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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田美池、廊亭水榭、曲径通幽、花
木扶疏……在距离南皮县城十多公里的乌
马营镇范家村，坐落着这样一座宛如“世
外桃源”的农庄——范家农庄。

“庄主”李国庆在这里过上了自己向
往的生活。不仅如此，范家农庄的建成让
村子越变越美，还给村民脱贫致富带去了
希望。

“决定回来搞农庄，完全是机缘巧
合。”李国庆今年51岁，之前在北京从事
房地产生意。他 19岁就离开家乡去北京
发展并安家，好几十年都没和土地打过交
道。2018年，李国庆回老家看望父母，
一进村儿，见到村边的湾很脏，坡也陡，
完全不是记忆中的样子。于是，他自己出
资460万元清除了杂草和垃圾，还铺了观
光步道，修了防护栏，建了小廊亭，放养
了好多锦鲤，使昔日的臭水湾变成了美丽
的游园。从那之后，几乎每天傍晚，都有
很多村民到这里散步，或者坐在桥上聊
天。

在北京时，李国庆经常带家人去郊区
的农庄玩。能不能在老家也建一个农庄，
打造农村新环境、让农民享受新生活？这
个想法在李国庆的心里扎了根。

他借鉴北京农庄的做法，在范家村的
村西承包了 1000亩荒地和果园，搞起了
休闲旅游。

然而，一切并不如想象得顺利。承
包的地多是盐碱地，肥力不行，很多名
贵的观赏花木种不活，李国庆只能边试
验边改良。终于，他发现杜仲、紫荆
花、水晶冰菜长得很好，便开始大规模
引进种植。

只有植物还不够热闹。李国庆又买来
鸵鸟、香猪、黑天鹅、孔雀、鸡、羊等，
笑称要让农庄“海陆空”动物齐活儿。不
过因为缺乏羊群管理经验，刚在山东买来
300多只羊，3天后就有100多只闹病。李
国庆又开车到山东，请卖羊的商户派来技
术人员。曾叱咤商场的他放下架子，从零
学起养殖知识，像照顾孩子一样守在病羊
身边，直到羊儿们恢复健康。去年 7月，
为了让鱼塘更安全，李国庆跑遍周边几个
村子，收集了很多废旧檩条，想亲手做个
围栏。填土、打桩、固坡，颇费一番功
夫。可月底的一场大雨，冲毁了他的努
力。李国庆天生乐观，转天又去村里淘换
檩条去了。

“搞农业不像搞企业，投入的钱短期
内不一定能收回，但困难只是暂时的，我
相信农村一定能好，农业一定会强，农民
一定能富。”凭着这股犟劲儿，李国庆的
农庄步入了正轨，逐渐形成了“种、观、
游、吃、住、教”的复合模式。二三十种
果树在农庄“落户”，人们可以游览观
光、摘果摘菜，饿了就吃农家饭。很多人
远道而来，住进了干净整洁的农家院，在
宽阔的院子里烧烤、唱歌，回家前还能带
上笨鸡蛋、菜籽油等纯天然农副产品。也
有不少家庭来这儿亲子游，李国庆特意建
了室外游泳池和儿童游乐区。他还将木屋
打造成文化展览馆，集中展示村里老人做
的面塑、老虎鞋和窗花，游客在娱乐之余
感受着乡土文化……

热情豪爽的李国庆喜欢在农庄招呼朋
友，他为县里的舞蹈协会免费提供展演场
地，还让学生在这里接触大自然，大家都
喊他“庄主”。

李国庆觉得，农村不止要成为情怀回
归的地方，更要成为大家创造事业的一种
选择。现在，已有 60余名村民在李国庆
的农庄打工挣钱。他还想把成活的果
树、蔬菜品种推广给附近的村民，提高
大伙儿的收益。李国庆说，现在只是开
了个头，自己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
多。

高蕾和洪嘉鑫都是沧县人，一个住
在汪家铺，一个住在张官屯。她们曾是
高中同学，又考上同一所大学的同一个
专业。这个暑假，两人又一起报名当上
了志愿者。

高蕾和洪嘉鑫去年9月进大学校园
时，面对多种多样的学生社团和活动组
织，她们率先参加的是志愿者协会。课
余时间，她们参与了大量的志愿活动。

暑假回来后，两人想着时间充足，
商量好继续做公益帮助他人。她们在

“志愿汇APP”上看到我市许多登记在
册的志愿服务团队，其中一个叫“花好
月圆志愿服务队”的封面照片吸引了二
人的目光。她们详细看了服务队的资料
介绍和服务项目。洪嘉鑫高兴地说：“这
个服务队帮扶特教学校，正好适合咱俩
学的小学教育专业。”就这样，二人报名
参加了“花好月圆志愿服务队”，参加

“爱心相助，呵护成长”志愿服务活动。
她们去帮扶的特教学校在新华区小

赵庄乡。每次从家里到小赵庄乡，她们
都要换乘两次公交车，单程要 40 分钟
才能到达。每周3次，即使刮风下雨，
她们也没有落下。

在特教学校里，高蕾和洪嘉鑫都会
带着孩子们画简笔画、唱歌、跳舞。一
个在上面教，一个在下面指导。高蕾
说，她们第一次去上课就遇上了跟小朋
友们无法交流的问题。一些听障儿童和
自闭症儿童打着手语，她们完全看不
懂，多亏特教学校老师和其他志愿者的
帮助，她们才能顺利完成当天的活动。
有一次，她们教孩子们画救护车。“下
课前，当 20 个小朋友一起举起手中的
画时，感觉特别有成就感。”洪嘉鑫激
动地说。

高蕾和洪嘉鑫的行动也感染和带动
了身边的人。高蕾的妹妹看到姐姐每天
忙忙碌碌的，主动要求跟她一块参加志
愿服务活动。

虽然做公益有时很辛苦，但她们收
获了更多的感动与快乐。在暑期结伴做
公益，利用自己的专业，帮助有需要的
人，她们这个假期过得充实而又有意义。

我市著名我市著名作家何香久编剧作家何香久编剧

影片影片《《九兰九兰》》近期近期将全国公映将全国公映
本报讯（记者周洋）记者近日

从相关部门获悉，由市政协原副主
席、著名作家何香久编剧的历史题
材电影《九兰》，近期将在全国各
大院线播出，这部电影也是献礼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的重点作
品。

《九兰》 是以新中国成立初

期，修建十三陵水库为背景的历
史题材电影。十三陵水库于 1958
年 1月 21日动工，当年 7月 1日竣
工，工程建设历时 160 天。在水
库建设过程中，由九个名字都带

“兰”字的年轻姑娘组成的“九
兰组”，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成
为新中国建设的杰出代表和时代

符号。
何香久为了创作好剧本，精准

把握人物，于 2019 年初到北京，
利用 20多天时间，实地走访依然
健在的“九兰组”老人们，以及
当年工程的众多建设者，搜集整
理了大量珍贵历史素材。回到沧
州后，他用时半个月，创作了 3万

多字的剧本。去年 9 月至 12 月，
电影在昌平等地开机拍摄。这部
影片由著名导演朱丹执导，汇集
了张勇手、常戎、杜旭东等实力
派演员。

上个月，《九兰》在昌平举行
研讨会，与会专家称，电影 《九
兰》是一部“创造历史的建设者们

的颂歌”。
何香久表示，影片以十三陵水

库建设者梅月兰祖孙三代的家庭故
事为脉络，由三代人文化和思想观
念上的冲突，引发观众对于“什么
是真正的初心，如何追寻、坚守初
心”问题的思考和追问，具有极为
深刻的现实教育意义。

““怪怪人人””李国庆李国庆：：

放放弃做弃做““老板老板””
跨跨界当界当““庄主庄主””
李佳芳 南宝通

暑假期间，随着我市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工作的不断深入，市直相关部门加
大了对文明旅游的监管宣传和提醒引
导，因此市民文明旅游的意识也越来越
强。8月 7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工
作人员来到迎宾大道沿街公园，夏日炎
炎，游客不多，公园整体干净整洁，但
也发现了部分游客留下的“不文明印
记”。

维护美丽风景的责任，需要你我共
同承担。无论我们走到哪儿，身处何
地，都要把讲文明、树新风、传播正能
量牢记心间。节假日，莫让文明意识也

“放假”。 记 者

暑暑假相约做公益假相约做公益
孙 杰

这样出这样出游不太妥游不太妥

不文明行为曝光台

疫情期间，居家消毒很重要，但是很多
人用了错误的消毒方法。比如，每天都消
毒，蒸食醋消毒杀菌，调高室温或洗热水澡
杀灭病毒……居家消毒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居家每天都要消毒？错！如果家中没
有外人到访，也没有自我隔离的疑似症状
者，无需每天消毒。常通风、勤洗手，做
好清洁就行，消毒剂不要滥用。如果曾乘
坐公交、地铁、出租车等，特别是刚从医
院等人群密集的地方回来，应用衣物消毒
剂清洗衣服。

蒸食醋可杀菌消毒？错！有传言称食醋
中的醋酸可破坏病毒结构，产生杀灭病毒的
效果。但食醋中的醋酸含量一般较低，远不
能达到杀菌消毒的作用。蒸醋对新冠病毒没

有良好的效果。
消毒剂浓度越高越好？错！很多强效消

毒剂刺激性很强，浓度过高可能会伤害人
体。因此消毒剂浓度并非越高越好。

在室内用喷洒的方式消毒？错！浓度
75%的酒精消毒液燃点较低，火灾危险性属
于甲类。室内使用时禁止采取喷洒式消毒方
式，应采取擦拭方式并避免洒漏。保持室内
通风，以免发生火灾。室外采取喷洒式消毒
方式时必须禁止明火，防止局部喷洒浓度过
大，发生燃烧风险。

调高室温或洗热水澡能杀病毒？错！医
学验证，病毒对热敏感，但新冠病毒要在
56℃的水中保持 30分钟左右才可灭活。洗热
水澡不能灭活新冠病毒。

免洗洗手液可取代流水冲洗？错！市面
上许多含杀菌成分的免洗洗手液有一定刺激
性，可能造成皮肤过敏反应。速干的免洗洗
手液属于易燃物质，使用时应远离明火，避
免孩子单独使用。尽量用流水洗手，配合使
用肥皂或洗手液，清洁指尖、掌心、手腕各
个部位。

洗手用品只能是酒精类产品？错！世界
卫生组织等发布的相关指南中，都提到注意
洗手，且洗手用品是普通的肥皂和水。在没
有肥皂和水的情况下，采用酒精类消毒剂代
替。 高 菁 韩学敏 整理

居家消毒的7种误区，你知道吗？

疫情防控科普知识

17年制作上万根藜杖

刚刚立秋，李国胜坐在小院里的彩钢棚
下，打量着手中的一根灰菜茎。他手里拿着
一把锋利的刻刀，思忖片刻，刻了下去，手
指娴熟地变换角度，木屑便飞了出来，一根
拐杖也有了奇特的造型。由于灰菜是藜科藜
属草本植物，用它的茎制作成的拐杖被称作
藜杖。

“三羊开泰”“孔雀开屏”“龙凤呈
祥”……这些形态各异的藜杖，均出自
80 岁的民间艺人李国胜之手。家住肃宁

县留善寺镇河北村的李国胜老人，17 年
来，先后制作了上万根刻有动物造型的
藜杖，但“挑剔”的李国胜只将自己满
意的作品保留。

“十几年来，我最满意的作品就是
‘龙凤呈祥’和‘三羊开泰’造型的藜
杖。”李国胜说，这些年来，他从书本上、
民间传说中、网络上，到处揣摩各种雕刻
工艺和动物形态。制作藜杖时，他会按照
自己喜欢的形状对灰菜茎进行削、砍、
截、钻，做出雏形，再进行打磨。然后使
用桐油或者清漆给藜杖增加一层保护，上
色后再进行打磨。一根上等的藜杖大约要
一周时间才能做成，工艺简单的也要一两
天。灰菜茎上有绿色或紫红色的条棱，李
国胜雕刻藜杖的灵感，都是从植物本身的
天然形状和纹理中得来的。虽然没有经过
专业训练，但他通过不懈钻研，制作的藜
杖样式各异，顶端雕刻着孔雀、凤凰、
龙、虎等不同造型，动物形态栩栩如生，
惹人喜爱。

捡来灰菜茎雕刻处女作

用灰菜茎制作藜杖，还要从李国胜小时
候说起。李国胜回忆，自己同村孙克壮家门
前有个碾子，碾子一旁生长着一畦灰菜。灰
菜因为叶片背面布满了灰白色的细小颗粒，
用手一搓，会有闪亮的灰沙，所以被称为灰
菜。它生命力极强，不择瘠薄，不论旱涝，
什么地方都可生长，田垄野陌、水岸道旁甚
而墙角屋顶，皆可找到它绿叶婆娑、蓬勃繁
茂的身影。

那个时候，李国胜就听老人们说，
到了秋天，灰菜会长出粗壮的茎，有的高
过人头，粗如擀面杖。古人会选取优良的
灰菜茎，削刮成材，刷上清油，做成拐
杖，而且质地很轻，还不生虫。但这些
只是在老人口中得知，李国胜自己从未
尝试过。

一次偶然的机会，李国胜到北京顺义女
儿家走亲，外出遛弯时，意外发现河坡上长
着两颗长势高大、根茎粗壮的灰菜。从来没
有见过如此高大灰菜的李国胜，萌生了利用
灰菜茎制作藜杖的想法，当即决定把它们带
回家。

李国胜急忙在女儿家拿着铁锹，又返回
河坡，把灰菜掘出来。从刨下灰菜茎，到刮
下污皮，风干、锉平、磨光、题字、上漆，
工序长而复杂，李国胜一步步摸索着，耗费
了许多精力，终于在女儿家制作出了两个

“处女作”。

藜杖颇受乡亲们喜爱

看着自己亲手制作的藜杖，李国胜视
如珍宝。第二年春天，他带着藜杖回到老
家，周围的乡亲们看到了都非常喜欢。李
国胜的挚友王书湘来家中做客，发现了他
制作的藜杖十分精美，便想送给自己 80岁
的母亲，请求李国胜送他一根。向来重情
重义的李国胜，就将其中一根送给了挚友王
书湘。

2006 年的时候，李国胜家改建庭院。
到他家施工的师傅发现李国胜雕刻的藜杖
颇为欣喜，当即提出想买下这把藜杖。虽
有些不舍，但李国胜仍没有拒绝，听说对
方买拐杖是要为老人尽孝，李国胜很感
动，欣然把仅剩的一把藜杖送给了施工的
师傅。就这样，李国胜的两把藜杖都送给
了需要的人。

那个时候，李国胜就在想，用灰菜茎
制作藜杖，既能陶冶情操，又能节约木
材、美化环境，既然大家都这么喜欢藜
杖，不如沉下心来专门制作藜杖，送给那
些需要的老人。

又到秋季，李国胜在女儿李文书的陪同
下，再次来到曾经挖灰菜的河坡上，可这一
次，他没有找到粗壮的灰菜茎。李国胜有些
失望，便决定把灰菜籽带回去，种在自家的
自留地里。

从此，李国胜连续 3年种植红芯灰菜，
从浇水施肥、到掐尖打杈、再到设计造型，
在李国胜的精心管护下，灰菜长势很好。就
是那 3年里，让李国胜积累下了 3万多根优
质原材料。

这些年来，十里八乡只要有老人需要，
他就会将自己珍藏的藜杖免费赠送，至今已
送出上千件。年过八旬的李国胜说，制作藜
杖是自己的爱好，只要身体条件允许，就要
坚持把剩下的灰菜茎全部加工成实用的藜
杖，免费送给需要的老人。

老人老人老人雕刻灰菜茎雕刻灰菜茎雕刻灰菜茎
制作藜杖赠乡邻制作藜杖赠乡邻制作藜杖赠乡邻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邢邢 程程 本报通本报通讯员讯员 刘巨雷刘巨雷

李国胜仔细端详藜杖

精心为藜杖上色

游客走后游客走后，，草坪尽是杂物草坪尽是杂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