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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实习记者 赵妍东方）随
着气温下降，毛衣成了这个阵阵寒风的
季节里必不可少的保暖帮手。昨日，记者
走访市场发现，尽管商场里的毛衣款式
新颖时尚，可小则几百多则上千元的价
格让不少消费者望而却步。与此同时，手
工织毛衣又渐渐流行开来，很多市民选
择了手工编织毛衣。

记者在蝶园路上一家毛线店看到，
店里除了销售毛线以外，很多款式、颜色
各异的手工毛衣被挂在了显眼的位置。
店内，市民们正三三两两地围坐在一起，
一边唠着家常一边织毛衣，她们中还有
不少是正在学习各种毛衣织法的年轻妈
妈。有几个顾客与店主一起研究织毛衣
的针法，就在他们几平针、几反针的交错
重复动作后，各式各样的花式就展现在
眼前了。

店主王老板告诉记者，七八年前在
蝶园路上开了这间毛线店，以前店里就
像现在这样，会有几个顾客在店里买好
毛线后每天来学织法，大家相互学习。可
是，有一段时间不流行这种手织的毛衣
了，大家更喜欢去商场买现成的毛衣。近

几年来，这种手织的毛衣又流行起来了。
记者来到盂城路上一家毛线店，老

板娘说，她从事这个行业十几年来，见证
了针织毛衣的衰落和近年来的“回潮”，
现在她的水平已经达到了“只要是见过
的款式，就没有织不出的毛衣”。店里各
种毛线都有，顾客只要购买了毛线，她就
会手把手地教顾客织出她们看中的毛衣
款式和花式。“那些名牌毛衣卖那么贵，
其实织法很简单，我们这里很多顾客都
会。”老板娘自豪地说。正在织毛衣的李
阿姨说：“退休了在家也没什么事，就来
和大家一起织毛衣，聊聊天，还能锻炼手
关节呢。”正说着，几个年轻的妈妈也来
选毛线，并向店主请教编织方法。“今年
圣诞节，我想给老公织条围巾，正跟老板
娘学着呢，用心为爱人织毛衣或围巾，其
实也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市民孙女士
说。

随后，记者又采访了周围部分市民，
大多数市民都觉得毛衣还是实惠、实用
的好，而且如果穿着自己亲手编织或由
母亲、姐妹、女朋友织的毛衣，感觉特别
暖和、特别温馨。

私家车“客串”婚车背后有隐忧
买车容易养车难。近年来，不少私家车车

主看中了“婚车”领域，将爱车挂靠在婚庆公
司，变身“婚车族”赚外快。然而，记者日前从市
运管处获悉，私家车“走穴”涉嫌非法营运，车
主从事有偿服务应慎重。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许多新人将找婚车
的任务委托给婚庆公司解决。一到结婚旺季，
租赁婚车不仅价格高昂，而且往往会出现租不
到车的尴尬局面。因此，不少婚庆公司开始盯
上了私家车领域，婚礼车队里除了部分车辆是
新人的朋友们前来捧场外，相当一部分婚车由
私家车来“客串”。

“我们为新人联系的婚车，八成以上都是
私家车。”市区一家婚庆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由于经济条件制约，婚庆公司没有自己
的专业婚庆车队，但他们手上有一批私家车车
主的联系方式，公司会根据客户要求，联系相
应的车型来“客串”婚车。

市民杨先生刚参加工作不久，在父母的帮
助下按揭了一辆奥迪 A6L，每月按揭款大概
在 2000元左右。有次参加同学聚会，听说不
少同学将爱车在多家婚庆公司做了登记，参加
婚礼车队挣外快。于是，杨先生在朋友的推荐
下，也将爱车挂靠到了两家婚庆公司。“充当了
几次婚车，差不多就赚回了一个月按揭款。”杨
先生告诉记者，一般参加一个婚礼一上午便能
赚到五六百元“婚车费”，有时新人还会给司机
送“红包”。

走访中，记者发现像杨先生这样“以车养
车”的私家车车主不在少数，出租私家车做婚
车的车主，一般和两三家婚庆公司有“业务联
系”。车主每次出车前一天必须将爱车清洗干
净，第二天早晨 7点到指定地点集合“扎车”，

一般下午1点左右就能收工。很多车主都选择
自己当司机，这样比较放心。“不能一次性挂太
多家婚庆公司，毕竟自己也要用车。”私家车车
主刘帅告诉记者，买车是为了方便自己，“客
串”婚车只是为了赚个外快而已。

记者从市区一些婚庆公司了解到，市区众
多婚庆公司提供的婚车，大多数是通过私家车
兼职婚车 QQ群或是某型车的车友会来联系
的。记者匿名加入某婚车租赁群，发现群里大
概涉及到 50多辆各种车型的私家车，其中不
乏保时捷、宝马等豪车。群主表示，自己可以一
次性调动 30辆车，其中高档车有宝马、奔驰、
奥迪，日租金在 600元至 1200元左右，一款
中档车的出场费是 300元左右，一个迎亲车
队一般需要 6至 8辆车，总花费在一两千元。
新人普遍青睐同一颜色或是同一车型的婚车，
一些白色、黑色以及豪华品牌的婚车在结婚旺
季往往需要提前预订。

但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很多私家车车主
与婚庆公司之间的合作都非常简单，一般是谈
好价格，留下联系方式，一旦婚庆公司有需求，
私家车车主要保证人车按时到就可以。由于是
口头协议，一旦出现刮碰等交通事故，都需要
私家车车主承担。而且车友会和婚庆公司一般
不会检查车主的相关保险和车辆性能。既然如
此，没有营运资格的私家车进行有偿服务，是
否涉及非法营运？市运管处相关负责人表示，
如果是纯粹给朋友帮忙，偶尔“客串”一次婚
车，不会牵扯到道路运输管理方面的问题。如
果私家车是以营运为目的，长期从事婚车服
务，就涉嫌非法营运了。而且一旦出现意外事
故，保险公司很有可能拒赔。

实习记者 翟甜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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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 师 声 明
受高邮市高邮湖大闸蟹行业协会

（以下简称为协会）委托，为加强“高
邮湖大闸蟹”原产地品牌保护，江苏
民泰律师事务所就“高邮湖大闸蟹”
商标保护事宜发表律师声明如下：

一、“高邮湖大闸蟹”证明商标是
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的地理
标志证明商标，协会是“高邮湖大闸
蟹”证明商标注册人，享有商标管理
权。任何单位和个人使用“高邮湖大
闸蟹”证明商标，须按《“高邮湖大闸
蟹”证明商标使用管理规则》规定的
条件、程序向协会提出书面申请，并
经审核批准后方能使用，否则均构成
侵权。

二、协会负责管理“高邮湖大闸
蟹”商标。凡印制带有“高邮湖大闸
蟹”字样及“高邮湖大闸蟹”证明商
标标识和“高邮湖大闸蟹协会监制”
的包装，必须取得协会书面同意，并
在协会信息管理系统备案。对未经
同意擅自印制带有“高邮湖大闸蟹”
字样、“高邮湖大闸蟹”证明商标标识
和“高邮湖大闸蟹协会监制”包装的，

协会保留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和索赔
的权利。

三、协会已公布了获得“高邮湖
大闸蟹”准用证的个人和企业名单。
请协会会员及全市广大大闸蟹养殖
企业、养殖户注意关注媒体和登录协
会官方网站（http://www.gysgy-
hdzx.com/）查询，并按有关规定办
理高邮湖大闸蟹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准用手续。

四、协会望全市涉蟹企业和广大
养殖户切实珍惜“高邮湖大闸蟹”原
产地声誉，专心致志提高“高邮湖大
闸蟹”质量，积极维护“高邮湖大闸蟹”
品牌形象，共同促进“高邮湖大闸蟹”
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协会鼓励社会各
界人士积极举报涉嫌侵犯“高邮湖大
闸蟹”证明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对于
经查实并实现有效索赔的将给予奖
励。举报电话：0514-84473056。

特此声明！
江苏民泰律师事务所

刘耀 姜卉 律师
2016年11月11日

退休教师敬老院里当门卫，陪伴帮助孤寡老人，他说———

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就应该回报社会
王民芳，今年 72岁，周山镇一名普通的退休老教师，当他

从辛勤耕耘了 34年的教育岗位上退下来后，并不甘于享受清
闲的生活，而是主动加入镇“五老”志愿者队伍奉献爱心，并在
周山镇敬老院干起了门卫工作，甘愿陪伴帮助那些孤独的孤
寡老人们。

日前，记者慕名前往周山镇敬老院拜访王民芳老师，一进门
就见他戴着深度的近视眼镜伏案看书，边看边做笔记。记者看到
他笔记本的扉页上写着这么一段话：“我与老人们无亲无故，现
在却有情有缘。慈善注大爱，扶助留春风，何乐而不为呢？”

这段话正是王民芳甘愿到敬老院里做门卫的初衷。周山
镇优秀共产党员、高邮市优秀“五老”志愿者等一系列荣誉的
背后是王民芳老人无私的付出。

2006年，王民芳从教育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不愿享受清闲
生活，主动申请加入镇“五老”志愿者队伍，继续发挥余热，奉献
爱心，但是王民芳并不“知足”。2012年，他主动来到周山镇敬老
院应聘干起了门卫，陪伴孤寡老人，为他们排忧解难。2014年重
阳节，他主动为院内 23名病困老人捐款 1350元；2015年 6
月，他又为21名困难老人捐款 1450元；2016年春节前，他再
次为敬老院10名老人捐款1000元……

“我是一名党员、人民教师，就是要在社会中弘扬真善美，
传递正能量。”王民芳说。退休前，王民芳对工作勤勤恳恳，为

学生倾注了满腔的爱，多次为学校几名家庭困难的学生代交
学费。退休后，他仍心系教育，每年都会慷慨解囊助学帮困，还
主动与吴堡村特困生小吴结对帮扶，送钱送物,并向汶川大地
震、青海玉树地震灾区以及希望工程捐款……当上敬老院的
门卫后，王民芳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把老人们当成自己的
亲人，帮助他们打扫卫生、清洗床单、运送开水、洗澡擦背等，
只要老人有需要，他都主动去做，从来都是无怨无悔。王民芳
告诉记者，他从一个农村穷小伙成长为一名人民教师、一名共
产党员，这些都离不开党和人民的培养。人是要懂得感恩的，
现在自己退休了，还享有一份退休金，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
下，就应该回报社会，献一份爱心。

王民芳自幼家境贫寒，父亲早逝，他与母亲相依为命。从
艰难困苦中走过来的他养成了节俭的良好习惯，衣着简朴，不
抽烟、不喝酒、不打牌，省吃俭用。但当别人有困难需要帮助的
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助之手。从 1984年第一次为兴
建周山烈士纪念碑捐款至今，三十多年来，王民芳先后捐款
110余次，金额从最初的 10元到后来的几百上千元，几十年
如一日，从未间断。

“常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甜甜教师梦，浓浓师生情。退
休身犹健，胸怀报国心。古稀尚未老，永追中国梦。”采访中，王
民芳即兴吟诗一首，言语朴实却情深意长。临别前，他将记者

送到门外，提出让记者为他在敬老院门前拍一张照片。记者欣
然应允，拿出手机对准了他。镜头里的王民芳老人笑得很开
心，正如他所说，帮助了别人，也快乐了自己。

通讯员 杨甫东 记者 郭玉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