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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齐 放
实 习 生 李博昊

6月 21日，本报 06版刊发 《岷江
路东段咋成了停车场？》一文，报道了
嵩山路行政服务大厅南侧的岷江路上，
车辆乱停乱放影响交通的情况。如今，
乱停乱放现象不仅没得到改善，甚至还
蔓延到了嵩山东支路上。

7月17日下午，记者再次来到岷江
路东段，发现许多车辆横着停在路边，
路中间仅余两个车道通行，给来往车辆
通行造成困难。

记者注意到，当岷江路上停不下
车辆后，一些车主开始把车辆停放在
西侧的嵩山东支路上。从岷江路口向
北至会展中心停车场，道路两侧也停
满了车辆。

记者先前采访时，市行政服务中心
办公室相关工作人员曾表示，会展中心
大楼东侧和北侧的停车场，可免费停
车，办事群众可把车停在那里。但记者
当日到停车场观察发现，里面有大量空
余车位。

采访中，市民窦先生告诉记者，许

多人为了少跑几步路，不愿去会展中心
的免费停车场，随意把车停在路边。行
政服务大厅所在的智慧港物业也有地下
停车场，有一小时的免费停车时间，足
够许多人办事了。可大家要么怕过了时
间交钱，要么嫌把车停在地下停车场麻
烦，也都把车停在路边。

“如果交通流量不是太大，可以考
虑在这里施划一些停车位，让车辆有序
停放，不至于像现在一样乱糟糟的。”
采访中，市民王女士建议。

当日下午，记者向市公安局交通
管理支队反映了此事。相关负责人表
示，岷江路开通后，特别是市行政服
务中心嵩山路大厅投入运行后，附近
车流量较大，有些人为了方便乱停乱
放汽车，影响了正常的交通秩序，群
众反响很大。鉴于此，经研究决定，
近日将在岷江路施划停车位，安装禁
停标识。

该负责人说，嵩山东支路属于单行
道路，不再设立停车位。施划停车位和
安装禁停标识后，如果仍有市民在岷江
路和嵩山东支路乱停乱放车辆，警方将
依法进行处罚。

□文/图 本报记者 朱 红
见习记者 党梦琦

有人说“三分字画，七分裱。”
好的装裱不仅能让字画得到很好的保
护，更能让字画更有灵气。刷浆、抹
糊、上墙、镶边、装框或装杆，一步
步繁琐而又细致的工作，今年 38岁
的手工装裱师余喜梅已经做了20年。

18岁接触手工裱画

近日，记者见到了余喜梅，她一
头利落的短发，说话爽朗大气。余喜
梅告诉记者，她老家在商丘，18岁
那年会计专业毕业后，不想接受家里
安排的工作，便跟着跑商丘到杭州大
巴车的叔叔到杭州“见世面”。就是
在那里，余喜梅认识了教她装裱的启
蒙老师，接触到了手工裱画，从此一
发不可收拾。

“我记得很清楚，见老师的第一
天，他拿了两幅画让我看，一幅花的是
山水，一幅花的是牡丹，问我喜欢哪
幅。”余喜梅说，“我说我喜欢山水，感
觉看得时间长了，能够进入一种意
境。”没想到这是老师对余喜梅的一
个小测试，听了她的回答，老师说她
还算有悟性，便收下了她这个学生。

“一开始只是打下手，刚开始的
半年，我感觉就像是做梦一样。随着
后来越来越深入学习，我也越来越喜
欢装裱这门手艺。”余喜梅说。

在漯河开了装裱店

2000 年，此时余喜梅已在杭州
学习了两年时间，老师派给她一个工
作。原来，老师的同学在漯河市泰山
路开画廊，手里有几幅比较好的画，
便委托余喜梅的老师帮他找一个手艺
好的装裱师，随后她便来到漯河工作
了3个月。这份工作结束之后，余喜
梅开始为自己的以后做打算。

余喜梅告诉记者，她在选择回杭
州、回商丘和留在漯河之间犹豫了很
久。虽然遭到家人一致反对，但她最
后还是下定决心留在这里。

既然下定了决心，余喜梅便决定
好好干。2002年3月，余喜梅拿出所
有积蓄，在当时的工人文化宫东边的
小巷子里租了一家门店，又借了几百
元钱买了装裱材料，将店开了起来。

“当时那条街也算是一个淘宝
街，总共有六七家装裱店，我在漯河
人生地不熟，有的顾客也不敢把画交
给我，刚开始生意很不好。”余喜梅
说，由于没生意，她每天天不黑就开
始做饭，就是为了省点电费。每个月
50元的房租，交租的时候还要想尽
办法跟房东说好话。

生意惨淡初心不改

生意的惨淡并没有让余喜梅放
弃。余喜梅告诉记者，当时每到周六
淘宝街上就会有集市，她就在门口支
个桌子，烧上水，招呼逛累的人歇
脚，跟他们聊天。“跟别人聊得多
了，认识的人也多了，慢慢地生意也
有所好转。”余喜梅说，“当时我有一
个笔记本，每天我都在上面写 10遍

‘喜梅装裱室一定成’。”说到这里，
余喜梅不好意思地笑了。

余喜梅热爱这门手艺，装裱的字
画好，靠着口碑，她也认识了不少圈
内人，生意也渐渐好了起来。如今她
在漯河安了家，租了一个更大的门店
和老公一起经营着装裱店，两人还有
了一个8岁的儿子。

担心传统手艺失传

“一幅好的作品其实是书画家和
装裱师共同完成的，好的装裱师能够
给画添彩，让画更有层次感，我的画
基本都是找喜梅装裱的。”经常找余
喜梅装裱字画的蒋女士说。

余喜梅告诉记者，手工装裱讲究
天时、地势、工巧、料美。学习手工
装裱画以来，余喜梅装过的字画近万
幅，挂轴、手卷、镜片、册页等都有
所涉及。“艺无止境，有机会我还要
去杭州学习。”余喜梅说。

20年来，余喜梅坚持手工装裱
字画，但如今她却有一丝担忧。相对
于耗时长、价格高的手工装裱，越来
越多人选择时间快、价格相对较低的
机器装裱。

“现在愿意手工裱画的人越来越
少，说不定以后这门手艺就会被人们
遗忘。如果有人愿意学，我愿意做义
工，免费教。”余喜梅说，“我一定会
将手工装裱这门手艺坚守下去。”

□本报记者 杨 淇

“我是河北省石家庄的一位老人，
前几天经过漯河时，不慎把手机丢掉，
身无分文的情况下我特别绝望。你公司
员工安凯娟、周华玲伸出援手，为我解决
了吃、住、行难题，这种大爱无私的精神
使我万分感激……”7月17日上午，一
封来自河北省石家庄市的感谢信被寄到
了漯河汽车站。

记者了解到，写这封信的老人今年
71岁，他在周口看望朋友后，准备到
长沙看望另一位朋友。由于在周口没买
到火车票，就坐汽车来漯河，准备从漯
河坐火车到长沙。

7月 9日下午 2点多，老人到达漯
河汽车站，下车走了一段路后，发现手
机不见了，想到可能是落车上了，就赶
紧返回寻找。

正在汽车站出车门检室值班的工作
人员安凯娟和周华玲，见老人提着两个
包神色慌忙地跑过来，就主动询问情
况，并帮助他找手机。

“老人的手机没找到，应该是被别
人拿走了。老人说他平时的花费都是用

手机支付，身上只有20多元现金。”安
凯娟对记者说，本来老人想给家人打个
电话，但电话号码都在手机上记录，他
一个也想不起来。

安凯娟和周华玲见老人落难，就一
边安慰他，一边拿出了两人身上的全部
现金，一共近 500 元，递到了老人手
中。“我们让他先去火车站买回石家庄
的车票，如果买不到，可以先找个旅馆
住一晚，明天再走。”周华玲说，当时
老人特别感动，还拿出身份证让她们
看，并一定要记下她俩的名字。

“老人只要平安到家就好，我俩就
是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没想到老人写了
封感谢信专门寄来。”对于老人的感谢
安凯娟和周华玲表示。

■《岷江路东段咋成了停车场？》后续

交警：施划停车位 治理乱停车
余喜梅：匠心尽付为装裱

石家庄老人乘车时手机丢失 汽车站两员工凑钱帮他回家

寄来感谢信 点赞热心人

岷江路东段路上停满车辆岷江路东段路上停满车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