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 2月 25日开始集中隔离已
经有几天了，徐振星返沧的日子
越来越近了。

36岁的徐振星是吴桥杂技大
世界旅游公司的一名员工，也是
沧州赴张家口支援冬奥会的帮扶
人员。两个多月时间里，他和其
他帮扶人员一起，在当地酒店开
展服务，发生了许多终生难忘的
故事。

二选一

去年 10月 26日，报名参加
沧州市冬奥帮扶服务保障团队的
消息，传到了徐振星的耳朵里，
他兴奋极了：“参与冬奥会，这
是多少人穷尽一生也实现不了的
愿望。”

但兴奋之余，徐振星也不无
纠结。

当时的他，正在为即将举办
的腾讯电竞运动会秋季赛做最后
准备。他是一名电子竞技爱好
者，曾在2018年获得过全国赛事
的冠军。

为了参加本次秋季赛，徐振
星准备了很久。从去年 10月 1日
开始，他利用业余时间，同全国
不计其数的选手进行较量，终于
从数以千万计的选手中脱颖而
出，获得了全国第25名的好成绩。

他曾粗略做过推算，在所有
参赛选手中，只有千万分之三的
人，能够从初赛晋级到秋季赛，
机会着实难得。但是在时间上，
秋季赛又刚好与参加帮扶团队相

冲突……
思虑再三，徐振星在两者之

间做出了选择：“虽然入围秋季
赛很难，但终归年年都有机会，
而冬奥会不同，可能我这辈子也
就这么一次机会了。”

“万金油”

张家口崇礼，巍巍的高山和
皑皑的白雪是那么令人叹为观
止、心旷神怡，但他们没时间驻
足流连，很快就投身到保障冬奥

的一线工作之中。
因为有多年的工作经验，徐

振星很快就成了队伍里的“万金
油”。先是参与了前期的客房开
荒，随后又到前厅从事接待，冬
奥会开幕前，随着大量宾客的入
住，他又承担起了防疫消杀工
作。

防疫消杀工作责任重大，徐
振星丝毫不敢怠慢。工作期间，
他穿着防护服，背着20公斤重的
消杀设备，从一楼到六楼，每一
个小时消杀一遍。“每天的微信

步数没有低于过2万步。”虽然辛
苦，但徐振星非常自豪。

去与留

2021年 12月 28日，徐振星
接到了家里传来的噩耗，从小照
顾他长大的奶奶去世了。

他瞬间呆住了，过了许久才
回过神来。

他想过回去，回去见奶奶最
后一面，但又想到帮扶工作一个
萝卜一个坑，他走了，别人的担

子就会更重，而且再想回来就难
了。

徐振星留了下来。他把奶奶
的名字写在纸上，冲着家的方向
磕了4个头。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仅仅过了不到一个月，家中再度
传来噩耗，徐振星的大舅突发心
梗去世。

一个月内，两位亲人相继离
世，这样的打击，对任何人来说
都是巨大的。而对于徐振星来
说，他还要面对无法送别亲人最
后一程的苦楚。“领导们在得知
我家的情况后，纷纷安慰我，说
无论我想走想留都会支持。”但
他还是选择了留下来，“当初来
的时候，奶奶和大舅都特别为我
骄傲，如果他们在天有灵的话，
一定不希望我当逃兵。”

……
冬奥会结束了，各国宾客相

继离开了徐振星所服务的酒店。
2月 24日，是最后一批客人离开
酒店的日子，徐振星照例前去送
行。他虽然外语不是很好，但明
白 外 宾 说 的 “Good”“Thank
you”是什么意思。

结束帮扶工作的那天夜里，
徐振星做了一个梦。在梦里，奶
奶慈祥的笑容一如生前。“我就
知道，奶奶不会怪我的。”

电竞冠军的冬奥帮扶故事电竞冠军的冬奥帮扶故事
本报记者 张智超

““讨厌香菜日讨厌香菜日””快乐快乐

周末无事，窝在沙发里刷手机，被一条7天前的
朋友圈吸引住了。

那是一张摆了满满一大桌美食的照片，配文
是：“‘讨厌香菜日’快乐哟！”

虽然只有一张照片和短短的10个字，但我依然
透过手机感受到了朋友的快乐。

说实话，从前只知道世界地球日、国际消费者权
益日、全国爱眼日……至于“讨厌香菜日”还真是头
一回听说。

我在朋友圈底下问：“记得你以前并不讨厌吃香
菜呀？”

朋友回复道：“现在也不讨厌呀，只不过不想白
白浪费这个送上门的节日。”

朋友的话让我颇有感触——生活需要仪式感。
对大多数人来说，平淡是生活的主旋律。把尽可

能多的日子赋予仪式感，哪怕是些有的没的的仪式
感，让原本平淡的生活多些期待与趣味，这样的人生
才更有乐趣。

有人把人生比作在漫长且暗黑的河流里漂泊。如
果是这样的话，仪式感大概就是建造在这条河流上的
一个个灯塔了吧。正因为有了这些灯塔、有了这些光
亮，我们才不会迷失方向，继而拥有继续前行的勇气
和力量。

特别喜欢《小王子》这本书，在书里，小狐狸对
小王子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你说你下午四点钟
来，从三点钟开始，我就开始感觉很快乐，时间越临
近，我就越来越感到快乐……但如果你随便什么时候
来，我就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准备好迎接你的心情了。
要有一定的仪式。”

“仪式是什么？”小王子问道。
“这也是经常被遗忘的事情。”狐狸说，“它就是

使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使某一时刻与其他时刻不
同。”

不必过分强求，也不需时刻惦记。只需稍微留
意，将对生活的热爱注入平淡无奇的日子里，努力地
将每一天都过成不一样的、有意义的节日，去活在当
下，去拥抱那些爱和美好。

你给予生活的所有仪式感，都将化为美好还给
你 。 愿 你 我 都
能 找 到 属 于 自
己 的 “ 讨 厌 香
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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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0月26日，腾讯电竞运动会秋季赛开赛在即，徐振星从数以千万计的选手中脱颖而出，将以全国第25名

的成绩参赛。而正在此时，他接到了一个通知……

74 岁的拾荒老人吕
学芹火了。人们纷纷为她
竖起大拇指，说：“为身
边有这样的‘沧州奶奶’
感到自豪！”

2月20日晚，住在运
河区馨泰花园小区的吕学
芹，像往常一样，骑上三
轮车去捡废品。行至小区
附近时，她看到了3个袋
子。本以为里面装的是垃
圾，没想到拎到路灯下一
看，她心里咯噔一下——
袋子里除一些普通物品
外，还有大量现金，足有
好几摞。“丢了这么多
钱，失主准急坏了！”吕
学芹立刻报了警。

很快，民警就赶到现
场，和吕学芹一起清点了
袋子里的物品，仅现金就
有20万元。

联系不上失主怎么
办？失主找不到这笔钱会
急成什么样？……回到家
的吕学芹担心了一整晚。
直到第二天上午，民警找
到失主，并将物品全部返
还，她才安下心来。

这些天，很多人问吕
学芹：“那么多钱摆在眼
前，不动心吗？”

他们只知道，吕学芹
和老伴儿每月固定收入不
到 1400元。为了补贴家
用，两人轮流出门捡废
品，塑料瓶每公斤 2元、
废纸箱每公斤 1.6元……
从早捡到晚，一天也就挣二三十元。

但他们不知道，吕学芹出生在一个拥有良好家风
的家庭。

吕学芹的父亲是参加过革命的老党员。吕学芹小
时候，父亲经常教育她做人要正派，要懂得帮助别
人。“过去日子苦，乡亲们常有揭不开锅的时候。那
时家家户户都一样，我家日子也不好过，可我爹照样
经常接济别人。借出去的粮食和钱，从不主动去要，
更不会乘人之危。”

对吕学芹影响更多的是社会。“沧州是‘好人之
城’，公交站牌、小区公告栏、商场电梯……身边的
好人故事随处可见，全市人民都在学好人、做好人，
我也不能例外。”吕学芹说。

吕学芹最敬佩已故的“沧州好人”典型代表、全
国首届“雷锋奖”获得者谢清洁，她说：“谢清洁做
了一辈子好事，也是一位令人敬佩的‘沧州奶奶’。
我们都是沧州人，都是老太太，我自然也要向她看
齐。”

吕学芹火了，但更让她高兴的是，当她像其他人
一样，用同样的问题去问晚辈时，她得到了想要的答
案。

家风使然，社会风气使然。
生活中有很多事充满了偶然性，但偶然的背后又

何尝不是一种必然？就像她说的：“就算再多钱摆在
我面前，不是我的，我也不会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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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红纸剪出大千世界一张红纸剪出大千世界

本报记者 张智超 摄影 殷 实

回想起第一次拜访师父时，见到的那组一米多高的剪纸作品，石飞仍忍不住用“看傻了”来形容他的震撼。

如今，10多年过去了，石飞也成了像师父一样的剪纸高手。这活儿费眼，也耗精力，但他乐在其中。

自十来岁接触自十来岁接触
剪纸剪纸，，石飞似乎再石飞似乎再
没找出过更有趣的没找出过更有趣的
事情事情

石飞创作的生石飞创作的生
肖虎剪纸作品肖虎剪纸作品

新华桥西侧，展馆的门大开
着，不时有好奇者进来看看。几
个孩子转了一圈，其中一个拿起
桌上的剪纸作品，对着同伴调
侃：“瞧，这胖老虎长得和你还
挺像！”然后大笑着相逐而去。

38岁的石飞坐在一旁，自顾
自地剪着手中的红纸，没受到半
点打扰。

他是沧州市民间一级工艺美
术家。自十来岁接触剪纸，他似
乎再没找出过第二件更有趣的事
情。即便是现在，每天除了吃饭
睡觉，他大部分时间仍愿意握着
一把剪刀做剪纸，不论环境多嘈
杂，也影响不到他。这活儿费
眼，也耗精力，但只要拿起剪
刀，他能坐在那里剪个不停。

50多张小样

石飞从小在南皮老家长大，
和村里其他同龄的男孩子不太一
样，他不喜欢到处跑，而是更爱
和奶奶待在一起。

奶奶有一双巧手，一把剪
子，一张红纸，三两下就能变一
幅剪纸作品出来。对当时的石飞
来说，剪纸的吸引力远比和小朋
友们打打闹闹大得多。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石飞很小就拿起了剪刀，但

那时的他还没有真正开眼，剪什
么样式，完全仰赖奶奶教什么和
手里有哪些小样。

石飞记得，奶奶有一本木工
书，里面夹了几十张各不相同的
剪纸小样，是奶奶年轻时从娘家
带过来的，不知传了几代人。

这些小样具有鲜明的历史

感，有一种古朴美，仿佛是从那
本木工书中穿越来的一样。它们
和奶奶一起，成为石飞最早的美
术启蒙老师。

后来，奶奶的这些小样传到
了石飞手里。这让他如获至宝、
大开眼界。“那感觉就像穷小子
中了头等奖，一下子成了有钱
人。”这些以前不曾接触到的小
样成了石飞的至宝，他甚至可以
彻夜不睡，埋头沉浸在老祖宗的
技艺里。

“小样之于剪纸，就如同字
帖之于书法。每多收藏一张，就
意味着多掌握了一种新的剪纸样
式。”也正因如此，石飞很快便
不再满足于仅有的几十张小样。
各种美术画报成了他的心头所
爱，遇到喜欢的图式就剪下来、

保存好。几年下来，积攒了50多
张小样。

“有钱没处花”

冥冥之中似乎有种安排。
20岁那年，石飞到县城一家

饭店打工。没事的时候，他就剪
纸。同事们看他剪得好，随口便
建议他去对面看看。初来乍到的
石飞不明白同事这么说的原因，
一问才知道，原来住在饭店对面
的竟然是杨淑珍。“我崇拜杨老
师很长时间了，她是南皮有名的
剪纸艺人，有‘中华巧女’的称
号。”

在石飞心里，这简直就是天
意：“连老天都愿意让我学好这
门手艺。”

第一次登门拜访，石飞带上
了自己最好的 3幅作品，希望得
到杨淑珍的认可。可他一迈进大
门，就看到了那组一米多高的
《四大美人》。石飞惊呆了，他站
在那组剪纸作品前，仿佛被定住
一样。他从没见过这样的作品，
更想象不到剪纸还能剪成这样。

被震撼到的同时，石飞更加
坚定了拜师的念头，“我厚着脸
皮求了很久，老师才答应收我为
徒。”

那时，饭店包吃包住，但石
飞为了更加方便学艺，放着饭店
员工宿舍不住，硬是在老师家租
了一间房。

同事们都说他有钱没处花，
因为他们想象不到石飞对剪纸痴
迷到了这样的地步——

从老师家跑到饭店需要10多
秒，他 8时上班，每天一大早就
起床练剪纸，再掐着表出门，手
里的剪刀，早一分钟也舍不得放
下。

一年后，石飞谈了女朋友。
但饭店的工资不算高，对方家长
担心他养不了家，并不支持这门
亲事。

石飞尝试过做出改变，他辞
掉饭店的工作，到工地上当了一
名小工。可即便如此，也没能得
到对方家长的认可。更让石飞接
受不了的是，他们将原因归结在
了剪纸上。

“也许他们觉得大小伙子整
天拿着剪刀剪红纸不像样吧。”
最终，石飞选择了放手，“我喜
欢剪纸，它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如果别人接受不了这门手艺，自
然也不会接受我。”

守望技艺

坚定了学艺的念头，石飞决
定到外面闯一闯。第一站，他选

择了天津。“天津的剪纸技艺全
国闻名，出了很多知名艺人。”
石飞说。

和之前一样，石飞边打工边
学艺。他找了一份保安的工作，
工资不高，每个月只有 1000 多
元。在很多人眼里，这收入并不
理想，但石飞除外，“包吃包
住，解决了后顾之忧，而且工作
时间相对自由，方便我出去学
艺。工资是少了点，够交学费就
行！”

在天津，石飞一待就是 3
年，没事就四处访师学艺。他舍
不得吃、舍不得穿，恨不得把一
分钱掰成两半花。可只要他打听
到哪里有名师，头次拜访从不空
手，一盒茶叶抵半个月工资。

“老师们为人都很好，从来不让
我买东西，但我觉得这是必要的
礼数，也是表明我的心意。”石
飞说。

从天津回来，石飞又去浙
江学了两年，其间甘肃、宁夏
也留下了他的足迹。“南北方剪
纸技艺差别很大，北方大巧不
工，南方则讲究精雕细琢。在
手法上也有剪、刻、撕很多方
式。”

他乡学艺这些年，石飞少有
机会回家，过年也是如此。春节
期间，许多地方会举办非遗展，
这是难得的学艺机会，他自然不
会错过。

如今，石飞回到沧州，他已
是沧州市民间一级工艺美术家，
成了像师父一样的剪纸高手。他
创办工作室，靠手艺养活自己，
向孩子们免费传授剪纸技艺。

“为了学艺，这些年我吃了很多
苦，稍微有点动摇，可能就放弃
了。每项技艺都需要守望者，只
有这样才能生生不息地传下去，
我很庆幸自己是其中一员。”石
飞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