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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文明行为曝光台

干活的工具成了儿时的玩具

说起 57岁的魏玉才，村里人都夸他多
才多艺，他不仅精通木工，还擅长绘画、
室内外装潢设计等。

“我 12岁就会做小椅子、小凳子，14
岁就能做小马车给小伙伴儿玩。”一说起自
己的马车制作技艺，魏玉才一脸自豪。他
回忆，爷爷和父亲都靠做大车养活家人，
自己小时候，物资匮乏，那些做马车的工
具就成了自己最爱的玩具。每当爷爷和父
亲干活时，他就在旁边认真看，慢慢地，
刨子、墨斗、钻、角尺等工具他都能熟练

使用。他时常拿废木料练手，做个“小玩
具”和小伙伴儿一起玩。

马车制作需要 60 多道工序，画图设
计、选木料、雕花板、做车轮和辐条、拼
接……每一道工序都让魏玉才格外着迷，
每天放学后，他放下书包就去鼓捣制作零
件，甚至上学的时候，他也常常在思考怎
么把几个零件做好并装在一起。看着魏玉
才认真的模样，爷爷和父亲都感到高兴，
不厌其烦地指导他卯榫原理。

一辆马车需要 100多个卯、20多块雕
刻、几百块零部件，都得手工打磨好，利
用卯榫原理拼接起来。“能不用钉子就不用
钉子，能不用胶就不用胶。”爷爷和父亲的
教诲深深印在魏玉才的脑海中，坚守祖传
技艺，坚持手工制作，为他后来在北京做
设计、回乡重拾祖传技艺创业奠定了基础。

看电视剧引发制作花轿的想法

魏玉才虽然把马车制作技艺学到了
手，但当他想靠这项技艺养家的时候却发
现，随着三马车、拖拉机等农用车辆的普
及，找他家做大车的人越来越少。而随着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家具、装修的人
多起来。魏玉才想，自己学的那些马车制
作工艺要比做家具、装修复杂多了，做装
修也没问题。于是，他去了北京，做起了
室内外装潢设计工作。因为从小打下的底
子好，他手绘图纸一目了然，很多家庭和
单位都愿意找他。

2002 年的一天，魏玉才看 《还珠格
格》 电视剧，紫薇出嫁坐的大花轿给他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想：“我何不用爷
爷和父亲教我的手艺做花轿，开一家出租
花轿的中式婚庆公司呢。”于是，魏玉才回
到家乡，开始自己设计制作古典花轿，他
还给花轿配上精致的刺绣装饰，开办了一
家中式婚庆公司，专门让新人体验传统婚
礼。当时，他制作的花轿在盐山、海兴、
青县等地很受欢迎。魏玉才想，要是买辆
马车装上花轿就更好了。可他转念一想，
为何不尝试自己做？于是，他自己设计收
集木料，用时两年做好了第一辆马车。这
辆马车后来被朋友推荐给 《闯关东》 剧
组，被剧组买走了。

之后，魏玉才又做了一辆马车，卖到
了海兴。这让他看到了马车、花轿的新市
场。于是，他更加专注于马车、花轿制作
技艺，并创办了河北骁腾马车制造有限公
司，生产马车、马车配件、古典花轿等产
品。

多家景区订购马车花轿

魏玉才制作马车，不仅坚守祖传的技
艺，还坚持用榆木。

“榆木有韧性、黏性，不容易变形，做
马车的榆木越老越好，我都是找别人拆房
子拆下来的老榆木。”魏玉才笑着说，这
些年，自己为了收集老榆木，经常打听谁
家拆老房子，一听说有拆的，就赶紧去
找。

除了木材坚持用老榆木，魏玉才还尽
量把马车、花轿做出古典韵味。他认为现
在雕刻很难实现，于是就跑遍全国收集购
买老花板。朋友们都知道他有这需要，纷
纷给他提供老花板的信息。如今，魏玉才
家中有近 500块老花板。每次他设计完一
辆马车，就根据马车样式挑选合适的老花
板，再把老花板打磨、刷油，让老花板重
新焕发光彩。因为他制作的马车是纯手
工，受到很多客户欢迎，许多外地客户慕
名而来。

目前，魏玉才的公司与安徽歙县古城
景区、贵州净心谷景区、山东朱家峪景
区、福建御林仙山庄景区、北京居庸关景
区等多个旅游基地、影视基地，还有婚庆
公司、婚纱摄影基地拥有合作关系。现已
销往全国各地 200 余辆马车、60 余台花
轿，有的还销往国外。

“现在，阿里巴巴、抖音、快手、百度
都能看到我做的马车。”魏玉才说，唯一遗
憾的是，女儿、儿子都觉得这项技艺赚钱
少，不愿继承，“但我觉得只要把这项技艺
传承下去，收入高低无所谓，如果有爱好
这一技艺的人来找我学，我一定将祖传技
艺倾囊相授。”

什么是新冠疫苗加强针？为什
么要接种加强针？接种加强针后效
果怎么样？接种加强针疫苗如何选
择？接种加强针安全吗？近日，河
北省疾控中心专家就公众关注的接
种新冠疫苗加强针问题进行了权威
解答。

加强针是指在完成疫苗接种
后，根据抗体消退的情况进行再次
接种，保持人体对病毒免疫力的疫
苗剂次。加强针在其他疫苗接种中
也有使用，如脊髓灰质炎疫苗，百
白破疫苗。

现阶段新冠病毒灭活疫苗全程
接种2针，新冠病毒腺病毒载体疫
苗接种1针，对完成全程免疫接种
6个月后的18岁及以上人员再接种
一针以提升抗体水平。

从现有观察和研究看，新冠病
毒疫苗完成全程接种后在预防重
症、预防死亡等方面效果显著，但
疫苗接种一段时间后，存在一些人
员免疫力下降、保护效果削弱的情
况，接种加强针可以使这种削弱出
现“强势反弹”。有资料显示，接
种国产灭活疫苗第二剂后6个月再
接种一剂，抗体水平增幅达到 10
多倍。

从相关企业开展的关于新冠病
毒灭活疫苗加强免疫的研究结果发
现，新冠病毒灭活疫苗在接种6个
月后，抗体都出现了不同程度下
降，这与常规疫苗接种后的规律一
样；进行加强免疫后，受种者的抗
体水平将快速增长或反弹。加强免
疫 14天后，抗体水平相当于原来
的 10至 30倍。6个月后，虽然抗
体水平也有下降，但依然高于两剂
或1剂接种后的峰值，能维持在较
高水平，并且对德尔塔等变异株出
现良好的交叉中和作用。

优先选择原接种企业生产的疫
苗，即使用同一种灭活疫苗完成两
剂次接种的人群，原则上使用原灭
活疫苗进行 1剂次加强免疫接种；
使用不同灭活疫苗完成两剂次接种
的人群，原则上优先使用与第2剂
灭活疫苗相同的疫苗进行1剂次加
强免疫接种，如遇第2剂相同疫苗
无法继续供应等情况，可使用与第
1剂灭活疫苗相同的疫苗进行 1剂
次加强免疫接种；使用腺病毒载体
疫苗接种的人群，使用原疫苗进行
加强免疫接种。

有关专家表示，结合有关企业
关于新冠病毒疫苗加强针的研究结
果发现，接种加强免疫的第二针或
第三针仍然像接种第一针和第二针
一样安全。

高 菁 韩学敏 整理

如果一个人的世界被调成了静
音，那生活该变得多么枯燥无味。
可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黄骅
镇沈庄村聋哑画家沈亮却用画笔开
启了自己的人生，让无声的世界变
得丰富多彩。

“我想开一间属于自己的画
室。”这是几年前沈亮的一个心
愿。如今，沈亮依靠自己的努力，
终于圆了梦。沈亮的工作室就设在
一个农家小院里，里面堆放着各种
绘画作品、画纸、画笔等。墙上挂
着的各种各样的工笔画，也让这间
农家小屋增色不少。

“我儿子几乎每天都会待在画
室里，一拿起画笔，他的眼睛就格

外有神。”父亲沈凤海看见如今儿
子凭借手中的画笔，让他无声世界
变得多姿多彩，倍感欣慰。

沈亮不是天生的聋哑人，小时
候一场病无情地夺走了他生活中的
美好声音。然而，沈亮又是幸运
的，因为从小他就表现出了极强的
绘画天赋，他经常用树枝当笔、大
地当纸，画树、画鸟……别的小朋
友在玩耍、玩玩具时，沈亮却沉浸
在绘画的世界中，乐此不疲。在成
长的过程中，他对美术的热爱也日
益浓厚。

看着儿子如此沉迷于绘画，沈
凤海觉得应该让他系统地学习绘画
艺术。于是，父子二人四处拜访书

画名家，希望能提高艺术造诣，成
就沈亮的绘画梦想。终于，经人介
绍，沈亮拜了沧州一位绘画名师学
习专业绘画知识。后来，他又前往
北京、天津等地拜访绘画名师，潜
心学习绘画。

沈亮生活在一个无声的世界，
这更坚定了他对艺术追求的信念，
用灵动的双眼去捕捉多彩的生活，
创作出了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绘画作
品。沈亮擅长工笔画和写意，画作
色泽明亮多变，线条灵动流畅，构
图精巧。为了更好地探寻自然的真
谛，寻找绘画的灵感，多年来，他
到全国各地写生，让自己的视野变
得更开阔。凭借着绘画的天赋、名

师的指导以及后天的努力，沈亮的
绘画功底变得越来越深厚，逐渐在
书画界有了名气。

“以前，沈亮经常去天津、沧
州等古玩市场卖画，后来越来越多
的人喜欢他的画，都直接找他定
制。”沈凤海说，如今沈亮的绘画
作品不仅销往北京、天津、广州等
诸多城市，还走出了国门，深受韩
国、日本等国家书画爱好者的青
睐。

沈亮在无声世界中绘制出了自
己的五彩人生。现今，他成为中国
美术家协会会员，作品多次获得国
内外奖项，并被各地博物馆收藏。
除此之外，他还多次开办画展。

如今，工作顺利、家庭幸福的
沈亮做到了自立自强，还将自己的
爱心传递出去。他免费教聋哑孩子
学画画、为受灾地区捐款、为村庄
建设绘制墙画……“我曾受到过社
会各界的帮助，现在我有能力了，
就应该尽自己的力量回报社会。”
沈亮写出了自己的心愿，只有将爱
心之花传递出去，生活才会变得更
加美好。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伴随着
悠扬地吟唱声，由河间市退休干部刘建荣自拍
自导自演的情景剧《游子吟》，在河间李多奎
大剧院演出。变换的背景前，交错的灯光下，
刘建荣扮演的母亲在为远行的孩子缝制衣衫，
小孙子揭子毅扮演的孟郊正在认真读书……

刘建荣爱好朗诵和旗袍走秀，退休后，在
做好子女们后勤保障的同时，她在朋友的带动
下，加入了河间市的朗诵爱好者联盟。平日
里，除了参加一些自己喜欢的活动外，还时常
同朋友们一起组织些活动。

今年“六一”儿童节，孙子揭子毅所在的
河间市第四实验小学，还专门邀请刘建荣前去
表演节目。接到邀请后，她欣然答应，并自己
写了一首《党旗飘扬》的红色诗歌，同小孙子
一起进行了合诵。

节目表演完后，刘建荣还是觉得有所欠
缺。心想，要是能把诗词表演出来，那效果肯
定会更好。一个将诗词拍摄成情景剧的想法在
她心中萌芽。

7月，揭子毅放暑假，回家后他对奶奶刘
建荣说，老师给他们布置了一个学习《游子
吟》的暑期作业。听完孙子的叙述后，刘建荣
考了一下他，问道：“这篇诗词你会背吗？”揭
子毅得意地就背了下来。“那这篇诗词讲述的
什么意思你理解吗？”这时，揭子毅只是将课
堂上老师讲的内容复述了一遍。见到小孙子对
诗词的意思理解得并不深刻，她突发奇想地说
道：“要不，咱们把这篇《游子吟》改成一个
情景剧表演出来吧！那样你会对诗词的内涵体
验更深刻。”

揭子毅欣然同意了奶奶的想法，两人一拍
即合，他们搜罗了解有关《游子吟》背后的人
物故事，在家里自行排演了一遍，还录了个小
视频。

刘建荣将视频拿给朋友们看，并将她要拍
《游子吟》情景剧的想法同朋友们一说，获得
了大家的大力支持，朋友们都愿作为演员参
演。刘建荣从朋友之中邀请了 10 人参与演
出。他们平均年龄在 50多岁，大都是已经退
休的人员，拍剧的热情都十分高昂。

10月8日，经过一个多月的排练，情景剧
《游子吟》在河间市李多奎大剧院亮相。在情
景剧中，刘建荣将朗诵、手语舞、走秀都融合
了进去。表演过程中，刘建荣扮演孟母，她将
孟母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情真意切，接地
气、有人气。同时，揭子毅扮演的孟郊，也活
泼可爱，表演张弛有度，让人赞叹。全剧曲折
动人，将母子深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整部剧只有 5分钟，却让观众们大饱眼
福。在帮小孙子交出“高分”作业的同时，也
让小孙子更好地理解诗词中所蕴含的意义，还
锻炼了舞台表演能力。“这是一首母爱的颂
歌，更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揭子毅说，排练
过程虽然很辛苦，但是，他很高兴能演孟郊
这个角色，让他更能体会到母亲的不易。

奶奶奶当导演奶当导演
祖孙共拍戏祖孙共拍戏
本报记者 李智力

让无声的让无声的世界变得丰富多彩世界变得丰富多彩

聋哑人沈亮创办自己的画室聋哑人沈亮创办自己的画室
本报记者 邢 程 本报通讯员 高 箐 李冠达

为什么要接种为什么要接种
新冠疫苗加强针新冠疫苗加强针？？

盐盐盐山山山农民魏玉才传承古典技艺农民魏玉才传承古典技艺农民魏玉才传承古典技艺

马车花轿成各大景区抢手货马车花轿成各大景区抢手货马车花轿成各大景区抢手货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胡学敏胡学敏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张张 芳芳 王洪胜王洪胜

随着汽车的普及，
车轮的转动速度越来越
快，马车离我们的生活
越来越远，会制作马车
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在
盐山县边务镇魏郭庄
村，有一位叫魏玉才的
村民，始终坚守着祖上
传下来的马车制作技
艺，并将自己制作的马
车销往全国、销往世
界，让这一古老的技艺
焕发新生机。

本报讯（记者孙杰）近日，记者在采
访时发现，市区多所小学在上放学期间，
门口马路市场上有流动摊贩前来“凑热
闹”，占道经营，使得校园门口更加拥堵。

在黄河路小学南侧 80米左右的十字
路口，记者看到商贩在便道上售卖。由于
摊点临近人行横道，过往选购的市民有的
便将车子停在人行横道上，学生通过便道
时，只能贴边通过。

早上8时，正值上学高峰，从育红小
学到署西街交叉口，有五六处流动摊贩在
吆喝售卖，道路两侧停满电动车、三轮
车，中间只留下很窄的一条通道，过往车
辆十分拥堵。临近中午放学，在市回民小
学门口，记者同样看到流动摊贩占道经营
的状况。

学校周边在特定时段人流量和车流量
本身就大，商贩占道无疑增加交通压力。
对于采访中发现的问题，希望相关部门给
予关注，及时整改，同时希望各位家长增
强安全意识，尽量不在学校周边摊贩处停
留、选购，给各位学生和家长提供安全通
畅的出行环境。

市区多市区多所小学门口所小学门口：：

占道占道经营经营 阻碍交通阻碍交通

马车花轿马车花轿

精心制作精心制作

制作的古典花轿用于中式婚礼制作的古典花轿用于中式婚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