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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文明行为曝光台

疫情防控科普知识

同学华哥原来在海南
省当兵，退伍后直接落户
在了三亚市。三亚是旅游
胜地，华哥也曾不止一次
说过，大家到海南，一定
要到他那儿，管吃、管
住、管玩儿。

前段时间，一位朋友
去他那玩儿的经历，让华
哥至今难忘。那位朋友是
他做生意时认识的，说不
上太熟，见过几面而已。
但这人去海南时，却给他
打了电话，要他安排一家
人的食宿，还要借给他车
自驾游。

他帮这人在三亚安排
了食宿，并把自己的商务
车借给了这位朋友。然
而，让他没想到的是，几
天后，朋友给他打来电
话说，自己已经结束旅程
回家了，车放在了海口机
场，车钥匙放在了机场寄
存处。

没办法，华哥和媳妇
只好从三亚赶到海口把车
开回来。让他没想到的
是，车里脏得不行，零食
袋子、烟头、纸巾到处都
是，车也没油了，而他的
加油卡也被这位朋友用得
几乎没钱了。华哥自己加
了油，把车精洗了一遍，
才开回三亚。

这位朋友真把自己不
当外人，他的做法让人接
受不了。后来，这人又找
华哥，说改天还要去海
南，华哥没再理他。

做人做事，都需要有
分寸。华哥这位朋友就是
太没分寸了，过度消费别
人的善意，最终丢了信
誉、丢了朋友。

借借车的车的
烦恼烦恼
贾世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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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曹广欣）“麦秸秆粉
碎后，可作为粗饲料，与青贮发酵的
精饲料按一定比例搭配喂奶牛，效果
特别好。”连日来，在献县段村镇的麦
田里，河北守信农牧有限公司的两台
打捆机开过，麦秸秆就打成了捆。这
些麦秸秆运回公司后，就成了奶牛的

饲料。
不用自己动手，麦秸秆还能卖

钱，这得益于段村镇有一个大型农牧
公司。守信家牧有限公司负责人杨国
琴介绍，他们存栏 600 多头奶牛、
100 多头肉牛及 400 多头肉驴，需要
大量的饲料。此前，农户需自己收集

麦秸秆，再拉到公司里去卖。由于费
时费力，一些农户不愿意收集麦秸
秆。看到这种情况后，公司去年租了
1 台收集机、 2 台打捆机到田间作
业，麦秸秆收集率大大提高。今年，
公司投资近 50 万元购买了 1 台收集
机、2台打捆机，除了收集公司的麦

秸秆外，还收集农户的麦秸秆。这
样，不仅解决了粗饲料紧缺的难题，
还提高了农户的收益。

“以前，麦收过后，地里留下厚厚
一层麦秸秆，既影响玉米播种，又容
易引发火灾，污染环境。现在好了，
人家帮助清理干净，还能有一笔收

入。”谈到公司收购麦秸秆，农民韩小
华非常认可。

“一方面解决了麦秸秆处理的难
题，另一方面解决奶牛粗饲料难题，
真是变废为宝、一举两得。”杨国琴介
绍，今年他们已经收购了 20多万公斤
麦秸秆，现在仍在收购中。

粉碎做粉碎做饲料饲料 增收又环保增收又环保

奶奶牛养殖让麦秸秆变成宝牛养殖让麦秸秆变成宝

本报讯（记者贾世峰 通讯
员刘宜豪）日前，记者从市文
广旅局了解到，狮城文化旅游
一卡通已经开始发售。今年在
原有14家文化旅游消费资源基
础上增加了沧州市滑冰馆。另
外，今年将不再有购买者户籍
限制。

据了解，市民以 100元的
价格购买文化惠民卡，可享受
1300元以上的服务，包括观看
演出和电影、本地景区旅游以
及在线阅读等。今年，除我市
本地居民外，外地在沧州生
活、工作、上学、参军等人员
也可以购买文化惠民卡，提交
身份证认证即可。具体购买流

程可在“沧州文旅发布”微信
公众号上点击“一卡通”，进行
在线申购即可，今年全市共计
将发售2300张文化惠民卡，目
前已发售1395张。

市民申购一卡通开通成功
后，可在官方发布的使用权益
范围内持本人身份证+人脸识
别 +二维码在吴桥杂技大世
界、沧海文化风景区金沙滩、
南 大 港 湿 地 、 沧 州 市 滑 冰
馆、纪晓岚文化园等全市 15
家合作文旅企业消费使用，
可用于观看电影、文艺演出、
旅游、文化娱乐、数字阅读等
产品和服务，文化惠民卡有效
期1年。

天气渐热，是不是总忍
不住想摘掉口罩？科学戴口
罩是阻断新冠病毒传播的有
效方式。为了自己与他人的
健康，在该戴口罩的场合千
万别放松。

这些场合务必戴口罩：
处于商场、超市、电影院、
会场、展馆、机场、码头和
酒店公用区域等室内人员密
集场所时；乘坐厢式电梯和
飞机、火车、轮船、长途
车、地铁、公交车等公共交
通工具时；处于人员密集的
露天广场、剧场、公园等室
外场所时；医院就诊、陪护
时，接受体温检测、查验健
康码、登记行程信息等健康
检查时；出现鼻咽不适、咳
嗽、打喷嚏和发热等症状
时；在餐厅、食堂处于非进
食状态时。

不要以为只要戴上口罩
就安全了，口罩的正确使
用、储存和清洁是保持其有
效性的关键。建议大家选用
一次性使用医用口
罩、医用外科口罩或
以上防护级别口罩，

并遵守以下规定：
正确佩戴口罩，确保口

罩盖住口鼻和下巴，鼻夹要
压实；口罩出现脏污、变
形、损坏、异味时需及时更
换，每个口罩累计佩戴时间
不超过 8小时；在跨地区公
共交通工具上，或医院等环
境使用过的口罩不建议重复
使用；需重复使用的口罩在
不使用时宜悬挂于清洁、干
燥、通风处；戴口罩期间
如 出 现 憋 闷 、 气 短 等 不
适，应立即前往空旷通风
处摘除口罩；外出要携带
备用口罩，存放在原包装
袋或干净的存放袋中，避
免挤压变形，废弃口罩归为
其他垃圾处理；建议家庭存
留少量颗粒物防护口罩、医
用防护口罩备用。

此外，提醒大家一定通
过正规渠道购买口罩，拒绝
购买使用无生产厂家、无品
牌型号的产品。

韩学敏 整理

本报讯（记者孙杰） 昨
天，记者走访了我市部分农
贸市场，发现农贸市场内存
在车辆随处停放，以及沿街
门市建筑外立面破损、墙面
脱皮的现象。

在位于黄河西路的富强
市场，市场门前的停车场
里，各类车辆停放比较整
齐。由于市场内部较大，允
许顾客骑行电动自行车、三
轮车和驾驶老年代步车进
入，导致市场内部车辆停放
十分随意。在市场的鲜肉售
卖区，两辆三轮车直接停在
了通道中间。一位骑行电摩
的顾客从这里经过时，看到
这里有车辆停放，且还算宽
敞，便也将车子停下来，去
他处采买。在过道两侧的两
个消火栓旁，都停放了三轮
车和电动车，将消火栓挡在

里面。此外，在垃圾桶旁
边、创城宣传展示栏前以及
有些门市店铺门口，都有电
动车随处停放，甚至阻碍了
正常通行。

在位于九河西路的九河
市场，市场大门西侧有10间
沿街门市。记者看到，这些
门市外墙离地面10公分的地
方基本都出现了开裂、脱皮
现象，露出内部的水泥和沙
土。有的商户为了遮丑，拿
了一块 PVC板挡住。门市的
后墙在农贸市场院内，破损
同样严重。记者发现，自西
向东，10间门市后墙均存在
宽 5 厘米左右的墙皮脱落，
以及底部贴砖脱落。

针对采访中发现的问
题，希望相关部门加强监
管，维护好农贸市场的环境
与秩序。

狮城狮城文化旅游一卡通发售文化旅游一卡通发售
外地在沧人员也可购买外地在沧人员也可购买

天热天热了了
戴口戴口罩千万别放松罩千万别放松

市区部分市区部分农贸市场农贸市场

车辆随处停放车辆随处停放 门市墙面脱皮门市墙面脱皮

下午放学后，位于沧县姚官屯镇姜
庄子村的吉庆学校武术训练馆里，40多
名学生在练习劈挂拳。

武术教练张健是这所学校的校长，
也是体育老师。今年52岁的他，从2006
年开始义务教孩子们练武，已经坚持 16
年了。

沧州是武术之乡。20世纪 70年代，
当时担任姜庄子村小学教师的王志海在
校内创办武术队，从各班挑选好“苗
子”，义务教他们习武。

王志海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劈挂拳代
表性传承人、沧州市武术名家，也是张
健的师父。1978年，当时只有 8岁的张
健被王志海选中，开始学习武术。

在张健眼中，师父非常严格。他一
直记得自己拜师后的第一个春节，去王
志海家拜年，可没想到，拜完年王志海
却留他在家里练压腿。

“当时外面下着雪，我和师弟就这
样练了一天基本功才回家，也没让我们
出去玩儿雪。”张健后来才知道，师父
是为了让他记住，无论何时都不要忘记
练习。

严师出高徒。张健进步很快，从 17
岁开始，他陆续在多项大赛中夺冠。

师徒如父子。在张健眼中，王志
海就像自己的父亲，不仅在训练场上
倾囊相授，在生活中也时刻关心自
己。 20 世纪 90 年代，张健到外地工
作，王志海时常写信关心徒弟。每次
张健回沧州，下车后第一件事就是去看
望师父。

有一年，张健买房，手头紧张，王
志海知道后，拿出 3万元塞给张健。“师
父，我写个欠条吧……”张健的话刚说
出半句，却被师父打断，“咱爷俩还打什
么欠条，钱你先拿着用。”

2006年，张健调回姜庄子村小学，
担任体育教师。从那年开始，他接过师
父手中的“接力棒”，在校内义务教学生
习武。

多年过去了，已更名为吉庆学校的
姜庄子村小学武风依旧。学校建成了占
地 730平方米的武术训练馆，常年有 40
余名学生在校武术队训练。

今年 22岁的张帅，从 8岁起就跟随
张健练武。他记得开始时总练不好，张

健就牺牲周末时间，陪他加练。
弟子李扬说：“训练耐力的时候，师

父经常带我们围着村子‘跑圈’。他在队
伍后面‘督查’，我们不敢停，谁停就挨
说。”

张帅说，自己当年对张健又恨又
怕，暗地里还给他起了个“魔头”的绰
号。然而，“铁石心肠”的“魔头”也有
柔情的一面。

平时训练结束后，张健经常自掏腰
包给学生们买西瓜。“他总是让我们先
吃，最后剩下的他才吃。”弟子张洪银
说。

据张帅回忆，他小时候有一次放
学，突然下大雨，自己没带伞，父母都
在外打工。张健看到他，就撑着一把
伞，牵着手送他回家。

“当时村里很多土路，一下雨都是
泥。师父就把我背在身上，叮嘱我打好
伞，别淋着。”张帅说，等到了家，自己
没有挨淋，而师父衣服都湿了。

如今，在河北师范大学武术与民族
传统体育专业就读的张帅，每到寒暑
假，都会主动回母校帮师父带学生。

16 年来，张健先后培养武术学员
500余人，15名弟子考入北京体育大学
等体育高等院校，吉庆学校成为传统武

术进校园示范校。
“只要身体条件允许，我会一直教下

去，把中国传统武术发扬光大。”张健
说。

据新华社石家庄6月19日电

习武场上的两代习武场上的两代““父子父子””情情

青釉堆贴花龙柄壶装饰繁缛瑰丽，
从底部到口沿装饰着 8层主纹、10层辅
纹，且各不相同。其中，龙柄壶的肩
部，装饰着 8个由串珠纹围绕起来的狮
面纹饰，狮面威风凛凛，双目怒视、
宽鼻阔口，隐隐似在低吼威吓。众所
周知，南北朝时期，人们十分喜欢在
陶瓷器上用动物造型作为装饰，但狮
子并不是我国原生物种，为何会被装饰
在龙柄壶上呢？

实际上，这与狮子在佛教中的崇高
地位有关。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狮
子作为佛教艺术常用题材，常出现在陶
瓷器上。青釉堆贴花龙柄壶诞生于北朝
时期，贴塑的狮面纹，很好地反映了这
一时代题材特征。

两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在南北
朝时期达到鼎盛，狮子的寓意随佛教传
播备受推崇。佛教发祥地古印度的狮
子，被尊为“百兽之王”。在佛教中，狮
子不仅是护法神兽，也是佛陀的化身，
甚至是佛教的象征。释迦牟尼佛被称为

“人中狮子”，佛家经典《略出经》记载
“于菩提树下，获得最胜无相一切智，勇
猛释师（狮）子”。佛经中“狮子”常写
作“师子”以示尊敬。佛教中，文殊菩
萨的坐骑是狮子，讲经被称为狮子吼，
意为像狮子吼声振聋发聩，扶正邪心杂
念，比丘僧有种卧法如狮子一般双足交
叠，被称为狮子卧，以上种种都说明了
狮子在佛教中的重要地位。

我国虽不是狮子的原产地，但狮子
信仰文化却由来已久，因此也喜欢在文
物中融入狮子形象。我国先民很早就记
载了以狮子为原型的神兽——狻猊。成
书于战国至两汉的《尔雅》中说：“狻麑
如彪貓。食虎豹。”两晋郭璞注释：“即
师子也，出西域。”中国人第一次见到狮
子，是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后，由丝绸之
路传入中国的。《汉书·西域传》记载：

“钜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
囿。”这时候，西域诸国进贡的狮子还属
皇帝的私藏，民间并不知具体形象，于
是充分想象，狮子也愈发神化。我国古

代传说中的天禄、辟邪等神兽，都与狮
子形象有关，被作为守护兽出现于陵
寝、墓葬等地，如河北的满城汉墓中就
出土了相关文物。到了唐代，普通民众
有机会见到了来自西域的雄狮，形象愈
发写实起来。此后，狮子逐渐走下神
坛，愈发世俗化，明清两代成为吉祥如
意的象征。

若龙柄壶上的狮面纹饰象征着佛
法，那么沧州博物馆陈列的其他几件文
物同样反映着各时期狮子的特色。“始置
沧州”单元陈列的“北齐天宝三年思维
菩萨像”基座上浮雕刻画有两只狮
子。双狮相对博山炉，蹲坐作聆听
状，象征听经护法，是当时比较流行
的佛座装饰方式。“运河古韵”单元的
唐代玉石狮形态逼真，昂首挺胸，双
目圆瞪，毛发成束披肩，蹲坐于长方形
石座上，凛凛有不可侵犯之威。民俗厅
内还有一组民国时期的瓷瓶，以红矾彩
绘制一大一小两狮子，取“师师 （事
事）如意”谐音，反映了人们祈望平安
事事顺心的愿望。还有沧州的象征——
铁狮子，属五代时期延续唐代狮子风
格，头顶及项下有“师子王”三字，背
负莲座，屹立旧州城内，守护沧州千
年。狮城沧州，与狮有缘。 王 玮

龙柄壶的奥秘之二龙柄壶的奥秘之二———狮面—狮面

张健在指导弟子们武术动作张健在指导弟子们武术动作。。周周 洋洋 摄摄

张健在给王志海按摩。周 洋 摄


