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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岁的老人王成川，20年来，
每隔几天就会到运河区农行宿舍小
区写黑板报。黑板报的内容上至国
家方针政策，下至与老百姓息息相
关的生活常识。农行宿舍小区的居
民看黑板报早已成了习惯。

两块黑板报
党史写给大家看

在运河区农行宿舍小区大门
口，有一大一小两块黑板，黑板上
遒劲的字体写着中共五大的历史。

“这年头，在小区里看见黑板报还
是挺稀罕的。”一位路过的小区居
民说。老王这黑板报一办就是 20
年，别看他已经从这个小区搬到兰
亭苑小区 3年了，但这黑板报却没
断过，他还是每隔几天就来办一
期。

“王成川有 65年党龄，是我们
社区年龄最大的党员志愿者，‘七
一’时还在社区给大家讲党史
呢。”在运河区双金社区工作人员
的带领下，记者在兰亭苑小区见到
了王成川。一头银发的他，正戴着
眼镜神情专注地整理着下一期黑板
报的内容——中共六大的历史。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我就寻思利用黑板报宣传一下党
史。”王成川说，农行宿舍小区的
黑板就在大门口，比较显眼，他希
望能让更多的人看到中国共产党走

过的曲折而又光辉的历程。
王成川办黑板报，要从2011年

说起。那时，他退休在家照顾卧病
在床的老伴儿，闲暇之余喜欢读书
看报。每当看到党和国家出台新政
策或者发现有用的生活常识，他都
想分享给更多人。可是怎么分享
呢？他发现农行宿舍大门口有两块
水泥墙面。于是，他买来乳胶漆和
墨汁，混合到一起，把水泥墙面刷
成了两块黑板。等到墙面干了，就
买来粉笔，开始写黑板报。

与毛主席握手
是一辈子的荣耀

“我生在旧社会，儿时目睹了
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也看到了
中国共产党是怎么对待人民的，我
对党有着特殊的感情，少年时就立
志参军报国。”王成川说，自己 17
岁参军，18岁时读军校。1954年，
恰逢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周
年，他所在的第九航空学校代表空
军出了一个方队，而他就是方队中
的一员。当走到天安门中间向右看
时，他看见了毛主席和其他国家领
导人，心情万分激动。还有一次是
1970年国庆节，在中央执行特殊任
务的王成川，晚上到天安门广场看
烟花，他不仅近距离看到了毛主
席，还在毛主席从天安门城楼下来
时和毛主席握了手。

这些经历让王成川倍感光荣，
他在部队转业后，从事政治工作的
经历，也让他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
深刻的认识。他不仅经常自学党史
及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还常培训
机关知识分子，给他们讲党的光荣
传统。无论什么时候，自己都感恩

中国共产党给人民带来的新生活。
因此，即使退休后，他也希望以黑
板报的形式宣传共产党的好。

只要身体好
就会一直写下去

别看王成川年纪大，但一点也
不落伍，电脑、手机都能熟练驾
驭。每天早上，他都会打开电脑看
新闻，只要与人们生活相关的，他
就认真地抄在纸板上。每年的全国

“两会”他都特别关注，他会记下
新政策写到黑板上去，一写就是
20年。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召开
时，他认真阅读各媒体的报道，
把最经典的报道、与人民群众密
切相关的政策抄写下来，然后再
写到黑板上。除了国家的方针政
策、新闻时事、生活常识，小区
里发生的好人好事也被王成川写

到黑板上。有一年下大雪，一大
早，小区里的退休老干部们一起出
来扫雪，让他很受触动。于是，他
就在黑板上写了一篇《众人拾柴火
焰高，齐心扫雪利出行》的文章，
宣传正能量。

兰亭苑到农行宿舍距离并不
近，王成川刚搬到兰亭苑小区时，
每次都骑着三轮车去农行宿舍。如
今，年龄越来越大，儿女们不放
心，他就乘公交车去。

黑板经历日晒雨淋颜色会变
浅，王成川这些年不知刷了多少
回。如今，王成川虽然一头银
发，却精神矍铄；虽然已八旬高
龄，却步伐矫健；虽然有点耳
背，但说起话来思路清晰。他
说：“黑板报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
部分，只要身体好，我想写到中
共二十大、二十一大，把党的方
针政策一直抄写下去。”

黄骅市黄骅镇张常庄村有
一位九旬老人，叫刘玉珍。她
耳聪目明、精神矍铄，一场

“说走咱就走”的旅行，对她
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这
是因为，孩子们跟老人有一个
默契的约定：每年都要带她来
次“夕阳游”。

20 多年来，刘玉珍在孩
子的陪伴下，去过北京、上
海、大连、海南等数十个城
市，足迹遍布祖国的大江南
北。不仅如此，她还走出国
门，前往泰国、韩国等国家

“打卡”，成为一位不折不扣的
“老顽童”。

“我喜欢旅游，出门看看
祖国大好河山，心情也格外
好。”一提起旅游，刘玉珍老
人难掩兴奋。闲暇时间，她总
喜欢拿出旅游照片给小曾孙、
曾孙女讲旅游趣事。

“这张照片是在大连照
的，是我第一次出门旅游。”
刘玉珍老人看着照片，第一次
旅游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当
时，小女儿赵桂兰提出带她去
大连旅游，刘玉珍一听高兴得
合不拢嘴。虽然已经是 20多
年前的事了，但当时激动的心
情她依旧记忆犹新。“我激动
得一宿都没睡好，就盼着快
点天亮，早点出发。”刘玉
珍老人说，那是她生平第一
次坐高铁。一路上，欣赏着
沿途风景，老人忍不住发出
感慨：“社会真是进步得太快
了，没想到几个小时就能到那
么远的地方。”

从那以后，只要一有时
间，赵桂兰就会带着母亲到全
国各地旅游。“我妈年轻时没
少受苦，老了就想让她享享清
福。”赵桂兰说，母亲共养育
了 8 个孩子，父亲是一名军
人，长年在外忙碌，根本无暇
顾及家庭，所有的家庭重担都
由母亲一人承担。除了照顾好
一家老小，刘玉珍还要在生产
队干活养活一家人。但是刘玉
珍从没有过抱怨，让这个大家
庭里始终充满着欢声笑语。

“现在我们都长大成人了，就
想着回报母亲。”

多年来，在女儿的陪伴
下，刘玉珍去过很多城市。每
到一个城市，她总喜欢拍照留
念，一张张照片也记录下了旅
途中的美好瞬间。爱旅游的刘
玉珍还是个“热心肠”：爬山
时，遇见别人爬不动了，她就在
一旁加油打气，一边陪他们聊
天，一边往上爬；旅行时，遇见
别人拎了太多行李，总会热情
地上前帮忙…… 为此，她在
旅行中也结交了不少朋友，为
她的旅行增添了更多欢乐。

2017 年，刘玉珍不慎摔
坏胯骨。手术住院期间，她还
和子女们开玩笑说，等好了以
后，还要继续旅行。幸运的
是，刘玉珍手术后恢复得很
好，她也如愿以偿可以继续

“说走就走”的旅行。
从坐汽车、火车旅游，到

后来坐高铁、坐飞机……交通
工具的变化让刘玉珍见证了社
会的变迁与发展。“年轻时真
没想过坐高铁、飞机，那会儿
几乎都是靠走路，没想到老了
赶上了好生活。”刘玉珍老人
说，第一次坐飞机后，自己就
坐“上瘾”了，后来又坐飞机
去了深圳、广州等多个城市。
看着老人如此热爱旅游，三儿
子赵连国也抽出时间带着母亲
前往韩国、泰国等地旅行，让
老人了解到了更多的国外文
化。

“去过这么多城市，我最
喜欢的还是北京。”刘玉珍说，
每次去北京，她都会早起去天
安门广场看升国旗。看着五星
红旗飘扬在高空时，她的内心
总会洋溢起自豪之情。“我老伴
儿就是一名军人，是他们在战
场上出生入死，才换来现在的
幸福生活。”如今，赶上好时代
的刘玉珍有一个不变的心愿，
就是走遍祖国的大江南北，看
遍祖国的大好河山。

你的身材可以是大腹便便，你的年
龄可以是年近半百，你的经验可以是初
出茅庐，但这些都不影响你站在“壹叁
伍”足球队的绿茵场上。

前提是你要打心眼里热爱足球！
“壹叁伍”足球队，一支沧州市区

的民间草根球队，队员由公务员、教
师、医生、新闻工作者、企业人员、个
体户等组成，最小的 20多岁，最大的
40多岁。

不了解的人都问，“壹叁伍”有啥
含义？原来，大家平时工作很忙，周
末又都在家陪伴父母妻儿，于是就商
定在每周一、三、五的业余时间，凑
在一起踢踢球、出出汗，增加一些感
情。时间一长，有人提议，咱们足球
队干脆就叫“壹叁伍”吧。

于是，在2014年一个飘着雪花的冬
日午后，“壹叁伍”足球队正式成立
了。他们的成立口号“简单粗暴”——
下雨也踢，下雪也踢，往后余生，能踢
都踢。

这些年，来自社会各界的队员们加
入其中，他们对于足球运动的“初心”
是一致的，那就是找寻运动的快乐。

36岁的陈旭，是一名公务员，他加
入“壹叁伍”的目的很直接——随着社
交场合增多，他发现自己肚子渐渐鼓了
起来，为了减肥锻炼身体，经朋友介
绍，他成为其中的一员。从那时起，在
业余时间，饭局上的觥筹交错变成了运
动场上的挥汗如雨，他整个人也焕发了
运动光彩。他总说，现在一周不跟那帮
家伙整上几脚，总觉得少点什么似的。

“70后”肖建明，是市区一家蛋糕
店店主，2016年加入球队，因为他在队
中年长，队员们经常叫他“老肖”。老
肖说，他现在有两份“甜蜜事业”，一
份是做蛋糕，另一份就是踢足球。“岁
数越来越大了，现在就是纯享受站在绿
茵场上的那一刻。”

这些年，沧州一旦有社会性质的业
余足球比赛，“壹叁伍”足球队总会主
动报名参与。虽然取得的名次一般，但
大家都踢得心满意足。对于他们而言，
能获胜固然是好，但最重要的是兄弟们
有了在比赛中团结合作的机会。每场赛
后，不管输赢，大家都彼此击掌拥抱鼓
励。“与其说我们是一帮油腻的中年男
人，不如说是一群快乐的青春男孩
吧！”队长李贺说。

九九旬老人刘玉珍旬老人刘玉珍：：

孩子孩子带我带我““夕阳游夕阳游””
邢 程 高 箐

《旧唐书·魏徵传》中有这样一
段记载：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
镜，可以明得失。铜镜，又名青铜
镜，是古人使用铜和锡或银铅等制
作的圆形或方形的器物，其背面铸
铭文饰图案，并陪钮以穿系，正面
则以铅锡磨砺光亮，可清晰照面。
在铜镜 4000年发展历史中，有过
三次高峰期。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时
期，第二次是汉代，第三次是隋唐
时期。两宋是铜镜史的一个转折
点，这一时期在镜形上推陈出新，
除继承唐代菱花、葵花、亚字形等
传统镜形外，创制出钟形、桃形、
鼎形、带柄镜等种类繁多的镜形。
在纹饰方面，出现了龙纹、双鱼、
摩羯纹、人物故事镜等多种。

与南宋对峙的金朝，积极吸收
汉地文化，将中原内陆的大批匠人
迁至北方，在铜镜制作上异军突
起。金代铜镜主题纹饰十分丰富，
在仿汉、仿唐、仿宋的同时，也有
创新之处，以双鱼、童子、人物故
事镜较为常见，反映了当时女真人
的社会生活面貌。

童子持莲镜，又名童子戏莲
镜，金代，出土地不详。 1979
年，原沧州地区文物管理处工作人
员王敏芝从铜库拣选，后入藏文管
处文物库房。1994年8月，经河北
省文物专家鉴定组鉴定为三级文
物。镜为圆形，桥形小钮，花瓣形
钮座。钮座外装饰一圈连珠纹，主
题纹饰为四童子俯卧，追逐嬉戏，
各手举一枝莲花。童子手中的莲枝
上下延伸，左右环绕，围绕镜钮组
成了一圈环形图案，画面构图繁而
不乱，富有生活情趣。

以儿童题材作为装饰，始于宋
代，金代中期曾风靡一时。各地出
土大量宋、金时期莲花童子镜，均
与佛教有关，因为在佛经中，莲花
和子嗣生育息息相关。在与佛陀
有关的故事 《杂宝藏经》 卷一
《莲花夫人缘》中，就讲述了莲花
夫人极强的生育能力。这种莲花
童子形象，还与这一时期“磨喝
乐”崇拜有关。“磨喝乐”称谓源
于佛教，一说为“摩侯罗伽”的
谐音，一说为“罗睺罗”的讹
音。据《东京梦华录》记载：磨
喝乐是一个小胖娃娃，穿着红背
心，系着青纱裙子，手里拿着一枝
荷花或荷叶。胖乎乎的娃娃，承载
了古人求子的观念，也承担了辟邪
除祟、吉祥纳福的功能。

何抚顺

莲生贵子莲生贵子莲生贵子————
童子持莲童子持莲童子持莲镜镜镜

快乐的快乐的““壹叁伍壹叁伍””草根足球队草根足球队
本报记者 周 洋

口罩是预防病毒的重要防线，
即使打了疫苗，也要继续戴口罩。
特别是国庆小长假出行，哪些地方
须戴口罩呢？

处于商场、超市、电影院等室
内人员密集场所时要戴口罩。乘坐
厢式电梯和飞机、火车、地铁、公
交车等交通工具时要戴口罩。处于
人员密集的露天广场、剧院、公园
等室外场所时要戴口罩。医院就
诊、陪护，接受体温检测、查验健

康码、登记行程信息等健康体检时
要戴口罩。出现鼻咽不适、咳嗽、
打喷嚏和发热等症状时要戴口罩。
在餐厅、食堂处于非进食状态时要
戴口罩。

科学佩戴口罩对于新冠肺炎等
呼吸道传染病具有预防作用，既有
利于保护个人，又有益于公众健
康。那么，应该如何正确佩戴口罩
呢？

洁双手。日常注意手卫生，佩

戴和摘下口罩时，要洗手。
辨正反。戴口罩前，将口罩鼻

夹侧朝上、深色面朝外。如口罩无
颜色区别，可根据口罩皱褶判断，
皱褶处向下为外。

严密合。戴口罩时，用双手手
指置于金属鼻夹中部，一边向内按
压一边顺着鼻夹两侧移动
指尖，直至将鼻夹完全按
压成鼻梁形状为止。同时
快速吸气，检查空气是否

从口罩边缘包括鼻梁处泄露，再调
整鼻夹。

防飞溅。打喷嚏或咳嗽时不需
要摘下口罩，可适时更换；如不习
惯，可摘下口罩用纸巾或肘部遮掩
口鼻。

巧更换。口罩佩戴使用中，如
果发现口罩明显潮湿或脏污时，建
议立即更换新口罩，以免影响防护
效果。

高 菁 韩学敏 整理

出入这些地方须戴口罩出入这些地方须戴口罩

疫情防控科普知识

老党员王老党员王老党员王成川坚持成川坚持成川坚持202020年写板报年写板报年写板报
本报记者 胡学敏

不文明行为曝光台

本报讯（记者李佳芳） 9月 24
日上午，记者走访了市区 5家菜市
场，发现整体卫生状况良好，在显
眼位置设置了宣传标语和宣传牌，
创建文明城市的氛围十分浓厚。但
是，个别菜市场内外，仍有一些问
题亟待整改。

在维明路菜市场，个别摊贩将

货品摆放在摊位外或商铺外的公共
通道上，占道经营。四合菜市场门
前，一家烟酒超市把一箱箱的啤
酒、矿泉水摆在了机动车车位上。
记者观察到，5家菜市场都在入口
处设有志愿服务台，需要测量体
温、扫码进入，但四合菜市场、惠
民菜市场的志愿服务台无人值守。
在四合菜市场的志愿服务台旁，还
放置了自行车和三轮车。

经历过买菜早高峰后，一些市

场门口的垃圾桶出现了垃圾外溢、
污水横流的情况，个别摊位的地上
多了菜叶、塑料袋等垃圾。此外，
还能看到摊位前物品杂乱、电动三
轮车私拉电线充电、消防通道前停
车、宣传标语破损、携宠物入菜市
场购物等现象。

对这次走访发现的问题，我市
相关部门将进行督促整改，引导经营
户依法文明经营，维护市场内外的经
营秩序，营造良好的市场消费环境。

市区个别菜市场市区个别菜市场：：

摊位前物品摊位前物品杂乱杂乱 服务台无人值守服务台无人值守

个别菜市场内个别菜市场内，，摊主占道经营摊主占道经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