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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艺人的纸鹞情节
永康人把风筝称为“纸鹞”，虽不像

“世界风筝之都”山东潍坊那样人人都

会做风筝，但我市也不乏手艺高超的风

筝艺人。87岁的退休教师王同宰就十

分痴迷风筝，他做的风筝精致又飞得

高，有人说他是永康“风筝王”。

于寻常人而言，风筝只是一件玩

具，但对王同宰来说，是一件值得珍藏

的艺术品。在他家中，有一个专门收

藏其风筝的工作室，里面放了上百只

形状各异的风筝：菱形风筝、沙燕风

筝、蜈蚣风筝、微型风筝⋯⋯大部分是

王同宰亲手制作的，还有部分是他从

全国各地寻觅而来。

“我从14岁开始接触风筝，如今已

70 多年了，从未间断。”王同宰说，从

14 岁学做了第一只风筝后，他便爱得

狂热。靠着一本《哈氏风筝》，他钻研

出了自己的一套方法，各种类型的风

筝制作都不在话下，风筝上的图案也

是亲手绘制。在他的众多作品中，最

长的蜈蚣风筝，有 108 节，54 米长；最

小的蝴蝶风筝只有2厘米，如一个五角

硬币大小。

对于风筝，王同宰十分珍视。“我

做风筝从来不以盈利为目的，艺术应

该珍藏。”前年，王同宰还将自己制作

的 80 多只风筝赠予了人民二小，放在

学校风筝展览馆中供人欣赏。作为人

民小学的校外辅导员，王同宰还每年

春天都会去学校教学生制作风筝。不

仅如此，时常有其他学校、社会组织慕

名而来，请他开课教学。

做风筝讲究“四艺”
在过去，老一辈的人会亲手制作

风筝，扎个骨架，糊上报纸，一个风筝

就制成了。看似简单的风筝，其实制

作起来很考验手艺。

“做风筝讲究‘四艺’：扎架子、糊

纸面、绘花彩、放风筝。”王同宰边说边

拿起两根竹篾为记者示范如何制作风

筝。

“做风筝的第一步就是扎架子，一

般用竹篾做骨架。”王同宰虽然近视达

900度，但能用一把水果刀毫不费力地

将半毫米粗细的竹篾剖成两半。

“制骨架是风筝制作的关键，讲究

平衡、对称。”他说，两根篾条垂直摆

放，交叉点在其中一根的二分之一处，

以及另一根的四分之一处。角度与比

例确保准确后，才能用线绑在一起。

随后再将轮廓的四个边用线相连。

骨架完成，糊上风筝面，绘上喜爱

的图案，绑线后便能飞了。“我干过木

工、油漆工，只要有样本，绘画自然不

在话下。”王同宰指了指墙上的名人风

筝，十分自豪。除了名人肖像，栩栩如

生的老虎、富贵鲜艳的牡丹等风筝面，

都出自他的手。“我还会紧跟时代潮

流，画些五水共治之类的图案。”

“如今风筝的文化传承已不比过

去，我很希望永康能成立一个风筝协

会，将风筝文化发扬下去，我一定竭尽

所能传授经验。”王同宰说，他的年纪

大了，许多风筝已经无法制作，只期待

永康能有更多人能爱风筝，将风筝技

艺代代相传。

风筝存在于很多人儿时的记忆

中，或是自家亲手制作，或是在风筝摊

精心挑选。对于王同宰这样的手艺人

来说，风筝线的两头，一边是无限的过

去，一边是无限的未来。童年的风筝

载着梦想，长大后的风筝带着希望。

放风筝传承的是一种记忆，更是一种

文化。

阳春三月，市民们纷纷
前往公园、郊外，感受春天，
放飞风筝。各式各样的风筝
为天空点缀上了几丝色彩，
草坪上奔跑的孩子们也为公
园注入了无限活力。

□记者 李悦

□记者 颜元滔 通讯员 翁长武

本报讯 拍婚纱照对新人来说本

该是人生中一段特别美好的回忆。但

对曾先生来说，这成了一件心里添堵

的事。近日，曾先生到市市场监管局

12315投诉我市一家影楼，婚纱照只拍

了一半，要求退款。

原来，2017 年 11 月 4 日，在永康

工作的云南人曾先生和未婚妻一起，

来到我市城区一家影楼，预约拍摄一

套 4899 的婚纱照。套系服务内容包

括妆面造型、服装饰品、量身定做婚纱

和影楼内景、东阳横店外景等。第三

天，曾先生就和未婚妻拍好了内景婚

纱照 2 套 70 张，并于 12 月中旬到东阳

拍外景婚纱照。不过，当天因为下大

雨，无法拍摄，就回来了。去年元旦，

这对新人在永康办酒席结婚了，后来

就回了云南老家。

去年11月份，在曾先生的要求下，

店员将他的外景拍摄安排在 12 月中

旬，并让曾先生填写了一张单子。没

想到，日期到了，曾先生和妻子到了店

里，却发现东阳还是去不了。一问原

因，原来是店员忘记排上去了。

过了一年多的时间既没有安排拍

摄，也没有联系沟通，曾先生要求该店

退款 3500 元。然而店方表示由于内

景已经拍摄，加上已经提供了婚纱和

海报，最多只能退 1000 元。双方争执

不下后，曾先生将此事投诉到我市市

场监管局12315。

在接受 12315 调查时，店方表示，

无论曾先生什么时候都可以来拍外景

婚纱照，店里还会免费赠送一个精美

摆台。

“今年我妻子要生小孩了，到横店

拍外景不方便。如果等到以后再拍，

那时候拍出来的婚纱照，还有意义

吗？”曾先生表示，妻子已经怀孕数月，

现在人在云南老家，外景婚纱照肯定

拍不了，已经拍好的内景婚纱照也不

要了，坚决要求退款。

市场监管局 12315 工作人员调查

后认为：双方依法形成婚纱摄影服务

合同关系，均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

己的义务。在首次外景无法拍摄之

后，双方对“再次拍外景的具体时间”

重新作了约定。但由于店员疏忽，导

致外景未拍成，应视为该店构成了合

同违约，根据我国合同法第 107 条规

定，该店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

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近日，经协商，双方达成和解协

议。被投诉婚纱摄影店退还给投诉人

曾先生 1500 元，原来约定的婚纱摄影

合同不再继续履行；此前已经交付给

顾客的海报照片和量身定做的婚纱等

不再返还。

婚纱照“忘记”拍“另一半”
店方疏忽构成违约

扫一扫 看视频

38年“黑户”
“转正”

□通讯员 陈永柯 卜诗涵 记者 叶宁

本报讯“非常感谢你们，谢谢

你们让我‘转正’了，完成了我 38 年

来最大的心愿！”徐培秋握着民警的

手，嘴里不停道谢。近日，在行政审

批科，徐培秋从民警手上接过户口

本，“转正”后的她激动万分、笑逐颜

开，长达 38 年的“黑户”问题得到圆

满解决。

1963 年 ，徐 培 秋 出 生 在 溪 口

村。1983年，家境贫寒的徐培秋，跟

随村民背井离乡来到福建省南平市

务工，从此与家里失去联系，其户口

也在后来的人口普查中被注销。后

来，徐培秋与当地一村民共同生活，

育有一子。由于没有办理结婚手

续，38 年来，她的户口问题一直都没

有着落。

十多年前，丈夫生病去世，徐培

秋身体也不好，但由于没有户口，不

能参加当地医保，医药费不能报销，

有病也不敢去医院。而且几十年没

有身份证、户口本，也不能证明自己

的身份，不能乘车买票，不能外出办

事旅游，生活十分不便。

今年3月，她和永康的亲人取得

联系后，辗转回到永康，迫切想要解

决户口问题。3 月下旬，徐培秋来到

市行政服务中心，向窗口民警表达

了上户口的愿望。同时她也知道这

是个麻烦事，已经做好永康、福建两

地跑、开证明的心理准备。她说，自

己另外两个姐姐当年嫁到福建，10

多年前回来迁户口，跑了很多趟，开

了一大堆证明，花了一个多月才办

成。

让她没想到的是，民警热情接

待了她，耐心了解了她的情况，表示

核实情况后就可以为其办理相关手

续。

为了解决徐培秋的户口问题，

市公安局行政审批科民警查阅了大

量原始档案资料，一方面安排民警

对她原来所在村的村干部和村民进

行了走访调查，详细了解她出走前

在溪口村的生活轨迹；另一方面，民

警与南平市延平区夏道镇公安派出

所取得联系，了解徐培秋在当地的

生活情况。经多方调查取证后，民

警认为可以为徐培秋解决户口问

题。

25 日上午，徐培秋来到了行政

审批科窗口，民警为她拍照，录指

纹，只用了短短20分钟，就为其补录

好了户口，同时办理了二代身份证。

当民警把崭新的户口本和身份

证递到徐培秋手里时，她激动不已，

离开家乡多年，已经不会说家乡话

的她，用福建方言连声感谢民警。

陪同徐培秋来办理户口的哥哥

也为妹妹感到高兴。“原以为可能一

辈子都没法解决，真没想到，现在政

策这么好，没让她跑一次福建、开一

张证明，我们为‘最多跑一次’改革、

无证明城市创建和开展‘三服务’活

动点赞，为市公安局行政审批科的

民警点赞。”他说。

王同宰和他的风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