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曙光（左）为志愿者送爱心餐

出征前，李倩剪去了长发。

出发再再

英雄英雄还乡还乡

责任责任依旧依旧
一眨眼，李倩从武汉回来已经

9个多月了。
2月10日凌晨，时任泊头市中

医医院脑病一区副护士长的李倩，
作为我市第三批支援湖北医疗队的
一员抵达武汉，进驻江岸方舱医院
开展医疗救治工作，3月18日从武
汉返回沧州。

那段日子里，36岁的李倩经
历了两场治愈——一场是面对新
冠肺炎疫情，与病毒的生死之
战；另一场是心理慰藉，帮助病
区患者走出情绪低谷。在她看
来，这两种“疾病”颇为相似，
虽一时没有疫苗、特效药，但并
非不可战胜。

在武汉江岸方舱医院，李倩每
班工作 6小时，给患者测量体温、
发放药物、采集咽拭子、安置新入
院患者以及进行心理疏导……这段
经历，让李倩对“有时去治愈，常
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有了更深
感触：“病毒不是最可怕的，最可
怕的是失去希望。”

医术之上是仁心，李倩成了武
汉人的“宝儿”，病区患者都愿意
看到她。大家从防护服上认出她的
名字，看见李护士来巡床，或者来
发药，口罩上方，面屏之后，露出
一双温和的眼睛，跑前跑后忙碌
着，就仿佛看到治愈后的自己，信
心大增。

如今，疫情的阴霾已经远去，
但在李倩心里，肩上的责任并没有
任何改变。

从武汉回来后，李倩调任医院
护理部副主任，同时负责院前急救
科和预防接种门诊两个科室的管理
工作。这是两个刚刚成立的科室，
小到一根棉签，大到各种医疗设
备，李倩要考虑的事比在武汉时少
不了多少。

虽然忙碌，但温情常伴左右。
武汉的病人们仍不时发来问候：林
阿姨和李阿姨邀请她到武汉旅游，
小萍妹妹寄来了一箱水果……

医者仁心，对李倩来说，不仅
仅是一句口号，更是一种信仰。

同样的信仰，也体现在更多的
医护人员身上——进驻雷神山医院
的沧州市中心医院护士于晓锋，抗
击过“非典”、新冠肺炎两场疫情
的任丘市人民医院的杨志杰……疫
情当前时，他们化身英雄，义无返
顾；寻常日子里，他们重任在肩，
就在你我身边。

温情送送

疫情疫情之下之下

暖心暖心常在常在
2020年行将过去，张曙光的

火锅店，正一步步从新冠肺炎疫情
的影响中走出来。

去年，31岁的张曙光，在清
风楼附近开了这家贰子火锅店，生
意红火。但今年年初，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火锅店迟迟无法营业。
又想到那些在防控一线彻夜坚守的
工作人员，一份担忧涌上张曙光心
头：“外面天寒地冻，他们又那么
忙，能按时吃上热乎饭吗？”他把

责任编辑 张智超
电话 3155705 电邮 rbcsdk@163.com

2020年12月24日 星期四
农历庚子年十一月初十P6 坊间故事

FANGJIAN GUSHI

相
遇
相
遇
，，最
美
好
的
人

最
美
好
的
人

最
精
彩
的
故
事

最
精
彩
的
故
事

回首20202020

展望20212021

策
划/

曹

杰

撰
文/

张
智
超

视
觉/

任

雪

日历只剩最后几页，这是
“坊间故事”今年最后一期。我
们与行将过去的 2020 年作别，
一如往年一样，这是彼此的约
定，也是不变的仪式。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用这
张薄薄的新闻纸，记录下数百张
面孔，也记录下那些眼神交汇时
闪烁出的温暖光亮。

这里有那么多瞬间，让人
心头一热——脆弱与坚强、担
忧与欢愉、坚守与信念、创新
与 传 承 …… 无 论 是 故 事 里 的
人，还是看故事的你，这些经历
都值得铭记。

新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
悄悄入侵了我们的生活。没有
特效药、疫苗尚在研制、病例
数不断攀升……一时间，城市
安静下来，商场门可罗雀，车站
不再喧闹，霓虹自顾自地亮着，
时间像凝固了一样。每个人都揪
着一颗心，人们对寻常的渴望从
未如此强烈。

但我们依然心中有光，以向
上的姿态迎接挑战。

在疫情最严重的武汉，在天
寒地冻的村头巷尾……平凡的人
们，不顾一切冲向一线，日日夜
夜，无惧风雪。

搏杀、冲刺、决战，我们一
路奋进。

奇迹，就在身边发生。
如织的人潮，与满城的春暖

花开撞个满怀。车鸣声、叫卖
声、欢笑声……熟悉的烟火气又
回来了！

这一切，都是爱与信心的力
量，源自每位平凡者的每次乘风
破浪。

光标在屏幕游走，感动的目
光停留在新闻纸上，我们与一个
个平凡英雄相遇，这才是中国最
真实、最动人的图景，也是中国
最深厚、最伟大的力量。

我们把目光投向过去，记住
每一张鲜活的面孔。也踮起脚尖
张望未来，期待书写新的故事。
满怀期待，所以无所畏惧；怀揣
梦想，所以笑对未来。

新的一年，愿温暖常伴你
我。

每个人每个人，，

都是自己的英雄都是自己的英雄
□知 言

扫码关注“热读沧州”
阅读更多精彩故事

年前刚刚拾掇干净的厨房又彻底打
扫了一遍，每天8时到店，采买食
材、洗菜配菜、确定人数、拟定送
餐路线……

最初那几天，采购食材不太方
便。为能让更多人按时吃上饭菜，
张曙光自己反倒一连吃了好几天泡
面：“既为了节省时间，也为能多
省出一份饭。”

巡警、医护人员、社区工作
者……每天，张曙光要送出四五
十份饭菜。有食客看到他发在朋友
圈里的送餐消息，误以为饭店已经
营业，纷纷打电话订餐，却又失望
而归——他要让更多一线人员吃上
可口的热乎饭。

疫情之下，每个平凡人都散发
着温暖的光芒。

黄骅市旧城镇大马口村的田玉
全，是一位卡车司机。2月，疫情
气氛正紧张时，听说不少养殖场受
疫情影响饲料紧缺，他决定提前复
工：“对我来说，一两个月不复工
没有太大影响，可要是所有司机都
这么想，养殖场里的家禽牲畜怎么
办？养殖户怎么办？其他准备复工
复产的企业怎么办？”他明白，那
些运单，不光是自己的工作，也是
别人生活的支撑。

从出门那天起，为了不给乡亲
增添感染风险，田玉全一个多月没
回村子，工作、吃饭、睡觉全在车
上，不足3平方米的驾驶室成了他
临时的家。

春夏秋冬又一年，田玉全早已
回到他温暖的小家，过上寻常而又
幸福的日子。张曙光的火锅店生意
渐渐回到正轨，正为明年的婚礼做
着准备：“困难总会过去，一切都
会好起来的。”

通人普普

平凡如你平凡如你

温暖如光温暖如光
像往常一样，张洪波架上手

机、打开APP，直播信号准时从南
皮县明槐南大街东侧的一间门市里
向四面八方传递。

这里是张洪波的宏霞手工坊，
一个再寻常不过的二层门市，一楼
被布置成展厅、工作间，二楼则是
他和妻子的生活区。但门口的牌子
又表明了它的特别之处，这里是南
皮县残疾人文化创业基地，也是南
皮县就业扶贫车间。

52岁的张洪波，从事手工编
织，他幼年患小儿麻痹症，要靠轮
椅、拐杖才能行动。从 2018 年
起，他每隔几天就会做一场直播，
为残疾人朋友讲解手工编织技巧、
残疾人能享受的相关政策……

和那些网红、“大 V”相比，
张洪波的粉丝少得可怜，只有
2000多人，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对
直播的积极性。在他心里，这不仅
仅是一场直播，更是生命的意义。

在张洪波的直播间里，受益的
残疾人越来越多，他们有的了解了
相关政策，解了燃眉之急；有的学
到一技之长，在张洪波的工作室实
现了就业；还有的懂得了如何正视
自己，走出自卑心理，与家人、朋
友和谐相处。

伟大出自平凡，正是万千平凡
者的无私奉献，才汇聚成这个温暖
的时代。

献县中医医院妇产科护士长董
艳芹，为一位素不相识的困难家庭
婴儿，捐助了价值2万多元、共计
100多罐奶粉。

黄骅市疾控中心的李洪峰，8
年累计参加 1500 多次志愿活动，

更为一位18岁女孩捐献258毫升造
血干细胞，为她点燃生命的火种。

……
人生路遥，平凡如你，不平凡

亦如你。感谢你们，在平凡中做出
了不凡，像一簇簇温暖的光，照亮
了我们每一个人。

路上在在

一份职责一份职责

一份担当一份担当
今年4月，沧州市妇幼保健院

的医生张东玲，以沧州市援疆医疗
队领队身份，来到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轮台县人民医院。

这不是她第一次来轮台了。
2015年8月，她作为我市援疆医疗
队成员，在这里工作了一年半。

5年前，首次到轮台时，落后
的医疗条件，热情的当地居民，以
及患者康复后的灿烂笑脸，都让她
倍感责任之重。回到沧州后，她仍
挂念着那里的患者和困难群众，资
助困难大学生，在网上为当地医生
做培训。

去年12月8日，当得知沧州对
援轮台县援疆干部人才即将轮换
时，她再一次递交申请书。这一
次，她要为那里带出一批高水平的
儿科医生，为孩子们的生命护航。

代买、排队、喂猫、通厕、维
修……每天 24 小时，无论风雨，
只要有订单，孙艳伟就会出发，穿
梭在河间的大街小巷。他被人们称
作“腿哥”，每天的工作，是帮客
户解决五花八门的难题。“没有解
决不了的问题，就看有没有用心去
做。”他从不觉得自己无所不能，
但做事向来竭尽全力。

工作多年，市中心医院急诊医
学部 ICU护士张薇、王莎，仍时常
做着抢救病人的梦，是压力所致，
更是责任使然。很多人觉得，ICU
是医院里离死神最近的地方，是生
死门。但在她们看来，死亡只是一
少部分，自己所做的不单单是治
愈，更是给予希望，给病人，也给
病人家属。

……
对他们来说，摆在面前的，是

职责；扛在肩上的，是担当。

张洪波在轮椅上直播

张东玲把心留在了轮台

方向新新

乘乘““云云””而上而上

创新突围创新突围
大棚里的甜瓜下了架，眼下，

王胜国又在直播间里卖起了盆栽韭
黄。

30岁的王胜国，是青县根枝
叶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之
一。他种植了 3000多亩甜瓜，今
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一时销售
受阻。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他学着年轻人的样子，尝试着

开起了直播，在网上销售合作社里
的农产品，成了“喜欢甜瓜的小哥
哥”。

“云销售”并不是件简单的
事。春季时，棚内温度已接近
40℃，王胜国在大棚里直播了一个
多小时，满打满算也就十来个观
众，好不容易有人主动说话，还是
做广告的。

有人说王胜国瞎折腾，他却觉
得这是趋势：“一个网红搞半天直
播，就能卖出一个档口两天的批发
量。”

王胜国坚持了下来。如今，一
场直播能卖出六七百公斤羊角脆。
随后，又有好几位种植户加入到直
播卖瓜的行列，王胜国相信：“虽
然现在的直播销量还不算很多，但
我们已经有了一个不错的开始。只
要网络销售渠道一打开，一定是个
大市场。”

乘“云”而上，以创新赢得自
救的，还有健身馆老板袁朗。

今年上半年，袁朗的健身馆一
直没能营业。百无聊赖之际，他拿
起手机，一边直播“撸铁”，一边
讲解健身过程中要注意的细节。

就连袁朗自己都没想到，正是
这个无心之举，帮他找到了一条走
出“寒冬”的道路。

袁朗一连直播了 10天，不但
吸引了很多粉丝关注，还有人刷起
了礼物。今年 3 月，袁朗决定转
型，从单一的线下门店式经营，拓
展为线上、线下两种模式共存。

他利用暂停营业的这段日子，
在健身馆里搭起直播间，还添置了
全套的视频录制设备。袁朗并不确
定“云健身”一定能带自己走出困
境，但他相信，线上、线下打通，
将成为健身行业的新方向。

疫情阴霾下，许许多多像王
胜国、袁朗一样的经营者，正面
出击、寻求突围，在“云端”找
到了发展方向，在化“危”为

“机”中开辟新市场，这就是创新
精神。

袁朗在“云端”找到了新方向

不少人劝李绍山把工作室
改成接送站，他都拒绝了。

青县青州镇李镇村，李绍
山的犀皮漆器工作室就在他的
家里。村子毗邻学校，村里半
数人家都挂着“小饭桌”“接
送站”的牌子，这些招牌给村
民带来不少收益。

在李绍山心里，钱不是最
重要的。

这些年，总有人打着创新
的旗号，向他推介腰果漆。这
是一种合成漆，价格低、干燥
快，但含有甲醛。李绍山不能
接受：“创新可以，但不能为了
逐利坑害别人。”徒弟劝他：

“用腰果漆也能卖掉。”一个
“卖”字，伤了李绍山的心，他
给徒弟留了一句话：“太重利益
的人，永远成不了手艺人。”之
后再没联络。太多人把犀皮漆
工艺当成追名逐利的手段，李
绍山不是，他要把它传承下去。

因为担心手艺再度失传，
这些年，李绍山一直忙着培养
新人，他收了不少徒弟，指点
过的人更不下三四十个，没门
槛，想学就行。“既然改变不
了大环境，至少可以把这门手
艺传下去。”李绍山说。

手艺人，更是“守”艺人。
32 岁的陶艺师张立民，

放着好好的部队转业工作不
要，一门心思回村烧瓷器。
冬天，四下漏风的屋子冷得
叫人哆嗦。到了夏天，窑室
温度没低过 40℃，张立民中
暑晕过去好几次。有一回，
直接倒在了窑壁上，只碰了
一下，便“刺啦”一声，留
了好大一块疤。

还有 32岁的刘青。16岁
进了家具厂，在堆满木材的厂
房里做了一件又一件传统家
具，从此生活里充满各式各样
的榫卯和一辈子都闻不倦的木
香味。“这是老辈人传下来的
手艺，舍不得丢，更不能丢。”

老手艺日渐式微，是不
幸；手艺人传承坚守，又何尝
不是万幸？“守”艺人，有情
怀、有信念、有态度、有担
当，幸而有斯，让老行当、老
手艺继续流传。

手艺老老

传承坚守传承坚守

满眼柔情满眼柔情

汽车工人吴岳鹏用技能赢
得外国专家称赞

今年今年，，与共青团沧州市委联合策划与共青团沧州市委联合策划、、组织了青年演讲类系列活动组织了青年演讲类系列活动““狮城青年说狮城青年说”。”。

聋哑人张涛回到母校任教

“守”艺人李绍山不为金钱所动

32岁的刘青执着于传统工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