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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文明行为曝光台

本报讯 （记者韩学敏） 昨天，
记者从市医疗保障局获悉，2022年
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将
于2月25日结束，还没有缴费的城乡
居民抓紧时间办理参保缴费手续。

具有我市城乡户籍或取得居住
证、没有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的所有居民，本市行政区域内各
类普通高等学校就读的全日制在校

学生，都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城乡居民医疗保险集中缴
费期截止到 2月 25日。新生儿可随
时办理参保缴费。

2022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 320
元，财政补助标准为每人每年 580
元。对特困人员个人缴费部分政府给
予全额资助；对低保对象个人缴费部

分政府给予90%定额资助，个人缴纳
10%（32元）；乡村振兴部门认定的
返贫致贫人口、易返贫致贫人口，过
度期内享受定额资助参保政策，对个
人缴费部分政府给予 90%定额资助，
个人缴纳10%（32元）；其他脱贫人
口参保资助标准逐年递减，2026年起
不再进行资助。参保人员具有多重特
殊身份属性的，按就高原则享受参保

资助，不得重复资助。
参保人员可以通过河北税务微

信公众号、河北税务 APP、电子税
务局、云闪付APP等进行网上自助
缴费，也可以携带相关证件到指定
的银行窗口和税务大厅缴费。首次
参保的居民，须持户口簿、身份证
或居住证，先到户籍（居住地）所
在社区（乡镇）社保所或医保经办

机构办理参保登记手续，再通过税
务部门提供的缴费渠道缴纳居民医
疗保险费。

市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集
中征缴期过后，除已明确的新生儿
和特殊人群外，将不再受理城乡居
民医保参保缴费。还未缴费的居
民，需抓紧时间缴费，以免影响医
保报销待遇。

快开学了，在新冠肺炎疫情
反复的局面下，为了给孩子们营
造一个安全、健康的生活学习环
境，家长、学生们应该如何做呢？

自我健康监测。提前了解学
校的防疫要求，主动向学校报告
学生及共同生活居住人员开学前
14天的健康状况、旅居史等情
况。做好学生的健康监测，如出
现发热等可疑症状，马上到发热

门诊就医并报告班主任，不要带
病上学。

防疫物资准备。上学前准备
好足够的口罩、消毒湿巾、消毒
剂、纸巾等，防疫物资要通过正
规渠道购买。根据孩子的生长发
育选用适合脸型的口罩。选择温
和无刺激的消毒湿巾或速干免洗
消毒液。

上下学途中做好防护。尽量

做到家—学校“两点一线”，避
免不必要的外出。乘坐公共交通
工具尽量与他人保持距离，佩戴
好口罩，注意手卫生，少触碰公
共物品，到校或回家后应当及时
洗手。

在校期间不放松防护。教室
要注意开窗通风，如使用空调，
应注意通风换气。如出现身体不
适，及时报告老师。

保持健康生活习惯，提高自
身免疫力。保持充足睡眠：小学
生不少于10小时，初中生不少于
9 小时，高中生不少于 8 小时。
合理膳食：三餐定时定量，荤素
搭配，切忌暴饮暴食，不生食或
半生食海产品和水产品，生吃的
瓜果、蔬菜要洗净，合理选择零
食。适当运动，保持健康体格。

此外，还要注意个人卫生，
科学佩戴口罩。

高 菁 韩学敏 整理

本报讯（记者孙杰）近日，记者在采
访中发现，部分行人在机动车道和非机动
车道上逆行，似乎把“安全出行”抛在脑
后。

在黄河东路国网沧县供电公司门前，
一位大爷悠哉悠哉地逆行在非机动车道
上，迎面驶来的四五辆电动车纷纷躲闪避
让。大爷在非机动车道上逆行走了好一
段，才斜穿马路走上便道。马路对面，另
一位大爷同样逆行在非机动车道上。他本
来沿着路牙子行走，经过华凯集团附近
时，路边停车位上停了一排机动车，老人
仍没有走上便道，而是又顺着车辆外侧继
续行走。

记者驾车途经新华路沧州开放大学门
前，在路上由东向西行驶时，发现一位行
人在机动车道上向东逆行。当时，车流滚
滚，道路两侧都设有防护栏，行人无法离
开机动车道。经过的司机们减速慢行，鸣
笛提醒，这位行人慢悠悠逆行一段后，又
横穿马路，让人看着捏了一把汗。

行人逆行，不仅危害自身安全，也影
响其他车辆正常行驶，从而引发交通事
故。希望广大市民遵守交通秩序，做到

“行人非机动车各行其道”这一基本规
则，对自己和他人负责。

家住任丘市绵纺厂小区的
郑三义是一位爱烙画的八旬老
人。家中30平方米的书房是他
的工作室，一支小小的电烙
笔，一块木板就是他的创作工
具。那一幅幅色彩分明、栩栩
如生的木板烙画作品，饱含着
老人对祖国、家乡的美好祝
福。

年过五旬自学烙画

出生于 1942 年的郑三义，
自小就喜欢画画，曾是任丘市
棉纺厂的一名生产技术管理人
员。 1996 年，他去朋友家做
客，偶然间看到了一幅画，他
很喜欢，也很好奇。走近仔细
一瞧，发现这幅画并不是画在
画布上的，而是被烙烫在三合
板上。

“当时，我感觉那幅画的画
面立体感特别强，后来才得知
这叫烙画，用电烙笔烙出来的
画，挺震撼。”郑三义说。

回家后，郑三义就爱上了
烙画。他经过一段时间的揣
摩、研究后，先购买了普通电
烙铁，又自己加工成烙画的电
烙笔，开始摸索着烙画。

“木板烙画与普通绘画不
同，由作者用专用电烙笔在薄
木板上烙制而成。”郑三义介
绍，烙画时要注意温度、力度
和速度的三方面配合，先用铅
笔在木板上勾描出轮廓，再用
电烙笔一点一点地烫上去。郑
三义记得，刚开始学习时，尽
管有美术功底，但仍难以掌握
下笔力度。“要把握好画面的明
暗关系和形态特征，力气轻了
线条就不清晰，力气重了就很
容易烫坏。”郑三义说，刚开始
时，一幅画反复要烙上三遍，
才能掌握下笔力度。有时一不
小心烫出一个洞，整张画就毁
了，多次练习之后才慢慢地找
到“门道”。

看着那些烙坏扔在墙边的
画，女儿郑晓红心疼地说：“我

感觉挺可惜的，爸爸烙起来太
费力了。有时，我晚上睡觉醒
来，看见爸爸还趴在桌子上一
笔一笔地作画，挺心疼的。但
我又一想，烙画是父亲爱做的
事，只要他高兴就行。”

为家乡创作主题作品

在电烙笔尖下，夹杂着焦
木味道的烟气丝丝飘起，郑三
义坚持创作着。功夫不负有心
人，郑三义经过潜心钻研、反
复练习，逐渐摸索出了一套烙
画技巧。至今，他创作出了200
余件烙画作品，题材包含花、
鸟、鱼、人物等。

郑三义说，他对于家乡的
人、物、风貌情有独钟，构思
创作了不少作品。

《小兵张嘎》《芦荡枪声》
《神出鬼没》《暗夜偷袭》《智夺
敌船》 5幅边长 45厘米的作品
内容各异，作品中的芦花、水
波等细微之处颇见功底，人物
形象呼之欲出。画面生动展现

了在抗战期间雁翎队利用白洋
淀复杂地形伏击敌人，以少胜
多，令敌人闻风丧胆的传奇故
事。

当年为了创作这几幅作
品，郑三义不仅从网上找到
《水上游击队》等电影观看，还
到白洋淀雁翎队纪念馆了解雁
翎队历史，积累素材。“熟悉素
材的过程，也是我了解雁翎队
抗战历史、接受心灵洗礼的过
程。”郑三义说。

由于主题鲜明，郑三义的
烙画作品多次在省、市、县书
画比赛中获奖，他先后被评为

“河北省乡村最美工匠”“任丘
市书画艺术家”。

把传统艺术传承下去

如今，木板烙画为郑三义
吸引来不少“粉丝”，很多人慕
名到他家中求画，郑三义却只
送不卖。

郑三义说：“我烙画主要就

是爱好、喜欢。退休了以后，
我有了自己的时间，就该享受
自己的生活。烙画是我生活中
的一种乐趣，我很享受烙画的
过程。有时候，我把画作送给
亲戚朋友，大家都挺高兴。”

在郑三义的影响和带动
下，5 名烙画爱好者成了他的
学生。郑三义免费教他们学
木板烙画、制作烙画工具，
从不收取任何费用。教学过
程中，郑三义一边亲自烙画
演示，一边讲述烙画要领，
从 如 何 选 材 、 调 节 烙 笔 温
度，到下笔轻重再到颜色过
渡，郑三义手把手教大家，毫
无保留。

“以后我想把任丘的新发
展、新变化都烙到画上，也希
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
人真正地了解烙画、热爱烙
画，从而把这项璀璨的传统艺
术传承下去。”郑三义说，他
希望继续用画笔记录家乡的变
化。

南皮县王寺镇郝五拨小学六年级二班，有
一个用纸夹子做的信箱，孩子们管它叫知心小
信箱。

这个知心小信箱是班主任鄢新特意设置
的，到现在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了。鄢新说，
学校里有不少学生的父母外出打工，他们跟着
爷爷奶奶长大，缺乏亲子交流。还有一些学生
娇生惯养，碰到困难和压力难以承受。为了帮
助生活上有困难、情感上有困惑的学生，及时
沟通、解决孩子们成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她
想到了设一个知心小信箱。孩子们有不好意思
和家人、同学说的事儿，可以在这里尽情倾
诉，鄢新每两三天就打开一次信箱，和孩子们
促膝谈心，化解心结。

“老师，我和好几个同学有矛盾，她们好
像都不喜欢我……”一次，鄢新打开知心小信
箱，看到了一位女同学的求助信。这位女同学
平时不爱和同学说话，迟到了老师问她一句：

“你怎么来晚了？”她的眼泪就会掉下来。鄢新
也注意到了这名学生敏感的内心，把这名同学
叫到办公室，耐心地了解她内心的想法，又分
别和与她有矛盾的同学谈话，最终解开了大家
心里的疙瘩。后来，这名女同学变得越来越阳
光，不仅爱交朋友了，老师交代她的事情也能
很快完成。

现在，知心小信箱已经收到了30多封孩
子们的信件，鄢新在为孩子们保密的同时，保
证件件要有回音。孩子们称鄢新是自己的“第
二个妈妈”，家长们对鄢新设立知心小信箱的
做法很是赞同，认
为知心小信箱为学
生与教师架起了一
座心灵沟通的桥
梁。

知心知心小信箱小信箱
化解心中结化解心中结
李佳芳

泊头市齐桥镇太平庄村的毛长林
是位摄影爱好者，他喜欢拍一些农村
题材的照片，并多次在各地举办的摄
影展上获得了奖项。让人意想不到的
是，毛长林还是一个心灵手巧的人，
他经常自己制作设备，完成照片的后
期制作。

毛长林今年 73 岁了。1971 年，
他因为文笔好，被调到公社广播站负
责宣传工作。在那里，他接触到了摄
影，不仅摄影技术进步飞快，还屡出
奇招完成摄影任务。

前一段时间，毛长林想把自己年
轻时拍摄的老照片底片制作成电子
版，存在电脑上。家里有台扫描仪，
他就用扫描仪扫描，但和他预想的效
果相差很大，底片扫描非常慢，一张
底片就要扫个 10来分钟，这可愁坏
了他。

“照这个速度，那得传到什么时
候？上百张底片，怎么才能快点变成
电子版？”那段时间，毛长林反反复
复地琢磨这事。后来，还真让他给
想出了办法。毛长林研究了扫描仪
的原理，自己动手做了个透光摄影
设备。用桶、白炽灯、两块玻璃
板、透光片等材料，做了一个简易
的透光设备，代替扫描仪。他将底
片放在正中间留出的方框里，透过
白光，底片上的图像清晰可见。

毛长林用相机对显现的图片拍
摄，效果非常理想。“用这个自制
的‘扫描仪’，10分钟可以拍好几张
了，拍好的照片，拿到照相馆打印，
一点问题没有。”毛长林说，有人见
他这样拍照，就问他，“你有扫描仪
了，为什么还不用？”毛长林总是回
复一句，“我嫌它太慢了！”

还有一件事，让毛长林非常自
豪，尽管已经过去了 48年，但让他
至今难忘。

那是 1974年，毛长林经常拍摄
些新闻照片寄给报社，发表的也比
较多。村干部看见后，就让他把
新闻照片在各大队进行展示。可
当时毛长林用的相机拍出的是 6x6
厘米的正方形底片，要制成 8x6 厘
米的长方形幻灯片才可以放映，
这就需要一个放大器。“买一架放
大机要 200 多元，太贵，我就下决
心自己做。”毛长林说，他在书店
里花了两毛一分钱买了本 《自制
照相机》书，在书里他了解了放大
器的原理。

托机架、撑架、支柱、影屏板等
装置，毛长林都动手制作了出来，又
花了 5 元钱买了放大机用的镜头。

“最难的是放大机遮光罩，我开始用
的是纸板卷的，一试用结果被灯烤糊
了，真愁得我睡不好觉，一睁眼看见
结婚时买的铁皮暖水瓶，我马上起来
一测量，正合适。于是，就把暖壶拆
了，把里面的内胆卸了底，做成了个
放大器。”毛长林笑称，虽然放大器
只花了不到 10元钱，但因为暖壶没
了，老伴还埋怨了他好久。

毛长林爱好摄影，也喜欢手做设
备。他常说：“别看我现在这年纪，
再有关于摄影的新事物出来，我还
要学。如果有特殊需求，我还可以
做个‘土设备’！”

七旬摄七旬摄影爱好者毛长林影爱好者毛长林：：

自制自制““扫描仪扫描仪””
翻拍好照片翻拍好照片
本报记者 李智力

城乡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即将截止居民医疗保险缴费即将截止
未缴费的居民抓紧时间缴费未缴费的居民抓紧时间缴费

市区主市区主次干道次干道

部分部分行人肆意逆行行人肆意逆行

快开学了快开学了，，疫情防控知识要记牢疫情防控知识要记牢

疫情防控科普知识

八旬八旬老人老人““烙烙””出家乡风貌出家乡风貌
本报通讯员 曹志丽 黄杉杉 本报记者 周 洋

烙铁为笔，烙痕为墨。

聚精会神搞创作

和大家讲解烙画里的故事

毛长林自制毛长林自制““扫描仪扫描仪”，”，翻拍照片翻拍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