、摇
纬、整经、染色、织绸、后整理等工序，首先把缫好
的丝进行顺色调配，然后药丝，之后在浆丝盆里过
土粉浆料，形成‘牛尾巴’条，再加豆浆使纤维收缩
成形，最后置于晾丝杆上顿丝、分条，自然晾干。”
孙海东说，将顿好的丝条，按所织产品的工艺规格
要求络丝、并丝后，在牵床上退卷拉成柳子即为经
线；在拧穗车上拧为穗子或蝼蛄，即为纬线。

记者了解到，经纬丝线制作完毕后即可缯机
织绸，然后再炼绸。传统的炼绸方法是先用纯碱、
肥皂煮炼，俗称“炸绸”。之后用清水洗绸、脱水、晾
干，最后进行润绸、平绸工序，自然晾干即得漂炼
成品。“丝绸的制作过程十分枯燥乏味，都是些简
单重复的动作，但需要极大的耐心，有时候我一天
要在厂里工作十几个小时。”孙海东说，丝绸制作
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制作的每一件成品都要付
出巨大的努力。

谈到丝绸的继承与发展，孙海东认为，要坚守
先人留下的这门手艺，认真钻研，在继承传统丝绸
工艺的基础上要创新，对下一代加大培养力度。记
者了解到，孙海东目前已有10多名徒弟，他在选拔
人才时把耐心、悟性看得尤为重要。“我们应该以
技艺为保障，以市场为导向，积极走产业化发展道
路，使濒临失传的茧绸织造技艺得以传承和创新，
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的保护和发展作出重
大贡献。”孙海东说。

潍坊丝绸：丝丝入扣的“奢侈品”

银行卡换“芯”更安全更多能
磁条卡虽存安全隐患，但市民换卡热情不高

□ 本报记者 李 慧 宋学宝

央行从2011年开始推广以芯片型银行卡
（金融IC卡）取代磁条型银行卡。作为磁条卡
的升级，芯片卡安全性能极高，解决了磁条卡
易被复制的问题。而由于过去的ATM、POS机
等受理终端未完全改造，尚不能完全支持芯片
卡使用。因此，为了使磁条卡顺利过渡到芯片
卡，近几年各大银行陆续发行“芯片加磁条”
的复合卡。然而，既有磁条又有芯片的复合卡
是同一个账号，只要磁条信息被破解，就仍存
在被盗刷的风险。因此，关闭复合卡以及纯磁
条卡的刷磁条交易功能是必然趋势。而现实生
活中，人们对芯片卡的到来似乎并不热情。

手里的卡还能不能用？

近日，人民银行正式发布通知，关闭金融
IC卡的降级交易。一时间，芯片卡彻底取代磁
条卡的传言纷纷扬扬。

家住潍坊市潍城区的市民张新新习惯刷卡
购物，自从听朋友说以前的银行卡不能用了
后，就一直用现金，“怕刷卡刷不出来耽误
事，就随身带着现金，寻思着抽空去银行把钱
取出来，换张新卡。”张新新说。

而奎文区一家礼品店的收银员王女士也十
分迷惑：“每次收款刷磁条卡时总担心刷不出
来，到底还能不能用？是不是有个具体的时间

规定？”
为此，记者咨询了东风街一家建设银行网

点的工作人员王迪。据她介绍，所谓关闭金融
IC卡的降级交易，是指拥有芯片和磁条的复合
卡将只能通过“插卡”读取芯片进行交易，而
人们已经习惯的“刷卡”将无法读取磁条，也
就无法交易。这样一来，即使复合卡上的磁条
信息被盗取，制成伪卡，也将无法完成交易。
至于人们手头持有的纯磁条卡，目前还能继续
使用。“具体什么时间将彻底关闭磁条卡功
能，暂时还没有通知。”王迪说。

记者又咨询了附近一家潍坊银行网点的工
作人员，该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虽然近期内市
民依然可以像过去一样继续使用纯磁条卡刷卡
交易，但是磁条卡被淘汰是必然趋势，市民最
好抽空去换一张芯片卡，防止彻底关闭时耽误
使用。“就像二代身份证取代一代身份证一
样，肯定是要换的。”该工作人员说。

市民换卡热情不高

11月13日，在东风街一家工商银行网点，
潍坊学院大三学生高阳正在咨询更换银行卡的
相关事宜，一番询问过后，她却放弃办理该业
务。她告诉记者，原因是换张卡需要20元卡
费。“20块钱虽然不多，但我们是学生族，也
没有收入，感觉不太情愿。”高阳说。

记者走访市区多家银行网点了解到，各银

行卡更换芯片卡收费标准不一，大多收取一定
费用。除工商银行收取20元换卡费外，建设银
行费用较低为每张5元。农业银行的用户如果
在开户行办理可以免费换卡，否则每张收取10
元。而潍坊银行工作人员表示，换卡相当于在
该家银行办理一张新卡，完全免费。

“为什么有的银行可以不收费，而有的就要
收，那以后我们是不是都把钱存到换卡不收费
的银行呢。”在泰华一家私企从事财务工作的李
雪说，因为工作原因，李雪除了私人的五六张银
行卡外，还管理着单位的几张卡，几乎都是磁条
卡，全部换下来要花不少费用。而更令她头疼的
是，一换卡，原先的银行卡号就不能继续使用，
受其牵连，个人的支付宝、打车软件、自动还款、
生活缴费等与之相关联的银行卡号都要换。

记者走访的几家银行网点中，除了农业银
行的用户可以通过向开户行申请换卡保留原先
号码外，其余各家银行的工作人员均告诉记者
不能保号。并且，农业银行工作人员刘丽娟告
诉记者，如果保号的话，新卡办理时间会很
长，一般需要20天，而且这期间旧卡不能用。

“又费钱又费力的，还是先这么用着吧，
等实在不能用了再说。”对此，李雪表示。

提升安全意识早换卡

刘丽娟认为，近几年，类似银行卡在手里
钱却不翼而飞的相关报道有很多。安全是首位

的，市民不应该因为怕麻烦或者是不愿支付换
卡成本而让自己的资金继续暴露在风险中。

据了解，传统磁条卡的下方有一条黑色磁
道，上面是压缩的个人信息，只要有一台加密
读卡器，就可读出银行卡上的账号、密码等信
息，国内不少小型信息技术公司就可以轻而易
举地复制出一张具有同等功能的银行卡。而芯
片卡上的芯片可以存储密钥、数字证书、指纹等
信息，其工作原理类似于微型计算机，难以复
制，加密能力强，因此安全性能大大提高。

其实，并非所有的市民都对新卡持冷淡态
度。从事个体工作的陈其亮，平时现金流较大，
专门抽时间把手里的卡换成了新式芯片卡。“我
认为市民换卡不积极的原因关键是安全意识不
高。”陈其亮说。

据了解，除安全性能大大提升外，芯片卡还
开通“闪付”功能。用户将账户金额存入自己芯
片卡所支持的虚拟电子钱包后，到带有“闪”标
志的非接触式支付终端上，轻轻一挥卡，无需密
码和签名，就可通过扣除电子钱包中的余额来
付账。该付账方式将逐步覆盖日常小额快速支
付商户，包括超市、百货、药房、便利店、快餐连
锁等零售场所和加油站、停车场、旅游景点等公
共服务领域。

“虽然没怎么听说过身边朋友银行卡被盗
刷的案例，但一旦出现，就会损失巨大。为安全
也为方便，希望大家和我一样尽早更换吧。”陈
其亮呼吁。

□刘久平 报道
因持续干旱，安丘市牟山水库因水位下降已

不能通过输水洞供水。为此，安丘市在水库内建
设临时应急供水工程，在水库内打井80眼，建设
泵站供应生产生活用水。

哑巴辣椒

铃声不再，美味流传
□ 本报记者 李 慧

在潍坊城区，很多老人的记忆里几乎
都留存着这么一个画面：每到饭点，大街上
就传来摇铃清脆的响声。伴随着铃声，一老
一小摇摇晃晃地出现，孩子挑着扁担，一头
挑着热饼，另一头则是自家特制的炒菜，大
人则手持摇铃，一边晃着铃铛，一边高声喊
着：“啊巴，啊巴……”这摇铃之人是个聋哑
人，每天依靠摇铃招徕顾客，出售自己特制
的美食。

这样的情景经常惹得孩子们成群结队
地尾追观看，也吸引了人们纷纷围上来购
买。摇铃的聋哑人用面饼卷上菜之后，再用
小勺舀上两勺汤，还不忘用手势教乡亲们
如何拿饼，防止漏汤。

从事民俗研究的于家干介绍，这位聋
哑人姓陈，所售食物其实就是如今的卷饼，
其特别之处在于饼内所卷之菜。

“这位聋哑人制成的菜用料很简单，主
料就是咱潍坊特产青萝卜，再就是红辣椒、
肉丝，讲究的时候配些虾米、鱼子等调味。
关键是他长久琢磨出来的手艺高，炒制出
的小菜令人赞不绝口，人们给他的菜起了
个名字叫‘哑巴辣椒’。”于家干告诉记者。

东风街上一家老潍县菜馆的厨师王师
傅告诉记者，炒制“哑巴辣椒”的关键是要
有耐心，精心翻炒。热锅下油后，将细葱细
姜煸香了，就开始下辣椒，这个环节非常重
要，火候一定要当心，轻了不辣，过了发黑
发苦，而且把油都带红了，直到辣椒稍微发
黄但不黑的时候就差不多了。继而将肉丝

下锅，等肉丝显出金黄色的时候，其余调料
就可以次第下锅了。出锅前稍加一些酱油、
盐、香油，不要太多，待翻炒均匀即可出锅。

“脆生的青萝卜，香辣的红辣椒丝，混
上虾米的咸鲜，一股脑卷到热饼里，咱潍坊
人还真是好这味儿啊！”做了七八年“哑巴
辣椒”的王师傅感慨地说。

于家干告诉记者，那位创制出“哑巴辣
椒”的陈老先生早已去世，他的几个儿女如
今年龄也都六七十岁了，都没有从事餐饮
行业，未能将其父亲手艺传承下来。“不管
怎样，‘哑巴辣椒’已经成为很多人的念想，
一代代专攻本土菜的专业厨师也精心研制
此菜，以求炒制出更好的口味。陈老先生的
铃声不再，美味却可长流传。”于家干说。

11月16日，孙海东展示他的获奖作品手织丝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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