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京报讯 （记者易方
兴）“ 想 进 景 区 ？ 25 元 一
人。”昨天早晨，游客詹先生
来到北京昌平区十三陵碓臼
峪自然风景区旅游，结果发
现售票处空无一人，只有当
地村民在收门票。当地村民
称，由于此前门票所得分配
存在纠纷，该景区已于去年
被 撤 牌 ，“ 现 在 我 们 自 己
管”。昌平区旅游局则表示，
景区已被关闭，“村民的收费
行为不太合适”。

现象
景 区 被 撤 资 格

村民自己管理

昨天中午，在北京市昌
平区明十三陵景区西北约 4
公里处的碓臼峪村中，依然
能见到写有“十三陵碓臼峪
风景区”的石碑。

石碑向北约 100 米，即
是曾经的售票处和检票口，
现在均空无一人，落满灰尘。

见有人来，一名身着迷
彩服的村民走上前问“干什
么的”，得知记者是来旅游
后，村民放缓了表情，称门票
25元一位。

对于售票处空无一人，
该村民解释称，景区已经于
去年被撤销了资格，目前由
村民自己管理。“交了门票，
我们开车送你们上山去玩。”

在当地小卖部内的墙
上，贴着十多条旅游团的信
息，这说明每天仍有旅行团

前来此景点“观光”。
而游客詹先生早上来到

的地方也正是此处，詹先生
质疑，此处已经为“黑景点”。

村民
不 满 门 票 分 配

村民抵制景区

当地村民王女士称，之
前正规收门票的时候，景区
里有不少地是村民的果园，

“按理，门票所得也应该分

给我们村民，但我们没拿到
一分钱，这我们当然不干，
所以村民们一起抵制这个
景区。”

“抵制的结果就是，景区
于去年被撤销了资格，所以
现在售票处都空了，于是村
民们自己经营。”王女士说。

当地碓臼峪村村委会
中，工作人员对此均不愿表
态。一名工作人员表示，此
事只能找书记，但书记目前
不在，也无法提供其电话。

旅游局
村民自己收费“不太合适”

北京市昌平区旅游局相
关工作人员称，他们早已得
知此事，但不好管，“这个景
区以前是由个人承包的，他
与村民在门票利益分配上存
在纠纷，目前景区被撤牌了，
也处于关闭的状态，村民自
己收费的行为，我们认为不
太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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碓臼峪被撤牌 村民自设“售票点”
十三陵碓臼峪景区被撤销资格，处于关闭状态；当地村民自己卖门票，每人25元

十 三 陵 碓 臼 峪
风景区（原称郊野公
园）位于昌平区、在
明十三陵西北约4公
里的碓臼村北。共
分琴曲迎宾、高峡平
流、金峡胜境和龙潭
幽谷四个景区，有龙
潭虎涧、李自成点将
台等50多个观赏点。

据 此 前 媒 体 报
道，2011 年 2 月 9 日，
北京旅游景区质量等
级复核公布的结果显
示，11 家景区因“管
理、服务、设备设施、
停业等方面原因”，被
取消 A 级景区资格，
其中，十三陵碓臼峪
风景区赫然在列。

■ 链接

◀昨日，当地村
民（左1左2）在原景区
门口拦住游客售票。
新京报记者 吴江 摄

居民自制毛猴进驻空竹博物馆
朝阳区居民刘群杰爱好手工，自学制作毛猴工艺

新京报讯（记者卢漫）
老北京的毛猴是一种民间
艺术品。朝阳区翠城熙园
居民刘群杰，因爱好手工，
自学制作毛猴工艺，他的毛
猴“抖空竹”题材，目前在
北京空竹博物馆展出。

做毛猴“自学成才”

今年 60 岁的刘群杰，
从小就喜欢做手工。但萌
发做毛猴的想法，是因为
2010 年 夏 天 捡 到 一 个 蝉
蜕。之后，刘群杰从药店买
来辛夷（玉兰花的花骨朵，
表面为一层密密的灰褐色
绒毛），凭借印象中的毛猴
工艺品形象，用蝉蜕头部做
头，腿做四肢，辛夷为身，
做出了一个“北京大爷”的
毛猴形象。

“样子不太好看。”刘群
杰说，后来他常去市场上
转，观摩行家做出来的毛
猴，再回家练习。

经过半年的“基本功练
习”，刘群杰制作的毛猴形象
越来越自然、丰富，拉洋车、
卖冰糖葫芦等体现北京民俗
文化的题材，都生动传神。

可教想学的街坊邻居

刘群杰说，他做毛猴，
不为别的，“纯粹是觉得好
玩。”卧室电视桌的空闲
处，就是他的加工“作坊”，
他说，做毛猴的时候，注意
力完全投入其中，可以忘记
烦恼。

开始制作毛猴后，刘群
杰也有意识地搜集一些毛
猴文化，有关非遗的展览，
他也一定要去毛猴的展柜
看看。

谈到这项民间技艺的
传承，刘群杰称，他“无门
无派”全靠自学，等自己退
休有闲工夫了，如果有感
兴趣的街坊邻居想学，他
也愿意教。

目 前 ，刘 群 杰 的 毛 猴
“抖空竹”题材在北京空竹
博 物 馆 展 出 。 刘 群 杰 介
绍，这套题材耗时两个多
月，十个抖空竹的毛猴，每
个动作都不一样，有曲着

腿 的 、仰 着 头 的 、扭 着 身
的。为了更准确表现抖空
竹的动作，制作时，他走了
好几个公园，观察抖空竹
人的动作，每做完一个，便
请懂空竹的人指点。

■ 代表作

红旗渠创始人
杨贵讨著作权

书籍《杨贵与红旗渠》作者无杨贵，被
告否认涉案书籍存在著作权纠纷

新京报讯 （记者张玉学）
曾带领林县人民修建红旗
渠的历史名人杨贵，因《杨
贵与红旗渠》一书的著作权
纠纷，将该书的其中两名作
者起诉至法院，要求确认该
书著作权归自己享有。昨
日，西城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原告
原书改名改作者出版

原告杨贵和北京某文化
传播董事长杨来福诉称，1999
年，两人协商拟撰写一本以杨
贵为主线，描述红旗渠工程
的传记性书籍。得到杨贵
同意后，在杨贵推荐下又增
加了退休老干部杨增和、某
报社总编郝建生等人。

原告诉称，1999 年 8 月
18 日，杨来福与杨增和签
订了协议，约定共同编写

《红旗渠决策者杨贵》一

书。协议签订后双方均进
行了大量的采访和撰写工
作，杨贵也提供了大量的日
记、相关书籍。2004年 9 月
该书出版，标题改为《杨贵与
红旗渠》，作者变成了杨增
和、郝建生和李永生三人。

杨贵与杨来福认为上
述三人侵犯了其著作权。

被告
原书既没编写也没出版

昨日在法庭上，年逾八
旬的杨增和说，当时协议主
题是共同编写出版销售《红
旗渠决策者杨贵》一书。

“事实上，这本书既没编写
也没出版，更没有销售，因
此不存在著作权纠纷。”

由于涉案书籍所属作
者尚有一人未参加诉讼，另
一名被告郝建生未发表意
见，法庭即宣布休庭。

7月12日，垡头翠城熙园社区，刘群杰展示他的毛猴作品。
新京报记者 周岗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