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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热线

征稿启事
本报民生新闻

版面开办的 《草野
事·民生情》栏目，
受到了广大读者的
欢迎。本栏目虽然
表 现 的 是 草 野 之
事，反映的却是民
生之情。本栏目以
记叙为主，无需过多
评论；务求简短、言
之有物；务必真实，
不虚构、不夸大。我
们尊重表达的权利，
相信真实的力量。

我们期待收到
来自不同地方的故
事，倾听来自不同
行业群体的声音，尤
其欢迎来自基层细节
生动的故事，小中见
大、滴水见太阳。我
们愿用有限的版面，
撑起一方公民发言的
舞台。

来稿请注明《草
野事·民生情》专栏，邮
箱 ：czrbmsxw@163.
com。

疫情防控科普知识

昨天，我去超市买东
西，在我前面排队结账的
一位年轻的顾客买了苹
果、橘子、梨、芒果、香
蕉5种需要分别称重的水
果，最后结账时却没有要
一个塑料袋，让我颇为感
慨。

这家小超市店面不
大，并没有设置专门的称
重台。店员会提前把小塑
料袋放置在散装蔬果旁边
供顾客使用。有人想买需
要称重的蔬菜水果，可自
取小塑料袋，分类装好后
再到收银台统一称重、结
账。

起初，在我前面的这
位顾客和大家一样用了5
个小塑料袋分类装好了水
果。可来到收银台称重
时，他却示意店员不要把
价签贴到塑料袋上，而是
直接贴到自己携带的大书
包外面方便结账。

每称完一种水果，顾
客就配合着店员，把水果
从塑料袋里拿出来，直接
装进自己的书包内。就这
样，店员顺利“回收”了
5个小塑料袋。

其实，装蔬果的小塑
料袋是不收费的，而这位
顾客的做法却很值得我们
学习。生活中，使用塑料
袋确实方便快捷，可塑料
袋也给环境带来了极大危
害。尤其被贴过价签的塑
料袋只能撕开，不能二次
使用，还会造成资源浪
费。

我们每个人尤其是年
轻人，都应该像这位顾客
一样增强低碳环保意识，
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这样
才能让天更蓝、山更绿、
水更清。

超市买物品超市买物品
自自带大书包带大书包
邢 程

在泊头市教育局，有位经常
跟学生打交道的教育工作者李
强，他喜欢音乐，更喜欢创作。
在工作中，他把音乐寓教于乐地
应用到对学生的宣讲教育中，经
常选取身边的素材，创作了不少
好作品。

李强今年 42 岁，学生时代，
他就是名狂热的音乐爱好者。18
岁时，他还与同学们一起组建了一
支乐队。那时，他是乐队里的主
唱，在学校名声大噪。参加工作
后，他把对音乐的热爱带到了宣传
教育中，灵感迸发创作出了不少校
园儿童歌曲。他把对学生的教育内
容填进歌词里，常在进校宣讲时唱
给学生听。

有一次，教育部门要做一期以
尊敬老师为主题的品德教育课，为
让小学生记得更牢，李强就创作了
一首名为《多想说声我爱你》的少
儿歌曲，将学生与老师初见，以及
老师对学生谆谆教诲的场景，全部
编在歌曲里，一遍遍地教给学生们
唱。孩子们在学唱时，就会联想到
自己上学的情景，在歌声中加深了
对尊敬教师的理解。这首歌深受孩
子们的喜爱，因此被许多地方引用
到了小学思想品德的教学中，并在
中国音乐小金钟“童唱新时代”全
国展演活动中被评为“全国优秀原
创作品”。

此后，李强在进校宣讲中，经
常使用“宣教+音乐”模式，这特
殊的方式深受孩子们的喜爱。

平日里，李强写歌的素材除了
学生们课堂上的知识，还涉及贴近
孩子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教育学
生假期防溺水，他改变了枯燥的宣
讲预防知识的形式，创作了一首
《危险的地方我不去》，不仅被沧州
多个学校引用，还传到了山东、广
西、海南等省的小学课堂上。

上下学时，李强看到学校门前
的车流量很大，就创作了歌曲《校
园门前有一条路》，将交通安全知
识编进歌词里。轻快活泼的伴奏、
郎朗上口的旋律，一经推出，就受
到学生们的欢迎。“这歌唱着好
听，还好记，通过唱歌，我把交通
知识也记牢了。”一个孩子说，他
们都非常喜欢这首歌。

在疫情防控期间，李强看到
各行各业的志愿者积极参与到疫
情防控中来，又写了 《温暖之
城》和《今年的梨花格外白》两
首歌曲。“看到一线辛勤付出的医
护人员和志愿者，我深受感动，
想在开学后教给孩子们唱这首
《温暖之城》，通过歌词和旋律感
受到他们的大爱和无私，多向这
些‘逆行者’学习。”李强说，今
后，他还会继续将更多音乐创作
带入宣讲教育工作中，让每节课
程更有意义，让学生的课堂上充
满更多笑声。

在黄骅市黄骅镇后苗村的黄骅雪
忆浓文创公司生产车间内，一束束五
颜六色的“花朵”格外抢眼，淡淡的

“花香”在空气中飘荡。这些足以以假

乱真的美丽“花朵”，是正在赶制准备
出口的用香皂制作的花束。这些香皂
花远销日本、韩国及欧美等国家和地
区，备受海外市场青睐。

“香皂花可以用来洗手、泡脚，还
可以当作香薰工艺品。”公司总经理、

“80后”张学东介绍道。只见几片花
瓣、一层碧叶，组成的花朵造型别
致，令人赏心悦目。一个礼盒，几株
繁花，满目绚丽，香气宜人，成了时
下年轻人的新宠。

谈起与香皂花结缘，还要追溯到
2012年。当时，张学东放弃了外地商
场经理的职务，决定返回家乡创业。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了卡通花
束，觉得很新奇，便决定跟着网络教
程学习制作。经过 3 个月的学习摸
索，张学东终于掌握了卡通花束的加
工工艺，也成功接到了第一笔订单。

但是，张学东很快发现，除了一
些特殊节日外，平日里订单量很少。
于是，他继续研究市场，寻求新的突
破。直到 2014年，他遇见了香皂花。

“香皂花薄如纸片，柔软轻盈，芳香宜
人，当时真是被迷住了。”张学东发现
香皂花很有市场前景，便决定转型制

作香皂花。
有了制作卡通塑料花的经验，经

过学习摸索，张学东很快便掌握了香
皂花的制作要领。同时，他还将香皂
花放在网上销售。凭借着优良的品质
以及新颖的产品造型，张学东的香皂
花很快有了稳定的销路。“每年从9月
开始一直到第二年 5月，是香皂花销
售旺季，尤其是遇到教师节等节日，
销售量增大，产品供不应求。”经过实
践，张学东慢慢摸索出了香皂花的销
售规律。

2015年，张学东尝试利用香皂花
敲开海外销售大门，却再次遇到了难
题。由于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
国外消费者喜欢的香皂花的类型、颜
色、大小和国内市场有很大差异，导
致张学东的香皂花一度无人问津。“通
过调查国外市场，我们转变生产类
型，根据国外消费者的喜好进行定制
化生产。”在张学东的努力下，中国造
的香皂花很快便抢占了国外市场。

如今，张学东在制作销售香皂
花的基础上，相继开发出了各种玩
偶、摆件等工艺品，产品种类已达
上万种，年销售额约 1700万元。“自
己富不叫富，带动村民一起富，才
是真正的富有。”创业成功后的张学
东心里始终想着村民和家乡建设。
为了带动村民共同致富，张学东为
村民提供了 70 余个就业岗位，向他
们传授香皂花制作技术，让村民实
现了家门口就业。

多年来，张学东始终与“花”为
伴，为梦想而努力。一束束香皂花，
犹如一粒粒爱的种子，播撒在收花人
的心田里，也扮靓了村民家门口的致
富路。除了让本村及附近村民进厂务
工，张学东的香皂花公司还采用了

“公司+农户”的方式，把制作香皂花
的原材料分发给村里的留守妇女和老
人，让他们在家中制作香皂花，然后
按时回收。如今，分散制作香皂花的
零散工大约有200余人。

““香皂香皂花花””香飘海外香飘海外
““8080后后””小伙张学东创业成功带领村民家门口就业小伙张学东创业成功带领村民家门口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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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宣教有妙招李强宣教有妙招
把把身边素材写成身边素材写成““歌歌””
李智力

近期，多地多点发生本土聚集性
疫情，主要为奥密克戎变异株，传播
快、隐匿性强。值得注意的是，奥密
克戎变异株给老年人带来的危害较
大，老年人在疫苗接种和个人防护方
面应注意什么?

接种疫苗，增强保护力。老年人
没有接种疫苗的要尽快接种疫苗。另
外，接种疫苗后，按照规定，如果符

合加强针接种条件的，到规定间隔时
间，尽快开展接种，可极大程度降低
感染后出现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戴口罩，不大意。常备口罩，做
好防护，莫嫌戴口罩闷得慌就放松警
惕。若长时间在家憋得慌，可以戴口
罩去人少的公园走走，尽量避免聚集
交谈，回家后尽快洗手消毒。

不聚集，不凑热闹。非必要不聚

集，尽量避免到老年活动室、商超、
棋牌室等疫情传播的高危场所。减少
不必要的聚会、聚餐等群体性活动。

生活作息要规律。生活作息要有
规律，饮食注意营养，适当锻炼。日
常生活用品单独使用，保证充足睡
眠。

接送孩子不扎堆。接送孩子上下
学时，要做好防护，注意保暖，不扎

堆，保持好一米距离。口罩弄湿或弄
脏后，及时更换，回家后做到手部清
洁。

不信谣，不传谣。从正规渠道获
取防控知识和疫情信息，不轻视，不
大意，不信谣，不传谣。

韩学敏 整理

老年人防疫的老年人防疫的66条条““专属提醒专属提醒””

在任丘市辛中铎镇刘家庄村，有
一处高高的土堆，那是2000多年前东
汉时期留下的谒王城遗址原钓鱼台基
址。据 《一统志》 所载：“汉桓帝
崩，太后使窦武诣河间迎灵帝，率群
臣于此朝谒，故名。”它见证了东汉
王朝的兴衰，是一处“会说话”的古
代历史遗迹。其实，为了这个遗址能
更好地保存下去，农民崔助兴已倾力
守护了17年。

“千年文化遗产，不能在
我们手中湮灭”

崔助兴是刘家庄村人，今年 53
岁，曾在北京做五金生意，祖上是十
里八乡很有名望的中医世家。2003年
的一天，崔助兴骑车路过谒王城遗
址，看到谒王城的遗址快被挖没了。
当时钓鱼台基址四面是十几米深的大
水坑，钓鱼台成了“孤岛”。

崔助兴了解到，谒王城遗址的大
部分城墙被历年洪水毁掉，剩下一小

部分又遭深度挖掘破坏，挖走了一些
陶瓷罐、狗头金、弓弩、铜佛像、元
宝、青砖等物件，东、南、西、北，
四面挖掘的大坑最深的达17米。还有
不少村民用城墙土垫地基、打坯、盖
房，谒王城最后一处基址就快被夷为
平地了。

崔助兴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不
能再犹豫了。“决不能让千年文化遗
产在我们手中湮灭。”他暗暗下定决
心，一定在有生之年把谒王城遗址保
存下来。

“为保护遗址，我愿意放
弃生意”

2005年冬天，崔助兴将在北京经
营20多年的门市关闭，毅然赶回刘家
庄村，作出一个重大决定：“为了保
护谒王城，我愿意放弃北京的生意！”

说干就干。崔助兴联系了汽车、
拖拉机、翻斗车，前后历经两三年的
时间，拉运土方，自付拉土运费、人

工费30多万元，可真是花了血本。填
平谒王城四周的大深坑，大量的土从
哪里来？崔助兴早有考虑，低价购买
附近建房开槽土和刘庄河道清理出的
淤泥，然后“废物利用”回填到遗址
坑内。那段日子，刘庄村可出了大新
闻，茶余饭后人们议论的就是崔助兴

“填坑护城”的事，大部分人表示理解
与支持，一些村民还无偿加入了劳动。

“我必须身先士卒，不能打退堂
鼓。”深夜，他站在谒王城遗址的最高
处，满脸泪水地高声呼唤道：“把谒王城
遗址保护下来，我愿终身付出和陪伴。”

崔助兴几乎24小时不离工地，不
洗澡、不理发、不换洗衣服，工程拿
不下，他绝不回家吃饭、睡觉。

家人、亲戚被他感动了，全都默
默支持着他，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
力，没钱没力的出谋划策，地地道道
的“全家总动员”。

住在两间铁皮房，守护
谒王城遗址

崔助兴填坑前期工程自己投入了
23万多元，后来媳妇王墨菊又拿出 5
万元，大姐、姐夫、侄子、外甥共拿
出 18万元，就连崔助兴 83岁高龄的
母亲也拿了 1万元。崔助兴一家前后
投入了约120万元，现仍有欠账30多
万元，这些钱全是这个普通的农民家
庭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遗址周边的大坑填平后，需垒围
墙保护，崔助兴向有关部门进行了申
请，终于得到了认可。他又动员家
人、亲戚用彩钢材料搭建了主殿、东
配殿、西配殿，围起个小院子，起名

“谒王城文化园”。崔助兴买了两间铁

皮房居住，一个人常住这里，默默守
护着谒王城遗址。

2006年 9月，任丘市文物保护所
聘请崔助兴为谒王城遗址保护员，负
责谒王城遗址的全面保护工作。2018
年 9月，任丘市文物局为谒王城遗址
设置了“身份石碑”，一看保护牌，
就知道这是文物。

现在，崔助兴每天都要在谒王城
遗址查看好几遍，修缮松塌的土方。
遗址的“身份石碑”，被他擦拭得一
尘不染。

有人问崔助兴，你把门市店卖掉
关张，将精力和资金全部投入到谒王
城的遗址恢复保护中，值吗？崔助兴
说，在他心中，中华民族文化遗产是
无价之宝，值得世世代代敬仰与守望。

任丘村民崔任丘村民崔任丘村民崔助兴助兴助兴：：：

义务守义务守义务守护护护
谒王城遗址谒王城遗址谒王城遗址171717年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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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铁皮小屋，吃粗茶淡饭，崔助兴
一个人默默守护着千年遗址。

查看谒王城遗址查看谒王城遗址，，修缮松塌的土方修缮松塌的土方。。

做谒王城遗址保护员做谒王城遗址保护员，，是崔助兴最骄傲的事是崔助兴最骄傲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