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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公告
◆ 丁 沙 沙（ 身 份 证 号

372925198910101547）丢失潍坊市

中南锦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开具的潍坊中南樾府房号12＃

楼-2单元-1502房款发票1张，发

票代码037002000104，发票号码

25408225，开具日期2021-11-03，

金额356115元，声明作废。

◆临朐伯爵公馆10-3-1001业主

腾 浩 程 丢 失 装 修 押 金 收 据 ，

收据号：2023090300002，金额：

3000元（叁仟元整），声明作废。

◆刘克福车牌号鲁VXX698的营

运 证 不 慎 丢 失 ，证 号 ：

370788304181，特此声明。

◆袁绍山车牌号鲁G025RK的营

运 证 不 慎 丢 失 ，证 号 ：

370788303412，特此声明。

◆黄领兵车牌号鲁VH0V23的

营 运 证 不 慎 丢 失 ，证 号 ：

370788303533，特此声明。

中中缝缝广广告告

受受理理热热线线：：

88119966666677

1155990055336600220033

1133660055336633998888

邮邮箱箱：：

778811559922000033@@

QQQQ..ccoomm

微微信信：：

1155990055336600220033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郭超 文/图

　　打金是一项精细活，看似简单，实则
考验技术和耐心。为让这项技艺发扬光
大，在青州古城经营一家打金铺的“90后”
赵嘉强，借助抖音等平台，聚力传承发扬
打金技艺，赢得诸多顾客的认可和称赞。

订订单单量量增增长长三三四四倍倍

　　春天的青州古城人潮如织，走近赵嘉
强的打金铺，就会听到“叮叮叮”带着节奏
的敲打声。赵嘉强的店面不大，一张简易
的木质操作台，镊、刀、钳、锯、针等工具摆
在面前，这几乎是他全部的“家当”。记者
赶到时，赵嘉强正在为顾客郭女士服务。
他表情严肃，动作麻利，眼神里透露出严
谨和认真。
　　郭女士从抖音上得知青州有一位打
金匠，当天上午专程从临朐县赶来，希望
把佩戴的金手镯重新打造成心仪的款式。
构思、熔金、锤打、锯切、焊接、抛光、镶
嵌……原本普普通通的一个金手镯，在赵
嘉强的精心加工下，成了一个开口金手
镯，上面还刻印上了郭女士与丈夫的姓
氏，更加光彩夺目、意义不凡。
　　“顾客只要带图来说出自己的想法，
我就能根据他们提供的原材料制作出来。
像古法、素圈、吉言手镯等，都是最近比较
流行的款式。”赵嘉强说，由于是改良金
饰，顾客要求有所不同，制作工时短则一
两个小时，长则四五个小时，需要提前预
约排队。
　　“现在接到的订单量比去年同期增长
三四倍，我中午几乎不休息。”赵嘉强说，
他平时面对的消费群体以年轻人为主。工
业化成品千篇一律，打出来的金饰则能满
足年轻人的个性化需求，顾客还能现场目

睹金饰蜕变的全过程，充满了仪式感。

辞辞去去工工作作专专心心做做一一名名打打金金匠匠

　　赵嘉强走上这条路 ，源于舅舅的
启蒙。
　　赵嘉强的舅舅曾是一名打金匠。20世
纪90年代，年幼的赵嘉强经常目睹舅舅支
起摊子打金饰，舅舅的生意非常火爆，很

多青州城里和农村的人都来找他。
　　赵嘉强特别喜欢跟在舅舅身后看他
干活，但小时候并没有想过长大了要做这
行。大学毕业后，赵嘉强进入一家餐饮公
司，工作之余开始学习金饰手工制作。
“一开始没想着用这门手艺来谋生，就是
一个爱好。”赵嘉强说，把亲手打出来的
金饰送给家人，看着他们开心自己也非常
开心。

　　一枚戒指、一个手镯、一条项链……
赵嘉强的亲朋慢慢了解到他的手艺，也很
乐意把旧金饰拿来让他打造成新样式。亲
人的口耳相传，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找到赵
嘉强定制金饰。
　　在妻子的支持下，赵嘉强决定辞去餐
饮公司的工作，专心做一名打金匠。2022
年，他带着对未来的憧憬，离开家乡去外
地系统学习，与金饰的故事也正式开始。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基本技艺
一个月就掌握了，但要学深学精还需要长
年累月的经验积累。”赵嘉强说。打金匠最
重要的特质就是坐得住，每一件精美的金
饰，靠的是眼力、手力以及耐心才能完成。
从基础的原料焊接，到独立完成顾客指定
的复杂款式，在无数次焊、敲、打、磨中，赵
嘉强的打金技艺日臻精纯。

赢赢得得认认可可和和称称赞赞

　　受技术条件所限，打金行业也曾出现
青黄不接的现象。现如今，像赵嘉强这样
的“90后”打金匠并不多见。赵嘉强想着如
何让这项技艺发扬光大，他和妻子商量，
把打金过程发到抖音平台上，效果立竿见
影。很多顾客看到后，主动来找赵嘉强定
制金饰。凭借熟练的打金技艺，赵嘉强赢
得越来越多顾客的认可和称赞。除潍坊本
地及周边城市顾客外，还有来自北京、广
州、贵州的外地顾客。
　　经过近两年时间，赵嘉强已经能够独
当一面。每天听不到“叮叮叮”的声音，他
就感觉缺少了什么。传承而不守旧、创新
而不忘本。赵嘉强很尊重老一辈打金匠
的手艺，在继承传统手艺的基础上，他的
作品还呈现精致、简约、时尚等现代元素。
  一年四季，赵嘉强的打金铺响个不
停，敲打金属的响声，交织成美妙的乐曲，
在时空里流淌。

“90后”打金匠“打”出一片天
　　本报讯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
记者 宋玉璐）3月27日，第二十五
届中国（寿光）国际蔬菜科技博览
会媒体见面会在济南召开，介绍
寿光现代农业发展情况及第二十
五 届 菜 博 会 筹 备 情 况 和 亮 点
工作。
　　记者了解到，第二十五届菜博
会将于4月20日至5月30日在寿光
市蔬菜高科技示范园（寿光国际会
展中心）举办。
　　本次展会主展区总面积45万
平方米，包括10个展馆、日光温室
高产栽培区、蔬菜博物馆、休闲农
场及室外展区。展会以蔬菜、种子
及相关产业的最新科技成果、前沿
实用技术、名优稀特品种以及蔬菜

文化为主要展示内容，计划展示
2600多个蔬菜品种，其中新品种
600多个，先进种植模式80多种，前
沿技术100多项。
　　第二十五届菜博会立足科技
化、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以服
务三农为目的，以“绿色·科技·未
来”为主题，会期内将组织举办
2024寿光设施蔬菜园区发展大会、
2024寿光蔬菜种业春季博览会、
“寿光好品”暨“寿光模式”输出先
行领军企业展等20多项活动，进一
步促进现代设施农业国际交流交
融，加速农业科技成果的汇集、转
化、交流和推广，将对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发挥重
要的推动作用。

第二十五届菜博会

媒体见面会在济南召开

　　本报讯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
记者 窦浩智 通讯员 翟世强）
3月23日，中盟创创新产业投资（深
圳）有限公司项目办经理刘德春，
到昌邑市北孟镇就畜牧粪污资源
化循环利用及现代农业发展项目
进行洽谈，并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刘德春祖籍昌邑市北孟镇李戈庄
村，通过返乡契机，双方在项目落
户及人才招引方面建立起合作
渠道。
　　昌邑市不断发挥在外人才优
势，持续打造桑梓人才工作品牌，
赋能地方经济发展。该市北孟镇以

高层次人才数据库为依托，聚焦人
才回引、培养、管理等关键环节，主
动对接人才所在的高校院所、科研
机构，全面介绍当地发展形势和
企业人才需求，引导桑梓人才主
动关注家乡发展。今年以来，北孟
镇通过在外知名人士牵线，建立
起与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
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等科研机构联系，推动姜秸秆无
害化处理及高值高效资源化利用
等项目的快速实施，推动技术成
果转化，预计带动增加产值4000
余万元。

昌邑在外人才回报桑梓

赋能地方经济发展

　　本报讯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
记者 陈静静）3月27日，记者从人
民银行潍坊市分行获悉，为打造多
元化、多层次支付服务体系，我市
上线运行境外来潍人员支付服务
“一码通”，实现境外来潍人员账户
服务、刷卡支付、扫码支付、现金服
务办理流程的“一图看懂”，重点银
行网点、外币兑换点、外卡取现
ATM、外卡商户的“一端尽览”和
“一触即达”，切实提升境外来潍人
员支付服务水平。
　　一图看懂操作流程，“码上知
晓”怎么办。“一码通”集合了境内
银行卡开立、境外银行卡绑卡、外
币兑换、外卡取现等境外来华人
员常用支付场景，以“一图”看懂
的方式列示了操作步骤，境外来
潍人员只需按照步骤操作，即可

轻松获取相应支付功能及流程
信息。
　　一端尽览服务场景，“码上找
到”哪里办。“一码通”列示了全市
重点银行网点、重点商户、外币兑
换点、外卡取现ATM清单，境外来
潍人员只需浏览“重点名录”界面，
即可实现吃、住、行、购、娱、医、学
“一站式”信息服务，全面搭建起综
合性支付服务信息体系。
　　一触即达服务地点，“码上导
到”就近办。“一码通”设立“搜索您
附近的网点”功能，境外来潍人员
可根据手机定位自动搜索到附近
的银行网点，显示银行网点地址及
联系方式，重点银行网点可为境外
来潍人员提供全功能支付服务，切
实降低境外来华人员交易成本，轻
松实现就近办。

我市上线“一码通”优化

境外来潍人员支付服务

　　3月26日，一场“引领绿色新风尚、垃圾分类入人心”宣传活动
在潍城区城关街道增福堂社区举行，社区工作人员耐心细致地为
居民们讲解如何区分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
圾，并重点介绍了垃圾分类桶的颜色标识的含义，倡导居民主动参
与垃圾分类。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驰 摄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刘燕 文/图

　　2024潍坊风筝嘉年华暨第41届潍坊国
际风筝会临近，坊子工业发展区王家庄子
村也迎来了一年中的风筝销售高峰期。3
月27日，村里大大小小的风筝企业一派繁
忙景象，家家户户紧锣密鼓接订单、赶制
风筝、发物流，这些风筝将乘着风筝会的
东风销往全国各地。
　　一手握刀，一手捏住竹片下沿，刀进
手退，瞬间成片……上午9时许记者走进
王兴胜的风筝工作坊时，他正忙着扎制龙
头蜈蚣骨架，桌子上摆着酒精灯、竹片、各
种道具、小镊子以及扎制好的龙头蜈蚣骨
架等。龙头蜈蚣是潍坊风筝的代表，吻短
口方，眼睛宽大，可以随风转动，既灵活又
不失威严，其制作工艺繁杂、难度高。
　　王兴胜劈完竹片后，再与妻子合作，
一人造型，一人扎制，一天能做出五六个
小的龙头蜈蚣骨架。赶上制作工艺复杂
的，可能需要五六天才能扎制一个。从16
岁开始扎制，至今30多年，王兴胜的手上
结了厚厚的老茧。传承和发扬着老手艺，
王兴胜每年都能扎制出龙头蜈蚣风筝新
产品，深受客户的欢迎。风筝会来临，王兴
胜更加忙碌了。“今年订单格外多，从2月
中旬到今天，做了大大小小400多个龙头
了，既有潍坊本地的客户，也有上海、广州
等大城市的客户。”王兴胜说。
　　近年来，潍坊风筝艺人在传统风筝扎
制技艺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助力潍坊风筝
越飞越高。在潍坊国言风筝厂的生产车
间，工作人员熟练地操作着缝纫机缝制风
筝布边。他们生产的现代风筝，造型简单，
花样丰富，深受客户喜欢。“风筝会来临，
我们的订单格外多，这几天正在赶制浙江
义乌的订单。”潍坊国言风筝厂负责人王
国言说。
　　在潍坊国言风筝厂的展示厅内，摆放

着大大小小300多个花型的风筝。“今年是
龙年，‘龙’造型的风筝格外畅销。”王国言
说，他们生产的风筝主要销往浙江、安徽、
江苏、内蒙古、新疆等全国各地的厂商、风
筝批发市场等。临近风筝会，他们还接到
了潍坊本地企业、单位等定制的参赛风筝
以及伴手礼风筝等。
　 据潍坊风筝协会副会长、坊子风筝产

业协会秘书长王铁源介绍，王家庄子有风
筝生产加工企业近100家、电商200多家，从
业人员达到全村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带动
周边劳动力近万人就业，年生产风筝量占
全国总产量80%左右，生产的风筝出口多
个国家，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风筝产业第一
村。乘着风筝会的东风，他们的风筝越飞
越高。

　 风筝产业的壮大，也带动了电商的发
展。近年来，王家庄子村的年轻人开起网店，
办起直播，风筝销售十分红火。据坊子区眉
村制造业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韩普庆介绍，
去年，王家庄子村还成立潍坊现代风筝合作
社，除了销售风筝外，还借助风筝会的平台，
与全国各地开展风筝文化推广活动，将潍
坊风筝更好地宣传出去。

乘着东风 飞向全国

引领绿色新风尚□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隋炜凤

　　2024潍坊风筝嘉年华暨第41届潍坊国
际风筝会即将来临，潍坊风筝艺人王小平
正在紧锣密鼓地制作《论语》等经典著作
系列的风筝。
　　3月27日上午，记者在位于市区宝通
东街与潍州路附近的潍坊凯旋风筝制造

有限公司看到，工人师傅们正在加工车间
里紧张忙碌地制作风筝。“最近我们一直
加班加点，目前已经完成了一半，预计4月
中旬完成。”身为公司董事长，王小平亲力
亲为，风筝制作的每一个环节、进度都了
如指掌。
　　“我们春节前就开始筹备，确定了这
个想法后，参照书籍本身的形状、格调来

设计风筝造型。”王小平向记者介绍，考虑
到风筝的放飞条件、放飞效果等因素，《论
语》风筝，长7米、高3.5米、厚度约0.5米，是
一款软体风筝。
　　记者从王小平画的设计图样上看到，
《论语》风筝是一个打开的书籍造型，在放
飞时，书页封面朝上，上面带有“论语”两
字和孔子肖像。书籍的内页朝下，里面摘

录了著作中部分经典语录。
　　除了《论语》书籍造型的风筝，王小平
还创作了5只以儒家经典著作“五经”为造
型的风筝，规格与《论语》风筝相同。
　　王小平表示，山东是孔孟之乡，儒家
文化源远流长。希望这些“书籍”能在风筝
会上大放异彩，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的传统
文化。

这本“《论语》”即将飞进风筝会

▲王国言介绍订单情况。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刘伟

  3月25日，潍坊市行政审批服
务局收到一张市“12345”转来的热
线工单。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张工
单既不是寻求帮助，也不是反映情
况，更不是投诉举报，而是市民于
先生的一封“感谢信”。
　　原来，3月22日下午，市民于先
生急匆匆赶到市审批服务局时已
是下班时间，在大厅食药卫生审
批专区只有几名在加班的工作
人员。正当于先生以为自己晚来
一步时，市审批服务局食药卫生
审批科窗口工作人员姚振松主动
上前询问，并为于先生提供了延时
服务。事后，于先生拨打了“12345”
市民热线，选择用这样特殊的方

式，表达对市审批服务局窗口工作
人员的谢意。
　　这是市审批服务局推行“不打
烊”服务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聚焦
企业群众更好更快办事需求，市审
批服务局打造暖心服务全过程、
项目服务全流程、预约延时全天
候、市区联动全覆盖的“四全”帮
办代办服务模式。其中一项服务，
就是解决企业群众在政务服务方
面上班时间没空办、下班时间没
处办的堵点痛点，推行双休日、节
假日“不打烊”服务，在双休日、节
假日集中为平时上班没时间的企
业群众办理审批业务。今年以来，
已通过“不打烊”服务为企业群众
办理审批业务310余件，解了群众
燃眉之急。

“12345”热线转来特殊工单

  赵嘉强
为顾客打金
手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