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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文明行为曝光台

疫情防控科普知识

本报讯 （记者孙
杰）近日，记者在走访
中发现，在我市个别背
街小巷，井盖有裂缝，
小路坑洼不平，破损处
较多。

在解放东路与广场
街交叉口西北方向，回
家金起香油公司东侧的
小巷子里，一个井盖上
面满是油污。井盖一侧
破了一个很长的口子，
且破口处两侧有两条裂
缝，井盖下陷，再加上
破损井盖位于小路中
间，一旦过往市民不慎
踩上，后果十分危险。

在位于交通南大街
附近的交东路上，路面
多处存在裂缝和破损，
仅100米的距离就有10
多处坑洼。

在南湖小区北侧，
南湖社区居委会门前的
背街小巷，路上有一条
很长的裂缝，裂缝西端
有一片沥青层缺失，地
面“凹”了下去，露出
里面的渣土。居委会门
前，有两处坑洼，部分
沥青缺失，同样露出渣
土。

背街小巷一直是城
市治理的难点，却与居
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针对采访中发现的问
题，希望引起相关部门
重视，及时修整小巷破
损井盖和路面，不断提
升城市环境品质。

“暂时告一段落了，圆满完成了任
务，我这颗悬了好几个月的心终于放
下了！”北京冬奥会圆满闭幕后，作为
冬奥会音响系统团队中的调音师，全
程参与开幕式与闭幕式的陈艺铭，终
于松了一口气。

今年 39岁的陈艺铭，是黄骅旧城
镇旧城村人。他19岁入伍，多次担任
部队大型文艺演出及会议的音响调试
工作，完成军事演习保障任务 50 余
次，每次都出色完成任务。出色的成
绩也让他在部队荣立三等功 3次，荣
获全军人才奖 2次，多次获评优秀党
员。

2011年复员后，陈艺铭如愿成为
一名专业调音师。从事调音师十余年
来，他参与了大小百余场活动。这
次，为冬奥开闭幕式挑选保障主席台

话筒的调音人员时，团队成员一致推
选了他。“保障主席台话筒的人员必须
要政治过硬、纪律过硬、技术过硬，
且具备综合应急能力。陈艺铭不仅经
验丰富，而且当过兵，他担任这个职
位再合适不过了。”团队负责人何飚老
师说。

当得知自己负责主音响话筒时，
见惯了大场面的陈艺铭还是有些紧张
感。“毕竟这是世界瞩目的奥运盛会，
现场全球直播，容不得一点差池。”陈
艺铭说。虽知责任重大，但军人出身
的陈艺铭当即和团队负责人立下“军
令状”：“保证完成任务。”

自从去年 7 月进驻冬奥工作组
后，陈艺铭和团队工作人员便开启了
紧张而有序的工作。陈艺铭作为团队
音响系统的调音师和技术指导，负责

前期场地线路铺设、音响的吊点、安
装等工作。

鸟巢内场地大，安装点位多，线
路复杂，多点输送不能有盲区，哪怕
其中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导致音
效受损，从而使演出效果大打折扣。
他们采取智能联网监测，监控人员实
时监控各点状况确保万无一失。

开幕式前期彩排时，有一个重要
的卡点动作他们自己都记不得练了多
少次。在升国旗环节，陈艺铭和团队
其他 4名成员负责在国旗升起后，搬
运音响和 4个斜杆话筒到台上，并紧
急完成串线和高度调试工作，为接下
来的运动员宣誓做好准备。陈艺铭介
绍：“这项任务留给我们的时间是 15
秒到 18秒，必须在这个时间内完成。
我们要严格按照时间节点卡口、下口

令。我们虽然不上镜头，但主席台上
领导们都看着呢！动作姿势不能手忙
脚乱，要是稍一贻误，被镜头给到，
可就穿帮了。”

由于负责现场音响的控制，陈艺
铭每次排练都会站到主席台处，从这
一最佳位置聆听和感受音乐的舒适
度，从而对设备及位置等做进一步调
整。“每当全场音乐想起时，我都能强
烈感受到祖国强大带来的震撼。”陈艺
铭说，每次彩排都想着要更加努力，
为开幕式当天营造美好的音响效果。

开幕式当天，陈艺铭守在主席台
上。尽管他台上台下练习了无数次，
还是难免紧张，可他每一个动作都表
现得镇定而自然。

这次经历对陈艺铭影响很大。“让
我感触最深的就是融合思想，直接改

变了我的思维方式。我们现场融合了
各国最先进的技术设备和专业人才，
正是大家协同合作，才打造出最美的
音响效果。”

眼下，刚刚结束冬奥会主席台调
音工作的陈艺铭，又马不停蹄地投入
到了冬残奥会的开闭幕式工作中。“忙
完冬残奥会，我们还将进驻亚运会工
作组，我会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完成接
下来的每一项挑战。”陈艺铭信心十足
地说。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多
地本土确诊病例与冷链行
业相关。那么，冷链食品
从业人员上岗前、工作中
和下班后，应如何做好防
护呢？

上岗前：确保身体状
况良好，并向生产经营者
报告健康状况信息。正确
佩戴口罩、手套，着工作
服 上 岗 。 双 手 触 碰 过 货
架、扶手等公用物体时，
要及时洗手。

工作中：员工间至少保
持1米的距离。采取只在生
产线一侧设置工作台、错位
生产或者在生产线中间装配
挡板等方式，防止员工出现
面对面的情况。严格限制食
品制备区的员工数量，排
除一切非必要人员。减少
工作组之间的交流和相互
影响。需要直接接触冷链
食品货物的装卸工人，搬
运货物前应当穿戴工作衣
帽、颗粒物防护口罩、手
套等。必要时，佩戴护目
镜和面屏，避免货物表面频
繁接触体表。为了防止交叉
污染，生熟食品分开加工和
存放，处理未熟制食品的器
具应经过充分消毒后才可盛
放或加工熟食。

下班后：乘坐厢式电梯
的时候，应佩戴一次性使用
医用口罩或外科口罩，保持
手卫生。回家后，脱去口
罩、外衣、鞋帽等放置在门
口特定区域，并按照“七步
洗手法”洗手。

韩学敏 整理

面粉、糯米粉混合，加入颜
料，揉成各色小面团，再经过民间
工艺人孟祥荣的巧手，压、团、
搓、捏，十几分钟，一个简单的面
塑作品就栩栩如生。每天十几个小
时，孟祥荣沉醉在这奇妙的指尖艺
术中，乐此不疲。

四代传承面塑技艺

孟祥荣今年 43 岁，家住新华
区。与面塑结缘，要追溯到她太奶
奶在世的时候。那个年代，流行蒸
花糕。孟祥荣的太奶奶是蒸花糕的
一把好手，经常会有人找上门来请
她做花糕。太奶奶把手艺传给了奶
奶，奶奶把手艺又传给了妈妈，从
小耳濡目染的孟祥荣对花糕有种别
样的情怀。

每当老人们做花糕时，不到 10

岁的孟祥荣总会跑上前凑凑热闹。
一个小面团，总能在她手中变出新
花样，不一会儿，一条小鱼、一朵
小花、一个苹果就活灵活现。孟祥
荣虽然年纪小，鼓捣起这些小面团
却像模像样，像是给它们施了魔法
一般。

长大后，孟祥荣做了会计，有
了一份稳定的工作。然而，记忆里
的小面团却始终是她一直难以忘怀
的牵挂。十年前，她鼓起勇气，放
弃了稳定的工作，一心扑到她最爱
的小面团上，下定决心要搞出点名
堂。

“时代不同了，以前人们蒸花糕
是为了吃；现在人们做面塑，主要
是把玩、观赏。虽然以前有做花糕
的基础，但是既然要做面塑，就要
从头学。”孟祥荣说，那个时候，图
书馆里所有关于面塑的书，她全都
借遍了，很多书都是反复地看好几
遍。

孟祥荣手里捧着面团，一边跟
着书里学技巧，一边揉揉捏捏。两
年的时间里，她做了无数个作品，
但高要求的她每次都觉得作品和实
物的相似度不够高。有时候，她会
懊恼自己做得不够好，一气之下把
作品推倒。但是过后，她又不自觉
地去和面、调色……直到做出让自
己满意的作品为止。

自制工具相伴十年

后来，孟祥荣专门去天津拜师
学艺。从材料到技法再到工具，孟
祥荣听得仔细，学得认真，加上反

复钻研、琢磨、练习，终于掌握了
面塑的精髓。随着面塑技艺的精
进，孟祥荣也开始尝试不同的材
料，又学习了制作软陶。

“因为面团干得快，所以做面
塑很考验速度，而且这种材质黏
手，制作过程中还要配合凡士林
才行。如果做不好，作品会出现
干裂的情况。软陶和面塑有异曲
同工之妙。制作软陶需要烤制，
相对来说成本高一些，但是观赏
时间更长。”说着，孟祥荣随手拿
起一块软陶，用剪刀剪出她想要
的形状。

“看我手里的这把剪刀，已经
用了 10 年，还是老师当年送给我
的，手柄断了我也没舍得扔，拿胶
带固定了好几次，你看它有什么不
同？”孟祥荣指着刀尖说，“你看这
儿，是不是比普通剪刀要尖、要
薄？这把刀是专门磨过的，就这不
起眼的小地方，用起来差别可就大
了。”

再看着这些常用工具，有尖
的、扁的、弯的、直的、粗的、细
的，丸棒尺寸也是大小不一，每个
工具都有它特殊的用处。最值得一
提的是，在这些工具中，很多都
是孟祥荣用焊条自制的，反复打
磨到自己需要的形状，再制作好
手柄方便拿捏。这些跟随她 10 多
年的工具看起来并不十分干净，
但孟祥荣却对它们爱不释手。“现
在能买到很多工具，几十元就能买
到一套品质相对不错的，可新的我
用不习惯，只有这些老物件用起来
才更得心应手。”为了更好地保护
这些工具，孟祥荣专门用软陶制作
了笔筒，让它们有更好的地方“栖
身”。

艺术作品深受老外喜爱

孟祥荣技艺日益精进，制作的好
作品更是数不胜数。她做人物也做宠
物，在做仿真作品的同时也做漫塑，
不管什么风格类型，只要给她一张照
片，就能做出你想要的样子。

十年来，孟祥荣带着她心爱的
作品摆过地摊、赶过庙会、参过展
览。一次偶然的机会，有人给了她
一张照片，希望她捏出照片里的人
物，孟祥荣从此开启了非遗作品的
私人定制。

一天，有位专门为国外供应宠
物摆件的供应商，看到了孟祥荣的
作品，颇为震惊。“在欧美等国家，
很多家庭偏爱宠物，所以也很喜欢
仿真的宠物摆件。但是如果收到的
作品和实物相似度不高，就会被投
诉。”这位供应商说，孟祥荣的作品
栩栩如生，希望与她合作。孟祥荣
接下的第一单国际订单是来自美国
的，她按照片做了一个12厘米大的
摆件，对方十分满意。

三年来，孟祥荣接到来自德
国、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
亚等国的订单近千个，这项指尖艺
术深受各国顾客们的喜欢。

2020年，孟祥荣成功申请为新
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她也
希望让更多人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
力。于是，她将面塑技艺带到了小
学课堂。“我在西环路小学、重庆路
小学都教过学生，孩子们对面塑很
感兴趣，做出自己喜欢的作品也很
有成就感。”孟祥荣说，“希望通过
教学，让更多人爱上这项传统技
艺。同时，希望非遗文化能更好地
传承下去。”

“一树红花照碧海，一团火
焰出水来……”2月 24日下午，
在大运河生态修复展示区内，一
位年近七旬的老人手拿话筒，深
情演唱着《珊瑚颂》，动听的歌
声吸引了附近的市民。

这位老人叫伊玉怀，今年
66 岁，是大元集团的退休工
人，家住佟家花园小区。从退休
后，他就爱上了唱歌，自学唱歌
技巧和发声方法。有时间，他就
会在运河边放歌，成为小有名气
的运河歌者。

伊玉怀说，之所以学习唱
歌，是因为自己小时候就喜
欢。退休后，机缘巧合，他在
道东铁路宿舍小区观看社区演
出时，结识了几位参加演出的
唱歌老人。在他们的鼓励下，
加入了他们的歌唱班，走上了
歌唱之路。

“唱歌是有技巧的，仅凭
喉咙唱歌不行，这样容易累，
要用‘气息’唱歌，才能长
久。”没有老师，伊玉怀就在
手机上搜索唱歌技巧和发声方
法，慢慢地掌握了其中的奥
妙。每次唱歌，他能够在没有
中间休息的情况下，连续唱两
个小时左右。“要是仅用喉咙
唱歌，早就把嗓子唱坏了。”
伊玉怀说。

开始时，伊玉怀只唱革命
歌曲。后来，他唱歌的范围越
来广，流行歌曲、外国歌曲、
京剧都不在话下。学歌时，他
反复用手机播放歌曲原声，一
遍遍地跟着唱，两三天，最多
四五天，就能完全掌握一首歌
曲的演唱技巧。时至今日，他
会的歌已经有 200 首左右，用
了 3 个 U 盘分别储存伴奏音
乐。他还购置了两个大音箱，
去大运河边唱歌时，他会带好
设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音
箱。

在唱歌时，伊玉怀有不少
伙伴儿，大家经常聚在一起唱
歌，你一首，我一首，相互唱
和，乐在其中。而大运河边，
也是大家最喜欢的唱歌场所。
伊玉怀说，大运河生态修复展
示区修建之前，河边还是一片
荒草时，他就喜欢在大运河边
唱歌。“因为我觉着运河是流淌
的，而歌声也是。在运河边唱
歌，我觉得特别有意境。”伊玉
怀说。

如今的大运河生态修复展
示区绿树婆娑，鸟鸣啾啾，环
境更美了，伊玉怀也更喜欢来
运河边唱歌了。“我觉得现在
正是放声歌唱的时候，因为赶
上了好时代，老百姓过上了
幸福生活，当然要歌颂这个时
代，歌颂美好的生活。”伊玉
怀说。

市区部分背街小市区部分背街小巷巷

井盖破损井盖破损
道路难道路难行行

““我我为为冬奥会主席台调试话筒冬奥会主席台调试话筒””
———黄骅调音师陈艺铭的北京冬奥会之旅—黄骅调音师陈艺铭的北京冬奥会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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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退休老休老人伊玉怀人伊玉怀：：

运河运河放歌放歌
赞美赞美生活生活
贾世峰 赵华堂

冷链冷链食品从业者食品从业者
请注意请注意
这份防护指南要收好这份防护指南要收好

民间艺民间艺人孟祥荣人孟祥荣：：

小面团小面团小面团
捏出捏出捏出“““大世界大世界大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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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心应手的自制小工具得心应手的自制小工具

最受老外喜欢的仿真宠物作品最受老外喜欢的仿真宠物作品

夸张搞笑的漫塑作品和私人定制夸张搞笑的漫塑作品和私人定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