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旬拾荒老人寻亲追踪

记者昨赴郭家村，实地寻人未果
张兵老人的后人，你到底在哪里

九旬拾荒老人张兵的经历，连日
来引发了云南昆明、山东济南热心市
民的关注。这位传奇的老人，最大的心
愿是有一张身份证。据老人提供的信
息，他早年曾经在济南郭庄娶妻，不过
他从不敢奢望能与自己的后人相聚。
为帮助老人寻找亲人，本报连日来多
方寻找“济南郭庄”的线索，但因济南
有多个“郭庄”，寻找过程颇费周折。

11月29日晚，78岁的热心读者刘
爱民反映，济南东郊王舍人镇有个

“郭家”村，解放前曾经驻军，兵源多
来自云、贵、川等西南地区，且有多名
军官与当地村民通婚，比较符合张兵
老人所说的情况。11月30日上午，记
者在王舍人镇相关工作人员的协助
下，来到郭家村实地探访。如今的郭
家村，2年前经过旧村改造，已经与相
邻的周家、靳家两个村庄一起，组成
了周靳郭新苑社区。村庄原来的宅基
地，已成了工业北路一家楼盘的工
地。据该村干部刘先生介绍，该村刘

姓村民是第一大姓，约占八成，其余
小姓中并没有季姓村民。“我六十多
岁了，村里没听说过有姓季的。”一名
村民十分果断地说。

在采访中，有村民表示，村里曾经
有个老太太叫“刘季氏”，要是活着的
话如今也有八九十岁。经过向村里一
名年长的老者求证，这名已经过世的
老太太，其实是“刘姬氏”，她膝下有个
女儿，终身守寡，女儿好多年前也已经
过世。

城事15 编辑/闫明 组版/张荣梅

2012年12月1日

在采访中有村民证实，解放前王
舍人镇郭家村一带确曾驻扎过部队，
而且部队官兵多年后还跟该村有过来
往。然而，经过一番求证，并没有寻找
到季英或者季明友的任何线索。

11月30日中午，66岁的热心读者
周文来致电本报说，王舍人镇靳家可
能有姓季的人家。周文来老人对于张

兵的事情十分热心，他多次拨打电话
向自己知情的同学打听相关信息，从
同学口中他得知，王舍人镇郭家村没
有季姓人家，“相邻的靳家村有可能有
姓季的。”根据这一最新线索，记者随
后与王舍人镇靳家村干部取得了联
系，然而，该村老支书表示：村里情况
他很熟悉，据他所知，靳家村并没有季

姓人家。
虽然历史上并没有驻军，但长清

区马山镇的郭庄是个大村，是否有可
能呢？抱着一丝希望，11月30日下午，
记者联系到该村干部，该村党支部徐
书记告诉记者，该村共有人口400多
户，并非800多户，徐姓是该村人口最
多的姓，小姓里也没有季姓人家。

生活日报11月30日讯(记者 王倩)
现如今什么产品都讲究个“牌子”，产品
好，牌子叫得响，大家伙就买账，那您听
没听说过咱们济南的非遗项目济南剪
纸、面塑，也有个自己的品牌名称？记者
从济南市民俗旅游文化产业协会得知，
他们已经将济南剪纸、面塑、蛋雕等民间
手工艺品申请统一商标，名字很好记，就
叫“济南府”。

在年轻面塑师刘玉超眼里，十年
间济南面塑、剪纸、蛋雕等手工艺品正
在逐渐得到市民越来越多的关注，十
年前济南市民俗艺术馆成立，这期间
加入民俗馆的艺人有800多个，但济南
市会创作这些非遗项目的手工艺创作
者们却一直在“各自为战”。若是赶上
有组织的山会、庙会，他们过去交上摊
位费，有的一次活动能挣上几个月的

钱，但接下来就只能等着下回活动，
“赶上没活动的时候，也只能等着人家
上家里去买。”社会脸谱传承人李小兰
曾经说过，因为没有独立的店铺，她和
丈夫侯志新推广社会脸谱的方式，也
只能是在有空闲的时间里，四处奔波
参加各种庙会、民俗展等活动。

申请下来的非遗项目，进入市场
之后才能谈得上生产性保护，而济南
现在市面上还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
民俗艺术品牌，济南市民俗艺术馆馆
长刘学斌说，这也是让他和民俗协会
一直感到很沉重的一件事情，“五六年
前我们就应该打造济南民俗艺术品品
牌，艺人们不能松散地各做各的，如果
能集中起来维护一个品牌，那该多
好。”在去新加坡的邮轮上，刘学斌曾
见过来自江苏、福建等地的民俗艺术

组织，他们的艺人都是着统一的会标、
生产着统一名字的产品，“不管是民俗
表演还是现场的艺术品创作，人家是
整个团队在打造一个品牌的价值。”

于是今年民俗协会将“济南府”申报
给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意
欲把它申请成手工类产品商标。“济南
府”商标一旦申请下来，济南剪纸、面塑、
木鱼石、黑陶、风筝、砖雕、木雕、蛋雕等
手工艺品将共享这个统一的品牌名称，

“以前提起面塑、剪纸，大家只会想到：
噢，那个谁会做面塑、谁会做剪纸。”但如
果共享了“济南府”品牌后，协会会给有
资质的艺人授权使用，到时候济南市这
些优秀的民间手工艺者们的作品，将挂
上“济南府”的商标，推介给全世界各地
来济南旅行的人民，和各种爱好老济南
手工艺品的市民。

□本报记者 吴永功

连日来，有关云南九旬拾荒老

人的传奇身世，牵动了昆明、济南

两个城市的心。这位九旬老人早年

曾在济南娶妻，很有可能还有后

人。为了慰藉这位孑然一身的老

人，本报与云南《春城晚报》联动，

共同帮助老人寻亲(相关报道见本

报11月29日、30日)。老人还有后人

吗？根据老人和读者提供的线索，

本报记者艰难逐一排查，于11月30
日赴最具有可能性的历城区王舍

人镇郭家村实地寻访。

热心读者再次提供信息

但经过一番求证后，也被一一否定

根据读者反馈信息，记者赴郭家村实地探访

曾经驻军的郭家村并没有季姓村民

济南的民俗手工艺咋让人记住
民俗协会给它们取了新名字：“济南府”

申请统一商标获批后，济南剪纸、面塑、蛋雕等将抱团闯市场

▲如获申请通过，济南市将出现“济南府”牌子的蛋雕、
面塑等产品。 (记者 王倩 摄)

▲昔日的郭家，如今高楼拔地而起，已没有了昔日的影子。

济南王舍人镇，郭家村老村民对着
报纸寻找知情人。 (记者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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