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互动提醒

星报讯（记者祁琳） 小刘刚走出大学校

门，原本对将来信心满满，找份兼职为赚钱，

却不料莫名其妙签了一个分期付款的协

议。“我本来是去找工作赚钱的，可现在自己

却还要付6000元的贷款，想想不对劲，找公

司退钱，但已经一个月了，还没有结果。”小刘

郁闷的将此事反应给了星报热线。

小刘称，9月27日，她在网上找兼职工作，

随后“安徽仁德教育有限公司”一名工作人员

给她打来电话称让小刘去面试，小刘便到公司

来面试。

“公司里一个老师说，有一个可以参加

活动的兼职，主要帮助解决大学生遇到的

各种困惑难题，但需要对我做培训，但这个

咨询老师说，我的专业不好，可以向一位张

老师要一个免费实习名额。”

听咨询老师如此说，小刘便找到张老

师，“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说着说着，张老师

让我签一个课程学习，说全额是 6599 元，公

司帮我付零头，自己付 6000 元，分期付款，

每个月付328元就可以。”

现场，小刘签订了一份协议，但回家后，

与朋友说起这个事情，觉得不合理，“我是去

找工作的，可是现在自己要付这么多钱的贷

款，签订的是一个‘分期乐信用钱包开通服

务协议’，这感觉跟课程学习也沾不到关系，

有上当受骗的感觉。而且这个贷款是 25 日

为还款日，过了这个日子不还，会不会影响

我今后的银行信用？”

发现不妥后，小刘与朋友多次找到当时

负责办理的张老师，但对方一直在推脱，说马

上来处理，眼下过去一个月时间，小刘一直没

有得到公司的处理结果，最终找到本报热线。

10月23日，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

联系了张老师。他告诉记者，小刘的要求，

他们一直在处理，材料也提交上去，会尽快

给小刘办理退款，但只是把钱退给小刘，但

分期乐只是他们的一个平台，小刘购买的商

品为课程，还需要自己还款。

对于小刘提出过了还款日，会不会影响

到自己的银行信用，记者帮其联系了分期

乐，一位客服称，不会影响，只是超过日子会

产生一定滞纳金。

昨日，记者再次联系小刘，小刘称公司还

未退款，随后记者又联系了张老师，张老师

称，他们是本着对学生负责，希望学生来上一

下课程，“公司有规定，遇到不可抗力或者课

程质量问题，我们可以无条件退款，现在需要

小刘来走一下程序即可。”

提醒：求职心切可以理解，但是涉及签

订合同或者付款的时候，一定要留个心眼，

以免出现不必要的纠纷。

刚出大学校门找工作
钱没赚到，六千差点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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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童劲 刘云鹏 郎章正
记者 马冰璐 文/图） 合肥市西园

街道的马龙麟阿姨情迷麦秆画十五

六年，68 岁的她不仅创作麦秆画的

技艺高超，还是非遗传人。最近，她

的一幅麦秆画作品《和谐家庭》还在

全国大赛中斩获金奖。

作为非遗传人的马阿姨情迷麦

秆画有十五六年了，“一开始，是迷

易拉罐画。”她说，在一次展览中，她

看到了易拉罐画，感觉非常奇特，便

开始边学边做。从小便擅长手工的

她很快学会了易拉罐画，变废为宝

的成就感让她非常开心。

不久以后，她又开始用麦秆创

作麦秆画，“再后来，碎布头、烟盒、

包装盒，都被我用来作画。”她说，自

己最喜爱的还是麦秆画，“刚开始学

麦秆画的时候，真是废寝忘食。”她

清晰地记得，有一次，半夜时分，她

完成了一幅麦秆画，无比激动的她

把睡梦中的女儿喊醒，让她欣赏点

评，“女儿说，妈妈，你真是太痴迷

了。”

马阿姨说，一动不动地伏案创

作四五个小时，对于她来说是家常

便饭，“虽然辛苦，但我就是喜欢麦

秆画。”为了不断精进麦秆画技艺，

她还先后前往北京、上海等地拜师

学艺。

从2005年开始，学有所成的马

阿姨还开始授课，传授麦秆画的技

艺。她的学生最小的年仅 9 岁，最

大的已是 80 多岁高龄，“只要他们

愿意学，我就愿意教。”她总是竭尽

全力地上好每节课，“我希望我的学

生们都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多年来，马阿姨先后创作了多

幅麦秆画作品，并多次获奖。最近，

她的麦秆画作品《和谐家庭》荣获

2015 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优

秀作品评比金奖，“麦秆画给我带来

了许多乐趣，这比获奖更重要。”

星报讯（邓艳梅 记者 邵华文/
图）以铁为笔，以火为墨，在薄薄的

宣纸上挥毫作画。这件听起来不可

思议的事，在78岁的刘凯老先生眼

里却轻而易举。因为，火笔画是他

毕生钻研的技艺。

刘凯家住合肥市包河区芜湖路

街道太湖新村社区，退休前曾在合

肥公益美术厂工作。自 1953 年开

始，他就跟随父亲学习火笔画技

艺。与一般的画家不同，刘老所用

的“画笔”是一支自制的火笔。木制

的笔筒，笔尖通电，接通电源之后，

便可以在宣纸上“挥毫泼墨”了。傲

雪的寒梅、挺拔的松柏，潺潺的流

水，欢快的小鸟，一支火笔在刘老操

纵下乖巧听话，栩栩如生的画面跃

然纸上。“创作一幅火笔画，至少需

要两天，”刘老介绍。

62 年过去了，刘老创作了无数

精美的画卷。2011 年，刘凯受邀到

澳门参加文化交流会，他的20多幅

作品引得众人啧啧称奇。“很多老外

不会说中文，就对我竖起大拇指。”

刘老开心地笑道。

火笔画又称烙画、烫画，起源于

西汉，兴盛于东汉宫廷，距今已有

2000 年的历史。后来由于连年灾

荒战乱，烙画工艺一度失传，直到明

末清初才真正走进民间并逐步流传

开来。

刘老介绍，在上世纪七八十年

代，火笔画曾作为合肥的特产盛极

一时，与芜湖铁画齐名。当时的省

市领导出访，都会把火笔画作为礼

物馈赠外宾。但现在，由于经济效

益偏低，学习难度较大，火笔画逐渐

式微。“当年我父亲就收了200多位

徒弟，但现在很少有人在坚持，”谈

起火笔画的未来，刘老有些无奈。

七旬火笔画家
忧心后继无人
毕生钻研，曾受邀参加澳门文化交流

刘凯火笔画作品

六旬非遗传人
情迷麦秆画
创作的麦秆画斩获全国大赛金奖

马阿姨和她的作品

高手在民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