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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郭继伟 宋学宝

近日，山东省民政厅等10多个部门联合印
发《关于减轻社区负担增强社区居民委员会自
治功能和服务效能的十项规定》 (以下简称
《十项规定》)，明确了30项有法律法规依据
的、确实应由居委会协助政府开展的工作事
项，同时明确了社区居委会公章的使用范围，
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要求社区出具超出公章使
用范围的各类证明。《十项规定》引起了潍坊
市潍城区部分社区“当家人”的热议。

“最近听很多人都在讲要给社区减负的事
儿，但我还没见到正式文件。过去，很多居民
到社区居委会来找我们盖章，有些是超出我们
职责范围的，如果我们不给盖，居民会很不理
解。其实盖个章很简单，但牵涉的责任却很重
大。如果出了什么问题，我们负不起这个
责。”潍城区西关街道高家东社区党总支书记
兼居委会主任刘秋霞对记者说。

《十项规定》中规定社区居委会的公章主
要用于社区居民自治活动，为居民提供能如实
掌握的居住、政审、申请救助、抚恤、高龄津
贴、残疾保障、职工和居民社保、计划生育婚
育情况、就业扶持、子女助学金、学杂费减
免、青少年课外实践活动、志愿服务活动等方
面的证明。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要求社区出具
超出公章使用范围的各类证明，社区居委会公
章不能使用于任何承担法律责任及经济连带责
任的证明。

刘秋霞介绍，社区一般有4个公章，分别
是社区党组织公章、社区居委会公章、社区监
督委员会公章、社区调解委员会公章，其中使
用最为频繁的是社区党组织公章和社区居委会
公章。

“以前，社区公章使用范围不明确，很多
我们认为不合理的不属于社区公章使用范围的
也要我们来盖，每个星期都会碰到这种情况，
一年下来，我认为超出职责范围的章能盖五六
十个。”刘秋霞说。

“感觉啥事儿都得找社区，譬如财产公证
事宜，公证处收费后就应该去调查、公证，而
不是让居委会来出示证明。遗产继承权的放弃
声明也需要居委会盖章，我感到很不好理解。
有很多盖公章的证明，我们感觉多此一举，所
以就留存一份复印件，或是让居民写一份详细
的证明用途。一年下来，我们社区得盖300多
个公章。”潍城区城关街道增福堂社区党总支
书记兼居委会主任张迎春告诉记者。

增福堂社区居民高玉章告诉记者：“以前
有什么事情都是找单位盖章，现在基本上有事
儿就到社区跑，但到底啥时候该找啥时候不该
找，自己也搞不清楚。”

比较突出的是财产公证、民房改商业用房
办理营业执照等，这些都要居委会给盖章。但
居委会只是一个自治组织，并没有这些职能。

“居民觉得既然相关部门说了必须居委会盖
章，那我们就必须给盖，办不成事他们就不算
完，还经常有人投诉我们说不好办事、服务态
度差。”张迎春说。

刘秋霞坦言，以前居委会的工作比较单
纯，主要是计划生育、卫生、治安等方面，而
现在的管理范围很广，而且管理对象也增加了

很多，高家东社区现辖居民有15000多人，工作
量很大。“很多居民来社区盖章，你不给盖他
们绝不跟你罢休。社区工作责任及公章使用范
围明确后，我们的工作能更好地开展，居民再
要求我们盖一些不合理的公章，我们也有拒绝
的依据了，也不用经常提心吊胆的了。”刘秋
霞说。

“盖章很简单，责任却很大”
——— 社区“当家人”热议社区公章

□ 本报记者 李 慧

11月18日，在自家的小院里，69岁的李庆云老
人正和邻居韩玉华老人一起忙活着自己的绝
活——— 拉沓饼。

“拉沓饼的面是冷水面，但这个季节天冷了，不
能直接用凉水，得用温水，这样和出来的面才匀
和……”李庆云一边和面一边说。只见她一手扶着
盆，时而往盆里加些水，另一只手不停地在盆里来
回地揉搓面团，转眼工夫，一个软硬适宜的面团就
成型了，而老人的手上和盆里竟未沾丁点面粉。

记者夸赞李庆云老人和面手艺精湛，旁边的
韩玉华老人接过话茬说：“那当然，她可是擀拉沓
饼的老手了，我们十几岁的时候就认识了，那时候
她擀的拉沓饼就非常好了。后来一起上山下乡的
时候，还经常吃她做的拉沓饼。从乡下回来，她就
擀饼卖，一天擀100多斤的面粉啊！”

“面和好后，得让它‘醒醒’，这样等会儿擀饼
的时候面团才滋润。”李庆云告诉记者。等待“醒
面”的时间，韩玉华老人去院里支起面板，搬出鏊
子，点上火，等待烙饼。

大约20分钟后，面团醒好。韩玉华老人也已把
火生好，小院里升起薄薄的炊烟。炊烟之下，李庆
云坐在面板前开始擀饼。只见她将小剂面团边转
圈边用拇指按出一个凹坑，往凹坑里放进生面粉，
然后两手捏着凹坑边缘旋转。旋转到一定程度后，
将面团像包包子一样包起来，之后再用手压平，最
后用擀面杖擀到鏊子一般大小。“看起来简单，做
起来可是有门道，现在年轻人会做这东西的不多
了。关键是添面粉这步，坑要挖得不正不斜，不深
不浅，不然面粉就漏出来了。”李庆云说。

李庆云将饼擀好之后顺手扔在鏊子上，不一
会，饼上就有热气飘散，更加奇妙的是，饼开始慢
慢儿膨胀，中间形成了一个空心，小麦的香气也开
始飘散在空气中。

“火要慢，火大了容易煳。饼要勤翻，翻饼的时
候还要小心，别戳破了，不然就鼓不起来了。”韩玉
华告诉记者。

据潍坊市民俗专家于家干介绍，拉沓饼是潍
坊传统名吃，也叫“璞饼”，是当地人喜爱的一种家
常面食。其主要特点是麦香味浓、充饥。但如今会
制作此饼的人已不多，多是上了年纪的老人。

两位老人一个擀一个烙，合作很愉快。看着一
个又一个圆鼓鼓香喷喷的拉沓饼出锅，李庆云深
有感触地说：“我擀了五六十年的拉沓饼，也吃了
五六十年的拉沓饼，真不希望它以后就失传了。”

濒临失传的

潍坊拉沓饼

布老虎：针线里缝出吉祥

□记者 张 鹏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记者近日从潍坊市财政局获

悉，截至11月24日，潍坊市村级组织运转经费完
成41949万元，村均6 . 21万元，超额完成年初预
算，16县市区全部完成年初制订的村均5万元的
任务目标。

潍坊市委组织部开展了为期5个月的村级组
织运转经费保障调研，针对调研中存在的村级组
织运转经费来源渠道狭窄、村级项目支出增多、
保障经费监管不严格等影响村级组织运转经费支
出的问题，一方面继续监督落实“村账镇管”、
村务财务公开、村务监督委员会等制度；另一方
面，市级筹集资金2000万元，保障村级组织运
转。从11月底数据来看，潍城区、高新区、临朐
县等分别完成预算124 . 32%、101 . 38%、100 . 87%，
完成情况较好，三地村均分别达到6 . 50万元、
6 . 44万元、6 . 07万元。

村级组织运转经费

预算目标完成

□记者 郭继伟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近日，记者从潍坊市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了解到，潍坊市保健食品生产企业将
根据企业的信用等级进行等级评定，根据信用等
级评定结果进行分级管理。

据悉，按照信用评定工作具体要求，参与信
用等级评定企业的范围是年度有实际生产行为的
保健食品生产企业，时间为每年度评定一次。保
健食品生产企业信用等级分为A、B、C、D共4
个等级，信用等级评定项目分为6大项32小项，
其中，否决项4项，每一级都明确了评定标准。
潍坊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将依据评定结果，研
究制订下年日常监管工作计划，改进监管措施，
适当增加对C、D级企业的监督检查频次，特别
是把D级企业列入重点监管对象。

潍坊将开展

保健食品生产企业

信用等级评定

□记者 张 蓓 报道
本报潍坊讯 12月3日至7日，2014年潍坊市

中小学师生绘画作品展举办。这是潍坊市首次举
办全市中小学师生绘画作品展。

据了解，本次展览所有400余幅参展作品都是从
全市各教研室美术教研员和中小学师生提交的2000
余幅作品中精选而出的，包括了国画、油画、素描、版
画、水彩画、水粉画、儿童画等绘画种类，全面展示了
潍坊市美术教育教学发展的整体水平。

首届中小学师生

绘画作品展举办

□记者 李 慧 报道
本报潍坊讯 12月1日，潍坊招商官方微信

公众服务号——— “投资潍坊”正式开通，成为潍
坊市借助新媒体招商的又一个新平台。该平台顺
应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趋势，将致力于成为与投资
者沟通的新桥梁。

据了解，“投资潍坊”微信公众服务号集信
息发布、投资服务与交流联络功能于一体，除对
外权威发布潍坊市投资动态和重点招商项目、最
新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等信息外，还辅以多媒体方
式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并可在线收集投资者
建议和咨询。市民关注公众服务号，即可实时接
收并掌握潍坊的招商引资信息、市情概况、投资
优惠政策、产业介绍、推介项目等信息，还可留
下投资建议，,向潍坊市招商局咨询相关项目投
资事宜，获取项目投资服务等信息。

潍坊招商官方微信公众服务号

“投资潍坊”开通

□记者 张 蓓 报道
本报潍坊讯 12月4日至6日，由潍坊市文化

广电新闻出版局主办的“潍坊市音乐作品（词、
曲）创作培训班”和“潍坊市舞蹈创作培训班”
成功举办，来自潍坊市各县市区文化、教育部
门、音协、舞协以及社会音乐、舞蹈创作爱好者
130余人参加了培训。

培训班邀请了省专家与学员开展了词、曲创
作以及舞蹈创编方面的研讨、座谈、实践等培训
活动，并对今年入围省“群星奖”的音乐、舞蹈
作品及潍坊市音乐、舞蹈专业干部创作的音乐、
舞蹈作品进行了点评和指导。

音乐舞蹈创作

培训班举办

□张鹏 徐春光 陈瑞发 报道
11月26日，诸城市石桥子镇中心学校的学生们在练字。近年来，该校整体推进“写字育人”实践研究，把写字与学生的成长密密切融

合，引导学生在练字中得到历练。学校规定每周两节写字课，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上课前练习20分钟，每天下午书法兴趣小组的学生在
下午第三节课自主安排时间练字。同时，通过“星级小小书法家”的评选，让成功体验成为写字教育的推动力。

□董 超 刘洪涛 报道
12月5日“国际志愿者日”，临朐县掀起了“还

汉字尊严”活动，宣传规范使用汉字。学生走上街
头开展“啄木鸟行动”，对路边的广告牌、标语等进
行认真查看、登记，对不规范使用汉字的单位和个
人提出修改建议，受到社会各界群众的好评。图为
冶源镇迟家庄小学志愿者活动小分队在“啄木鸟
行动”中记录街道旁的不规范用字。

□ 本报记者 宋昊阳
本报通讯员 刘家麟

在汉族人民几千年的繁衍生息中，虎
和龙以其威武神圣共同构筑了民族的图
腾。龙为天子和神圣的象征，虎则深入到
民间，成为百姓的精神寄托。在潍坊，布
老虎是艺人们自古以来制作布玩具的主要
形式，虎帽、虎鞋、虎枕头等在人们家中
至今还能常常见到。如今，潍坊手工艺人
张宁和她的徒弟们，仍在用手中的针线和
布料，将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制作成
一只只形态各异的布老虎，为人们祈福纳
祥、镇宅避祸。

11月30日，记者在寒亭区杨家埠的天
成飞鸢风筝厂里看到，货架上摆放着一只
只大小不一、色彩斑斓的布老虎玩具，这
些布老虎与真正的老虎外形差别不小：头
和眼睛较大，腿和尾巴很小，整体上呈现
出一种憨态可掬、友善近人的“乖乖虎”
形象。

“潍坊的布老虎整体形象是比较可爱

的，适合小孩子们玩耍，还能让老百姓喜
欢，这跟齐鲁大地浓厚的儒家文化氛围有
关。其他地区例如西安等地，布老虎形象
则偏向凶猛威严。”今年39岁的张宁说，
她从小就喜欢制作布玩具，恰好母亲和姥
姥也有制作的手艺，就一点一点教给了
她。她结婚以后，更是把制作布老虎当成
自己的职业，算起来已经有十五六年了。

“在民间方言中，‘虎’与‘福’谐
音，有赐福、镇宅、生财等内涵。因此，
虎形器物常被人们用来避邪，十二生肖中
其他动物形象也有制作，但是总体上还是
老虎占大多数。”张宁说，在一般人看
来，布老虎的制作方法很简单，画出样图
来之后，分别用几块棉布画出老虎形状，
然后拼在一起缝合并填充进海绵等材料即
可。但是要真正做出立体感，是布老虎制
作最难的地方。“老虎的四只腿刚好是布
料缝合的地方，不仅要缝合得完美无缺，还
要让它的腿凸出来，匀称对齐的同时要能
站稳，这样看起来才有立体感。”张宁说，现
在她和徒弟们分解加工，有的负责缝纫，

有的负责填充材料，有的负责添色，她则
主要负责设计样子。

在潍坊，不少老人都喜欢买布老虎放
在家中，一方面希望自己的孩子像老虎那
样勇敢强健，同时又希望布老虎能够成为
孩子的朋友，担负起保护孩子健康和安全
的责任。

张宁说，目前在潍坊，制作布老虎的艺
人不多了，她虽然收了一些徒弟，跟她一起
从事布老虎制作，但是由于行业本身的特
点，大多数年轻人并不愿意从事这种收入
少、工作量大的工作。“这项手艺需要制作
人心态平静，仔细认真不能浮躁。”

“我打心底喜爱制作布玩具，特别是
布老虎。这个祖先留下来的文化遗产，尽
管形态各异，视觉不同，从审美意义和文
化传承意义上说，它永远是中国民间文化
的瑰宝。希望政府和社会能够重视一下手
工艺的发展，无论是市场引导也好，制定
相关措施也好，希望能够将流传下来的这
些宝贵民俗保留住，并且发扬光大。”张
宁说。

张宁展
示她制作的
布 老 虎 玩
具。（资料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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